
谢谢妈妈幼儿绘本故事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
么写？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

谢谢妈妈幼儿绘本故事教案篇一

1、引导幼儿认真观察画面，大胆想象、表达自己对画面的理
解。

2、欣赏，理解小男孩想像小鸟一样自由飞翔的愿望。

3、鼓励幼儿大胆想象飞上天空后的见闻。

1、画面，

2、dv

一、 观察画面

1、今天老师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幅漂亮的图画，图画里有些很
奇怪的东

西，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出示画面，幼儿自由观察：你看到了什么？

3、这个小男孩看起来还很小，我们可以叫他什么？

4、弟弟在哪里干什么？弟弟向上伸出小手想干什么？

5、为什么有三个一模一样的人？



6、一颗红红的心表示什么意思？

7、弟弟的心愿是什么？

8、他为什么想变小鸟？（引导幼儿理解小鸟有翅膀，可以自
由飞翔。）

9、你们猜猜弟弟变成小鸟了会想飞到哪里？

10、小结幼儿想法。

二、欣赏

1、小弟弟到底想去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听完你就知

道了。

2、播放录音

3、提问：弟弟变成小鸟想飞到哪里？

里还说了些什么？

4、再次欣赏：这首的名字叫《天高高》，我们再来听一听里
还说了些什么。

5、提问：的名字叫什么？

里面说了些什么？

三、自由自在的小鸟

1、你们想变成小鸟自由飞翔吗？

2、如果你变成了小鸟，你想飞到哪里？



3、你在高高的天上飞，会看到些什么？

4、你能来学学小鸟自由自在飞翔的样子吗？

5、播放小鸟叫的音乐：请小朋友变成小鸟一起飞到外面去自
由自在地吧。

谢谢妈妈幼儿绘本故事教案篇二

是一节中班语言活动，我把其目标定位为理解故事内容，感
受同伴之间的夸奖带来地快乐情感体验。拿到这节课后，我
反复整理、理清上课的思路，前后反复修改了3次教案，从教
态方面出发，无疑我的教态是端正的，我也尽可能地想把这
节课以最好的面貌展现给我的孩子们。上好课后，我进行了
一段时间的认真自我反思，与同事们、师傅的交谈中，我发
现，确实我作为一名新教师以我目前的教学水平上来看，真
是以为地道的“新手”，为何这么说，其原因很多：

首先是因为我刚跨入工作岗位，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立足不
久，我是一名新手;其二，我对于自己现有的教学水平、班级
管理来看无疑也是给新手。所以，我要学得东西饿、很多，
在不断地反思与改进中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作为一名新教师
就应该多学、多读、多听、多反思，这样才会不段地提升自
己。尽管这节亮相课上得并不尽人如意，但之所以有了这样
的失败与挫折才会让我在挫折中成长与进步，所以对于这点
我还是很欣慰的。这节语言课，对于自己肯定地地方在于：
我的教态比较自然，不至于我和幼儿们地距离会很远，我不
断拉近我与幼儿的距离，使他们觉得我不是老师更像是一位
大朋友;我的故事讲得还算生动，但是由于情节的关系，我没
有很好的把握好课中的各个环节。

再次，对于幼儿的回答，我采取了积极鼓励幼儿的方式，这
一点我认为也是不错地一点，但是当我面对着我提地问题幼
儿无法解答时，我没有作出很好地回应，我应该在幼儿无法



猜测地时候，婉转巧妙地回答：“那接下去老师来猜一猜，
你们看看我猜对了没有!”这不仅是一个巧妙地回应也能更好
的为我接下去的环节做一个好地铺垫作用，可是我并没有做
好。然后，在于边看图片边讲故事的环节，我生动地讲述故
事，并伴有动作让幼儿加以理解，这应该也是好的地方;到后
来，我比较注重让幼儿学说小动物们之间的对话，老师重复
的遍数太对，让幼儿感觉烦躁，而忽略了我当初的设想与目
标，是在学说对话的过程中感受这种夸奖给伙伴带来的快乐
情感体验。

或许是急于求成，总是做不好的，这点我深知自己存在着很
大的不足。在活动的最后环节，我最初设计的是让幼儿先去
找个好朋友，然后大家夸夸自己的好朋友，而后是请几名幼
儿到上面来说说朋友最棒的地方在哪里。结果我直接过度到
了请几名幼儿到上面来讲，这样使得其余幼儿没有了参与度，
坐着干巴巴地等下去，感觉有些冷场，我觉得作为教师就应
该让幼儿全员参与，激发幼儿的兴趣与情感，这点，我深知
做得很不好。

对于这节最初的亮相课，存在很多的不足，也有值得肯定的
地方，所以，课后我立即进行了课后反思，感触很多收获很
多。为何这么说：原因有二。

其二：收获在于，我深知自己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我就有
了下节课改进的目标，知道自己的不足才有改进的机会;有了
改进的机会，才会有提高的机会;有了提高的机会才会有收获、
获得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新教师应该做好的，不断反思、不
断改进中成长自我。

谢谢妈妈幼儿绘本故事教案篇三

1、通过盘曲弯绕的大蛇与孩子嬉戏的情景，引发丰富生动的
想象。



2、想象的过程中，对大蛇的身体弯曲易变的造型产生兴趣。

1、挂图第13号。

一、 蛇弯弯想出去玩。

1、 讲述故事第一、二小节。大蛇弯弯到了幼儿园里，会怎
样和小朋友玩？

2、 引导幼儿根据大蛇的特点――会弯曲、会游动、特别大，
来设想它会和小朋友怎样玩。

二、 大蛇弯弯在幼儿园里。

1、大蛇弯弯一到幼儿园，小朋友都高兴地喊：“一条曲里拐
弯的蛇！一条曲里拐弯的蛇！“小朋友那么喜欢大蛇，他们
在一起会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2、结合挂图，讲述故事第四小节至结尾。

3、在草地上，大蛇怎样和小朋友玩？在操场上呢？大蛇怎样
和小朋友一起学习的？

4、大蛇也喜欢小朋友，它是怎样告诉小朋友也爱他们的？

三、 曲里拐弯车。

谢谢妈妈幼儿绘本故事教案篇四

讲述活动

大班幼儿在倾听与表达方面，应达到的目标是在集体中能注
意听老师讲话，听不懂或有疑问时能主动提问，能结合情景
理解一些表示因果、假设等相对复杂的句子。因此，在寒冷



的冬天，通过《不怕冷的大衣》这个有趣的讲述活动，生动
形象地让幼儿理解冬天多运动就不会冷，培养幼儿热爱运动
的意识，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同时在老师提问时能够发
表自己的看法，能够比较完整的表达复杂的句子。

30分钟

1、能仔细倾听故事，理解主要的故事情节。

2、知道不怕冷的秘密是多运动。

3、能积极主动的说出自己的见解。

故事《不怕冷的大衣》

幼儿能够明白不怕冷的秘密是多运动

1.教法：教师通过设置问题导入，引出故事，并进行生动形
象的故事讲述，让幼儿初步了解故事内容，然后带着问题再
一次听故事，从而把握故事重点，同时锻炼幼儿的倾听和表
达能力。

2.学法：通过倾听了解故事，并在问题的导向下再次听故事，
仔细地分析故事内容，发表自己的看法。

一、问题导入（2分钟）

教师：“在冬天怎样才能使自己不冷？会用到哪些保暖的东
西？”请幼儿回忆有哪些保暖用品，并举手回答问题。

幼儿：“穿袄子，戴围巾和帽子......”

二、教师讲故事，幼儿仔细倾听。

教师：“刚才小朋友们讲了很多让我们在冬天不冷的保暖用



品，那接下来老师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发生在冬天的小故事，
《不怕冷的大衣》。请小朋友们仔细倾听。”

三、引导性提问，引起幼儿的回忆和思考

1.教师提问，明确故事的主题 教师：“故事的名字是什
么？” 幼儿：“《不怕冷的大衣》”

2.教师继续提问，明确故事里的主要角色 教师：“小白兔为
什么不起床？”

幼儿应该能够记得故事的大概内容，可以回答故事开头部分
的问题。 3.教师抛出几个问题，引起幼儿的好奇心，初步揭
示故事 “兔妈妈说姥姥有什么东西要送给小白兔？” “小
白兔是怎么去姥姥家的？”

“小白兔拿到不怕冷的大衣了吗？不怕冷的大衣是什么？”

四、带着问题再请幼儿听故事，鼓励幼儿积极回答问题。

1.教师再次讲述故事（刻意强调重点的部分，通过语气语调
加深幼儿的印象。）

2.依次提出前面的三个问题，请幼儿完整的表达，发表自己
的看法。

教师：“兔妈妈说姥姥有什么东西要送给小白兔？”（可以
举手回答，也可以集体回答) 幼儿：“不怕冷的.外衣。”

那老师再问一个问题，请幼儿举手回答，完整的告诉老师。
教师：“小白兔是怎么去姥姥家的？” 幼儿：“小白兔是跑
到外婆家去的。” 教师：“那小白兔拿到不怕冷的大衣了
吗？”

幼儿：“有！没有！”（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因为外婆没有给小白兔不怕冷的真实的大衣，但是外婆说小
白兔已经穿上了大衣。）

3.教师分析妈妈和外婆对小白兔的对话，引起幼儿思考

“看来小朋友们听得很仔细，那接下来你们好好思考一下，
不怕冷的大衣是什么？”（重点问题）

幼儿：“因为小白兔跑步，跑得很热，就不怕冷了。”

（幼儿回答问题时，教师注意强调其完整表述，引导因果、
假设等复杂语句的表达。）

五、教师小结：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妈妈说的不怕冷的大
衣不是真的衣服，而是运动，是让小白兔不怕冷的好办法。
小白兔跑到外婆家，没冻不着，还直冒汗，所以外婆说他已
经穿上了不怕冷的大衣。所以冬天天气冷，小朋友们也不能
赖在床上不起来，可以穿好衣服起床做做运动，穿上不怕冷
的大衣，每天身体都健健康康的。

六、延伸活动

让幼儿在户外活动中体会“不怕冷的大衣”。

【活动反思】

附：故事

《不怕冷的大衣》

下过雪，又刮风，天好冷啊！小白兔在被窝里睡懒觉。

“快起来，快起来，我的小乖乖。”兔妈妈叫小白兔起来。

“不起来，不起来，起来要冻坏。”小白兔怎么也不肯起来。



兔妈妈想了想，忽然自言自语起来：“唉，天也真冷，要是
穿上姥姥家那件不怕冷的大衣，那就太好了，冻不着，还冒
汗呢。”

“真的吗？”小白兔听了，觉得很奇怪，从被窝里伸出小脑
袋，“姥姥家真有不怕冷的大衣？您穿过吗？”

“没有，没有。姥姥说，这件不怕冷的大衣，是给她的小外
孙做的??”

“姥姥的小外孙就是我呀！是给我做的，是给我做的，妈妈，
妈妈，您快上姥姥家去，把大衣拿回来。”

“这可不行。姥姥说的，不怕冷的大衣呀，谁来拿都不给，
只有小外孙来拿才给。”

小白兔一蹦，从被窝里蹦出来，稀里哗啦的，穿上小棉袄，
套上小棉裤，围上小围巾，戴上小绒帽。

“妈妈，妈妈，我到姥姥家去了。”

“哎呀，别去吧，外面风大着呢，你不怕冻坏吗？”

“没关系，不要紧。姥姥给了我不怕冷的大衣，我就冻不坏
了。”

小白兔说完话，就往外跑。哟，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的一
样疼。小白兔想早一点拿到不怕冷的大衣，就飞快地跑起来。
跑呀，跑呀！怎么了？脖子热烘烘的。他把围巾拿了下来，
跑呀，跑呀，怎么了？头顶热乎乎的。他把帽子拿下来。跑
呀，跑呀，到了姥姥家，额头上都冒汗了。

兔姥姥看见小白兔，心里可高兴了，拣了个挺大的胡萝卜给
他吃。



小白兔说：“我不要吃胡萝卜，我要穿大衣，不怕冷的大衣。
”

兔姥姥呆住了，想：“哪有什么不怕冷的大衣呀？”

“妈妈说的，您给我做了一件不怕冷的大衣，穿上它，冻不
着，还冒汗呢??”

兔姥姥想了想，明白了“小乖乖，看你头上汗滋滋的，不怕
冷的大衣不就穿在你身上吗？”

小白兔想了想，也明白了。

小朋友，不怕冷的大衣是什么？

谢谢妈妈幼儿绘本故事教案篇五

艺术活动：漂亮的小纸袋

1.尝试用蘸印或粘贴的方式来装饰纸袋。

2.体验装饰纸袋的.快乐。

幼儿人手一只纸袋，各色纸片，胶水，抹布。调好各色颜料
的颜料盘，纸球若干。

一、出示纸袋，激发幼儿的创作兴趣。

教师以纸袋的口吻说：“春天到了，小朋友都穿上了漂亮的
衣服，我也想要一件漂亮的新衣服，谁愿意来帮助我呀？”

二、尝试创作。（重点，难点）

1.教师讲解纸球蘸色的方法。



2.幼儿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纸球蘸色。

3.幼儿自由选择装饰纸袋的材料。

4.幼儿自由操作，教师给予适当帮助与指导。

5.教师及时发现幼儿有创意的装饰方法，并及时给予鼓励与
引导。

三、给纸袋找好朋友

幼儿将制作好的纸袋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引导幼儿学会交往，
学会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