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抬小猪游戏 卖小猪教案小班(优秀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抬小猪游戏篇一

1、导入（出示动画软件—小猪）

提问：小朋友这是谁？（小猪）

小猪今天想找朋友做游戏，那它找到朋友了吗？我们一起来
听故事《小猪变干净了》。

2、欣赏故事

（1）教师有感情的讲述故事一次。

提问：

小朋友刚才老师讲了个什么？故事里有谁？（小猪、大白鹅、
小白兔）

刚开始，小猪找到朋友了吗？（没有）

小猪想和谁做朋友？(小白兔、大白鹅)

他们为什么不和小猪做朋友呢？（小猪太脏了）

最后，小猪找到朋友了吗？（找到了，小猪变干净了，所以
小白兔、大白鹅就和它一起玩了）



3、引导幼儿再次欣赏故事，学说对话（重点出示对话段让幼
儿边看边听边学对话，并学习词汇：脏、洗澡、干净）

设计提问：

小猪第一次在路上碰到谁？（小白兔）它怎么对小白兔说的？
（小白兔，我和你一块玩好吗？）

小白兔又怎么回答小猪的？（哟！是小猪，看你多脏啊！快
去洗个澡吧，洗干净了我再和你玩。）

小猪第二次在路上碰到谁？（小白鹅）它怎么对小白鹅说的？
（小白鹅我和你一块玩好吗？）

小白鹅又怎么回答小猪的？（“哟！是小猪，看你多脏啊！
快去洗个澡吧，洗干净了我再和你玩。”

最后小白鹅又是怎样说的怎样做的？（“走，我带你到河边
去洗个澡吧！”）

小猪洗干净后大家都高兴地说：“小猪变干净了，我们一起
玩吧！”

4、小朋友你们喜欢谁呀？你喜欢什么样的小猪？（大白鹅、
小白兔、干净的小猪）你们也要爱干净哦，这样老师才会喜
欢你的哦！

5、音乐游戏《猪小弟》

听谁来了？我们也跟干净的小猪玩游戏吧！（幼儿跟着老师
边做动作边离开活动室，结束活动）

教学反思：本次的活动故事教学《小猪变干净了》，孩子们
很喜欢小猪这个形象，因此今天的故事教学充满了乐趣。首
先活动我制定了3条目标：1、理解故事内容，学习简短对话。



2、懂得养成爱清洁、讲卫生的好习惯。3、学习词汇：洗澡、
干净。围绕着这三条目标我设计了一下活动环节：出示动画
软件，引导幼儿认识小猪，而且小猪身上脏脏的。那么久可
以引导孩子们展开想象“为什么小猪这么脏？”那么通过这
样的方式就可以充分调起孩子们的兴趣。接着再以教师有感
情的讲述故事一次，再一步一步的设计提问，让孩子们明白
故事的人物对话，…在过程中我适时进行提出问题让孩子们
思索，并学习词汇。接着再完整听一遍ppt动画视频，这样孩
子们对于故事的掌握已经有百分之八十了。本次活动的教育
意义在于让孩子们知道平时要注意卫生、爱干净。这样就会
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会来和你一起玩耍。孩子们很喜欢这个
故事，同时对于故事的掌握也很不错，并且也达到了所制定
的目标。

附本次活动的故事：小猪变干净了有一只小猪，它长着圆圆
的脑袋，大大的耳朵，小小的眼睛，翘翘的鼻子，胖乎乎的
身体，真有趣！可就是不爱清洁。它常常到垃圾堆旁找东西
吃，吃饱了就在泥坑里滚来滚去，滚得身上都是泥浆。小猪
想去找朋友。它一面走，一面“哼哼哼，哼哼哼”地叫着。
小猪走着，走着，看见前面有只小白兔，长着长长的耳朵，
短短的尾巴，红红的眼睛，白白的毛。真好看！小猪高兴地
叫：“小白兔，我和你一块儿玩好吗？”小白兔回头一看，
原来是小猪，就说：“哟，是小猪呀，看你多脏啊！快去洗
洗吧，洗干净了我再和你玩。”小猪不愿意洗澡，只好走开
了。它走着，走着，走到草地上，碰到一只小白鹅。小白鹅
真美丽，红红的帽子，白白的羽毛。小猪高兴的说：“小白
鹅，我和你一块儿玩好吗？”小白鹅说“哟，是小猪呀，看
你多脏啊！快去洗洗吧，洗干净了我再和你玩。”小猪看了
看自己的身上，满身都是泥。小白鹅又说：“走，我带你到
河边去洗个澡吧！”小猪跟着小白鹅来到小河边，小白鹅跳
进河里，用清清的水泼呀泼，泼在小猪的身上脸上。小猪用
清清的水洗呀洗，洗得干干净净得。小白鹅高兴地说：“小
猪变干净了，我们一起玩吧！”小猪和朋友们玩得可高兴啦！



抬小猪游戏篇二

1、通过活动，使幼儿喜欢听故事，理解故事内容，学习简短
对话。

2、养成爱清洁、讲卫生的好习惯。

3、学习词汇：洗澡、干??

重点：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学习简短对话。知道爱清洁、
讲卫生才是人见人爱的好宝宝。

难点：学说故事里的角色对话。

抬小猪游戏篇三

大部分扮演小兔、大白鹅幼儿能在小猪没来时丰富情节。吴
璇、佳瑜、龙斌增加了小白猫、画姐姐等，一部分幼儿能增
加角色进行表演。一位表演小猪的幼儿也自己干自己的室不
去垃圾堆，说小猪不去垃圾堆了，变成干净的小猪了。

抬小猪游戏篇四

1、安静的倾听故事，喜欢听故事。

2、在理解故事情节的基础上，懂得爱干净才能让人喜欢。

小猪、小鹅、小兔的头饰若干。故事磁带、故事挂图。沐浴
棉、香皂。

1、导入；以一只又脏又臭的小猪找朋友激发幼儿兴趣。

2、教师讲述故事，幼儿倾听后回答问题；“你会和小猪做朋
友吗？为什么？”“小猪变成什么样子你才和它做朋友”



3、教师用挂图，磁带向幼儿讲述故事。

4、教师与幼儿共同讲述故事。幼儿讲对话。

5、幼儿与教师一起对话。教师当小猪，幼儿分组分别当小鹅、
小兔。

幼儿喜欢听故事，幼儿对故事情节，对话不能完整的复述。

教师与幼儿在下次活动时复习主要的角色的对话，及他们的
表情。

抬小猪游戏篇五

1、感受4以内的数量，学习手口一致的点数到4。

2、巩固练习比较数量的多、少和一样多。

3、体验帮助小猪的快乐。

4、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5、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1、自制教具：三个小拖车，黄香蕉、红苹果、大鸭梨卡片
各4张，其他磁性教具若干。

2、《三只小猪》故事挂图。

一、导入

组织幼儿，激发学习兴趣。

教师：今天，老师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的.
名字是《三只小猪》。



二、展开

1、教师配合挂图讲《三只小猪》的故事，引导幼儿一起帮小
猪捡水果。

(1)教师讲到"走近一看，原来是黄黄的香蕉!"时，就问幼儿"
怎么办呢?

快帮助老大捡到小拖车里吧。"

(2)教师边操作卡片，师幼边共同数"一个、两个、三个、四
个。"

(3)教师继续讲故事，并引导幼儿帮猪老二捡苹果，帮猪小弟
捡鸭梨，并练习手口一致的点数到4。

2、幼儿继续边看挂图边听故事(第二部分)，帮助小猪比较水
果的多少。

(1)请幼儿猜想：谁捡的水果最多。

(2)幼儿操作卡片，比比看谁捡的水果多。

(3)教师示范并和幼儿共同总结比较的方法。

如：数一数，数量一样就是一样多;一个对一个排排看就知道
了。

3、巩固练习以及延伸部分。

充分利用各种磁性教具，让幼儿进行手口一致的点数。

利用小朋友座椅子的游戏，让幼儿练习比较数量的多少。

三、结束



教师总结，"今天我们一起帮助小猪捡水果，帮小猪比较水果
的多少，小猪们可高兴啦!

他们对你们说：谢谢

你们应该对小猪说什么?对要说：不客气

抬小猪游戏篇六

春天到了，万物复苏，幼儿园的小花园里都发生了一些明显
的变化。柳树抽出了嫩芽，桃花开得正艳，在午后散步的时
候孩子们总是新奇的发现着，交流着。与季节相结合，最近
我班正在开展“小花园”的主题。针对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
爱幻想，喜欢艳丽的色彩，所以我开展了此活动。

1、发挥想象力说说心中春天的颜色，感受春天的美。

2、在装扮小花园的过程中，练习涂色的能力。

vcr、画有线条的纸 油画棒

一、 说说春天的颜色

幼：因为春天里有柳树姐姐是绿色的……

师：恩，说的真好。

小结：因为春天到了，绿绿的小草发芽了，所以我觉得春天
是绿色的。

2、那么你们认为春天是什么颜色的呢？为什么呢？（先想一
想再回答）

幼：红色的，黄色的……



3、幼儿相互讨论。

二、 装扮小花园

1、师：看看我今天带来的是什么，你们来猜猜看

4、幼儿操作

师：剩下的，请你们去用各种美丽的颜色来打扮你们的小花
园吧。

三、作品交流：蝴蝶飞飞

1、暖暖的春风出来，引来了蝴蝶姐姐，我们跟着蝴蝶姐姐一
起去看看你们的小花园吧。

2、幼儿边做蝴蝶飞边看看伙伴的作品。

抬小猪游戏篇七

1.学唱歌曲,掌握歌曲中xxxx的节奏，能根据歌词做相应动作。

2.能愉快参与活动,用自然的声音唱歌。

1.电脑,动画《小猪睡觉》

熟悉歌曲旋律，学会唱歌曲。

1.导入活动，引起幼儿兴趣。

“这座房子里住着一只可爱的小猪，他特别爱睡觉，一起来
看看小猪是怎样睡觉的。”

2.幼儿观看动画片，回答问题，理解记忆歌词。



幼儿观看动画,教师边讲述。

分段看动画“请你们把小猪的动作用一句话来说一说。”(幼
儿尝试说出每句的歌词。)

“小猪睡觉时会发出什么声音呢?(幼儿重点学念咕噜噜噜噜
并学唱旋律)

“我们一起来说说小猪睡觉的事。”“不看画面，你们能记
住吗,那我们蒙起眼睛?”(幼儿练习完整，有节奏的念歌
词。)

3.幼儿聆听歌曲。

“我们一起来听听小猪睡觉的事。”“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
《小猪睡觉》。”

4.幼儿学唱歌曲。

(1)“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小猪睡觉的事。”(跟教师学唱并练
习咕噜噜噜噜的乐句)

(2)“小猪想请你们唱歌,这次我们唱时,把小猪打呼的声音唱
的象一点。”

(3)“小猪打呼噜的声音真象,这次我们摇着猪宝宝来唱一唱。
”

5.幼儿根据歌词做相应动作，进行歌表演。

“我们跟着小猪一边唱，一边表演,找一个空的地方。”“找
一个好朋友一起去表演吧。”“小猪们天亮了,起床
了。”(自然走出教室)

在整个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孩子们的表现真是太棒了，觉得音



乐真正地走进了孩子的心中。孩子的积极性都非常的高,能跟
上老师有序的开展活动.并且在活动的设计中,能将活动中的
重难点在环节里一一的体现。通过教学活动的开展，我发现
自己有许多值得肯定的方面，但同时也有许多值得改进的方
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