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春晓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幼儿园春晓教案篇一

热爱音乐是孩子的天性，音乐是表达情感的一种方法，大班
孩子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他们对音乐有一定的内心体验，
并且掌握了表现音乐美的初步技巧，渴望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来表达他们对音乐美的感受和理解。

《纲要》中明确提出：“引导幼儿接触周围环境和生活中美
好的人、事、物，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情趣，激发他
们表达美、创造美的情趣。”此外还提出“要为幼儿提供自
由表现的机会，鼓励幼儿用不同艺术形式大胆表达自己的情
感、理解和想象，尊重每个幼儿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
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音乐活动《快乐拉面》选择幼儿熟悉的、与生活经验相关的
面条，作为活动的内容。乐曲旋律优美、结构清晰，又有一
定的联想想象和自由发挥的空间。活动抓住幼儿爱游戏的天
性，以最自然的方式抒发情感、表现自我，让幼儿将生活经
验迁移到音乐中，使幼儿在不知不觉中领略到音乐的结构并
理解音乐的性质，体验用夸张的肢体动作进行创造性的表现
所带来的快乐，体现了快乐学习的纲要精神。

音乐活动中，经常看到的音乐游戏教育模式是：教师放音乐
请幼儿欣赏，然后教动作并告诉游戏规则，孩子根据教师所
说的游戏规则进行游戏，一遍又一遍的玩，直到孩子“学
会”为止，如何改变传统的“要我学”为幼儿积极主动参与
式的“我要学”，从而使幼儿的主体地位得到真正的体现呢？



由此，我选择了一节音乐欣赏活动《快乐拉面》，想通过这
个活动给幼儿一个舞台，让她们将生活中的体验进行有创意
的表达。

1.感受朝鲜舞的舞曲特点，在拉面的故事情境中学习舞蹈特
点。

2.借助打面、拉面、甩面、捞面的故事情节来记忆动作顺序。

3.通过互译的游戏方式，体验拉面的快乐。里要开“馆

通过活动感受朝鲜舞的舞曲特点，在拉面的故事情境中学习
舞蹈特点。

借助打面、拉面、甩面、捞面的故事情节来记忆动作顺序。

音乐、道具、ppt

1.师：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吃面吗？你们都吃过哪些面？（鼓
励幼儿大胆讲述自己知道的面食）

3.师讲拉面秘笈幼儿听：

打面，打面，上下扬；拉面，拉面，长又长；甩面，甩面，
甩进锅；煮面，煮面，香又香。（幼儿初步了解拉面的舞蹈
动作顺序）

1.师：小朋友想学习拉面秘籍吗？请看老师完整示范一遍
（教师一边念秘笈，一边示范动作，在下一个动作前，加上
预令）

2.幼儿学习动作。

1.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刚刚的拉面秘笈都用哪些动



作依次表现出来的呢？

2.师幼边念秘笈边回忆动作。

拉面的四个动作：打面、拉面、甩面、煮面。

3.师幼跟音乐一起来做面。

1.教师（出示图片）讲述规则：

小朋友们请看图片上的小动物和蔬菜宝宝，不能说出面的名
字，你们用动作来表示你做好的面食吧！

2.播放音乐小朋友们自由尝试制作面食。

1.教师给幼儿分发舞蹈道具，请幼儿胆大舞蹈。

2.师：在小朋友表演之前，老师要出示一张图片，让幼儿知
道要拉什么面。提示幼儿律动结束后做动作。（如：做牛肉
面在音乐结束时幼儿要做出牛的动作、做鱼肉面就做出鱼的
动作）

请小朋友把今天学到的打面秘笈分享给我们的爸爸妈妈。

孩子们的创意令我吃惊和欣喜，韵律活动达到了高潮！那一
刻，他们仿佛真的变成了一根根小面条，那么投入，那样充
满激情地舞蹈着。 活动中的每一环节似乎都是在"玩"，然而
在置身于"玩"的过程中，孩子们感知到了音乐的内涵，在"
玩"中增强合作意识和在群体中的协调能力。只有这种身心完
全释放的活动，才是幼儿需要的，也只有在这里，孩子才是
真正的学习的主人。

活动优点：教学活动设计符合大班小朋友的年龄特点，小朋
友们在活动中能积极配合并大胆用肢体语言表现打面、拉面、
甩面、捞面的过程。整节活动气氛活跃，同时也达到了活动



目标，效果良好。活动中的不足：在创编环节，老师进行了
示范，有点限制了小朋友的思维，在以后的活动中应该注意
应该有效的引导小朋友自主表现自己的想法。

幼儿园春晓教案篇二

1、尝试用多种材料装饰扇子，感受扇子的美。

2、让幼儿大胆创作，体验成功的乐趣。

3、观赏多种各多样的扇子，知道名称和用途。

活动重点：引导幼儿大胆制作扇子，体验成功的快乐。

活动难点：尝试有规律地装饰扇面，感受扇子的美；

1、扇子展览（墙面环境布置：幼儿带来的扇子，收集的材料。
）

2、用卡纸等剪成的各种形状的扇面、事先制作。

3、装饰材料（半成品各种图形或图案）、扇柄（冰棍棒）、
蜡笔、浆糊等。

1、导入激趣：讨论引趣。

师：小朋友刚刚做完游戏回来有什么感觉？

幼：很热。

师：那你们有什么好办法，使自己凉快呢？

幼：可以开空调、吹电扇、喝冷饮、洗澡、扇扇子・・・・

幼：好。



幼：喜欢这把，因为它最好看了。

师：那现在我们一起做这把扇子吧。

2、讨论制作：

（2）（出示没装饰的扇子）这把扇子好看吗？请你想想办法
让扇子好看一点，你想用什么来装饰扇子？（幼儿发表看法）

（3）这里还有许多要装饰的扇面，你们想不想试一试。

3、尝试制作：

（1）教师介绍扇面，扇柄及其他操作材料。

（2）演示扇面和扇柄的粘合过程。

（3）教师边朗诵儿歌边示范：小小扇面转一转，我来找找双
面胶，慢慢脱下白衣裳，手指宝宝来帮忙，轻轻按上校扇柄，
我的扇子做好了。

（4）幼儿制作扇子，装饰扇面，教师巡回指导。

4、装饰扇面，播放轻松的音乐。

（1）引导能力强的幼儿有规律地装饰扇面，提醒幼儿大胆尝
试用各种材料使画面更美。

（2）及时鼓励帮助能力差的幼儿。

（3）及时地肯定幼儿的表现。

5、幼儿作品展示并自己介绍。

（1）你觉得自己的扇子美不美，美在哪里？还有谁的扇子也



很美？

（2）把自己的扇子介绍给朋友和客人老师，说说你是用什么
材料装饰的？

（3）教师评价：你们做的扇子都很美，我们来开个扇子展览
会吧。

让幼儿回家再去寻找使自己凉快的办法。

幼儿园春晓教案篇三

《小小的船》是一首优美、宁静的歌曲，我们仿若可以跟随
着摇晃的小船走进静谧的夜空，通过欣赏、学唱、乐器演奏，
引导幼儿感受歌曲的优美，能用乐器表现歌曲的节奏，也能
展开关于“月亮船”的联想，将自己的想象用音乐表现出来。

1、能够欣赏歌曲，体验歌曲的优美意境。

2、能根据歌词做出不同的动作，并能在同伴面前积极表
现。3、在歌曲中感受夜晚的宁静安详。

音乐、三角铁、碰铃等乐器

1、欣赏乐曲，感受乐曲旋律

（1）请幼儿欣赏乐曲，并跟随音乐的旋律，两两相对，手牵
手，好似乘着小船一般轻轻地摇动。

（2）提问：听着这段音乐你想到了些什么？这段音乐给你的
感觉是怎么样的？

小结：这段音乐给我们的感觉是安静、优美的，好像坐在两
头翘起的小船上，听闪闪的星星给我们讲述好听的故事。



2、学唱歌曲，能用乐器表现歌曲节奏。

（1）教师示范演唱歌曲，唱出随波荡漾、遐想绵绵的感觉。

4、幼儿自由创编动作，尝试边听音乐边表演。

幼儿园春晓教案篇四

积极参与欣赏活动, 能大胆地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

能感受向日葵的姿态美,并与同伴合作表现向日葵的不同姿态
和造型。

大胆地自选材料创作向日葵，表现向日葵的美。

名画《向日葵》一幅。

音乐《种太阳》、录音机，数码照相机，电脑。

蜡笔、剪刀、纸、花、橡皮泥、牙签等若干，向日葵折纸图
一幅。

师：今天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来欣赏一幅非常有名的画，只要
你仔细的看，就会发现这

幅画里的许多秘密。

你看到了什么？觉得怎么样？

教师顺着幼儿的欣赏思路不断地引导幼儿想象、表达与表现。
重点引导幼儿从以下几方面欣赏向日葵的花瓣、色彩、造型
等。

花瓣看上去怎样？像什么？我们一起来用一个动作表示。为
什么有的向日葵是黄色的，有的绿色的？向日葵的方向有什



么不一样吗？为什么有的向日葵是下垂的？我们一起来用一
个动作表示。

你想给这幅画取一个什么名字呢？

介绍画名：《向日葵》，画家：凡高，他是世界上有名的大
画家。

鼓励幼儿两两合作或多人合作，随着音乐舞蹈，在音乐的最
后摆个造型。

引导幼儿对造型进行，提出改进意见。

线描画：向日葵，折纸：向日葵，插花等。

本次活动虽是美术欣赏，但是老师却运用了很多艺术的因素，
如音乐、美术的多元，通过多通道的参与、艺术的整合，使
幼儿从不同角度来欣赏和表现向日葵，幼儿对向日葵的感知
就更加丰富了。在表现的方式上，教师通过幼儿自选，尊重
幼儿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材料和方式，体现了教学的民主
化和个性化。

幼儿园春晓教案篇五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引领幼儿了解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对世界文明的巨大影响，对于“四大发明”幼儿并不是很了
解。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我们在生活中每天都会接
触到各种各样的纸，通过活动走近造纸术，感悟我们祖先的
聪明才智。

1、认知目标：了解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为祖国的灿烂文化感
到骄傲。

2、技能目标：通过造纸粘贴树叶的过程，锻炼幼儿的手眼协



调能力。

3、情感目标：通过活动锻炼幼儿的观察能力，发展创造力，
体验造纸的乐趣。

4、引导幼儿能用辅助材料丰富作品，培养他们大胆创新能力。

5、体验运用不同方式与同伴合作作画的乐趣。

不同材质的纸、ppt、纸浆、水、木勺、托盘、纱网、鲜花、树
叶。

1、活动导入：选择几种不同材质的纸让幼儿闭上眼睛摸，猜
是什么?

2、ppt展示纸的来历:

在三千五百多年前的商朝，人们是在乌龟的壳和石头上写字
的，写出来的字称为甲骨文。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觉得
在龟甲上写太不方便了，便用竹片和木片代替，劈成一片片
的木条用绳子编起来在上面写字。这种东西称为竹简和木牍。
可是一个竹简还好，如果文章很长，就需要很多的竹简，那
得多重呀。所以在西汉的时候，贵族们又该用绵纸和帛写字，
不过这种原料太贵，一般人根本用不起。到了东汉时期，有
一位叫蔡伦的人实验发明了造纸术，终于造出了一个叫做纸
的东西，才被人们普遍使用。

3、观看古法造纸视频

教师：看，视频中的老奶奶正在造纸，但是这个纸和我们平
时见到的不一样，上面有漂亮的鲜花和树叶，这叫做花草宣。

4、造纸步骤：



(1)将纸浆倒入盆中加入适量清水，用勺子充分搅拌均匀，没
有大团为准。

(2)造纸框放在可接水的托盘中，，用木勺盛出稀释的纸浆，
轻铺一层与纸框上。

(3)发挥创意，用树叶，鲜花等材料自由搭配，轻铺与纸浆上。

(4)用木勺舀更稀一点的纸浆，浇盖在花草上，防止干后掉落。

(5)根据天气及薄厚，自然晾干。

5、作品点评：

请小朋友上调讲解一下自己设计的纸的设计意图。

活动总结:

提问1、你还记得纸是怎么制作的吗?

提问2、谁发明的造纸术?

5、活动延伸：

回家后将制作的花草宣晾干，并和爸爸妈妈一起设计用这些
纸刻意做什么?书本?书签?等等自己动手设计一下吧!

科学小知识：

纸是用以书写、印刷、绘画或包装等的片状纤维制品。一般
由经过制浆处理的植物纤维的水悬浮液，在纱网上交错组合，
初步脱水’再经压缩、烘干而成。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
的国家。在很早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是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字，
后来又在竹简上写字’但是这些东西都很笨重。再后来也有
在丝绸上写的，虽然轻便了许多，却很昂贵。大约20xx年前，



东汉的蔡伦发明了用树皮、破布等常见或废旧物品造的纸，
非常适合书写，慢慢地就传遍了全世界。

本次活动帮助幼儿初步了解造纸的流程，让幼儿感受"造纸
术"的发明，对生活的重要意义，也让幼儿感受到一张纸从原
料到成品是何等不容易，从小养成节约用纸的好习惯。因时
间关系本次活动用的已经制作好的纸浆，有机会可以让孩子
体验用树破布等材料自己制作，更深刻的感受造纸的神奇之
处，也更加懂得纸的来之不易，节约用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