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捏泥巴教案小班(大全6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
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捏泥巴教案小班篇一

1、使幼儿掌握泥工最基本的技能，团圆、搓条、压扁等方法。

2、通过幼儿探索与尝试，改变泥块原有的特性，捏出自己喜
欢的物品形象，培养幼儿动手操作能力。

3、引导幼儿能用辅助材料丰富作品，培养他们大胆创新能力。

捏泥巴教案小班篇二

1、在本次教学活动中，我发现孩子们都能很认真，很开心的
捏造自己喜欢的动物，都很乐意自己去动手。

2、由于这些孩子都在农村里生长，有些动物他们都没见过，
只是在电视上看多，所以捏出来的和现实的有很大差距。

3、在学会与他人分享成功的喜悦时，孩子们脸上都露初了笑
容，大多数孩子都在展示自己的作品，也拿别人的作品和自
己对比。

捏泥巴教案小班篇三

1、要求幼儿在理解诗歌内容的基础上完整背诵诗歌。

2、通过体会小豆芽钻出泥土时激动兴奋的情感，向幼儿进行
热爱春天、热爱大自然以及活泼向上的教育。



幼儿园的操场一角盛开的迎春花为孩子们的观察提供了方便。
由于每天进行户外活动，有的孩子虽然叫不出其名字，但对
此已有印象，在上课进行认识的时候都知道是外面操场上开
的花。经过教师的讲解，孩子们大多都了解认识了迎春花的
基本特征及名字的含义。有的孩子在到室外观察时主动提醒
在后面向前挤的小朋友：“别挤了，别把迎春花碰掉了。”
教师上课所折的几枝开了的只有六朵花，其余上面满是花骨
朵，课后将其插到了花盆里，孩子们每天都来观察、数数，
发现：第二天开了十二朵，第三天开了二十二朵，到第四天
全部开放，孩子们那细心的眼神、认真而小心翼翼的点数以
及发现每天不同的变化而流露出来了惊喜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们。这个时候到户外已能寻找到好多春芽了。为了让孩子们
通过自己动手种种子进行观察得到感性认识，我们组织孩子
从家里带来了空酸奶盒和花生、大豆种子，指导孩子通过亲
手操作，种上了种子。孩子们在种植过程中又学会了种植的
基本常识，我们又组织孩子在沙盘中种上了蒜瓣。孩子们那
积极性之高、那好奇心之浓是我们所料不及的，之后将其放
置到自然角，孩子们每天都来观看，耐心地等待着自己的种
子发出小芽芽。终于，在种上种子的第四天，孩子们发现了
第一盆刚刚冒出土的小嫩芽——在观察、等待的过程中，我
们顺利地进行了第二个活动，诗歌《钻泥巴》的教学。

捏泥巴教案小班篇四

今天刚下过雨，院子里的小菜园里的泥土变得十分松软。于
是我和姐姐就挖了一些泥土回来玩。

我和姐姐先把泥巴放在一个盆里，然后开始揉，就和妈妈包
饺子揉面差不多。然后我们开始用泥巴制造小桌子、小板凳
了，最后我们还捏了两个小人，放在一起就和两口之家一样。

妈妈回来了，看到我和姐姐脏兮兮的手和衣服，气的把我们
骂了一顿。



捏泥巴教案小班篇五

《纲要》提出：创设宽松的环境，让每一个幼儿都能参与实
际探究活动，感受尝试的乐趣，感受发现的喜悦。玩泥巴是
幼儿特别喜欢的活动。泥土在大自然中随处可见，玩泥巴使
孩子感到快乐。所以我设计了这次游戏活动。课前帮助幼儿
分好角色，材料部充分准备好材料，制作部幼儿忙的不亦说
乎，让幼儿在操作中自主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从而学习
解决问题。而我始终扮演幼儿的支持者，合作者和引导者。
结合自主探究法，观察法、讨论法等引导幼儿学习，克服传
统的说教形式，幼儿始终是活动的主体。活动二是在引导幼
儿开展品展销会，扮演角色推销产品，目的是让幼儿通过购
销活动，提高口语交际能力，学会使用钱币的简单方法。

不足：多数幼儿在操作时只是满足好奇心，不能做到细致的
观察因而造成操作困难，要使幼儿养成细致的`观察和比较的
能力需要今后多培养。

如果我重新上这节课，我会更注重各部门人员的分工合作，
发挥每个人的力量，让每个小孩都参与其中，都能得到锻炼。
让课堂效果更为突出。

捏泥巴教案小班篇六

1、在自由玩耍中感知胶泥的特性。

2、通过游戏掌握摔泥、团泥、捏泥、压扁等基本技能。

3、在玩泥活动中，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4、感受作品的美感。

5、大胆尝试绘画，并用对称的方法进行装饰。



红色胶泥若干，一处供幼儿玩耍的场地。

一、师生共同玩泥，体验玩泥的乐趣。

1、教师随意取泥放于手中，通过看、揉、捏，说出自己的感
觉。

泥巴捏在手中是什么感觉?捏一捏，有什么变化?

2、幼儿自由玩泥，鼓励幼儿边玩边交流自己的感受。

二、民间游戏：摔泥巴

1、教师边念儿歌边摔泥巴，引起幼儿的`兴趣："东洼里，西
洼里，都来看我放啪哩!"教师将涅好的泥巴甩下，发出"啪!"
的响声。

2、师生共同游戏，启发幼儿掌握摔泥方法：捏好小碗状，用
力快出手。

(教师巡回指导，活动中注意良好卫生习惯的教育渗透。)

3、与幼儿一起讨论：怎样才能让泥巴发出响声?发出响声的
泥巴，会在顶部出现一个大洞。打响的幼儿要再次说儿歌："
东胡同，西胡同，都来给我补补丁。"其他幼儿要从自己的泥
巴上掰下一块，捏扁把洞补上。如果泥巴未发出响声，对方
幼儿要从其泥巴上挖三下："泥花花，挖三挖。"

4、幼儿两人一组玩游戏，教师巡回指导，提醒幼儿注意：

(1)在未摔之前，检查泥巴窝窝底部是否完整。(摔泥的幼儿
应尽量将泥碗破口摔大。)

(2)一定要补住泥巴窝窝的破口。(补泥的幼儿，将泥压扁、
压薄，能补起破口即可。)



三.游戏结束：整理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