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跳房子玩法 蜗牛的房子小班
教案(模板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小班跳房子玩法篇一

目标：初步理解儿歌中的内容，愿意跟着老师一起学念儿歌。

准备：

1.教学挂图。

2.小狗、小猫、小鸭的动物卡片若干，幼儿人手一份新房子
操作卡片。

过程：

一、帮助幼儿理解儿歌中的内容。

二、师：老师把这幅图片编了一个很好听的儿歌，还给它起
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儿歌的名字叫《新房子》，让我们一起
来听一听吧！

（教师有表情地朗诵儿歌）

三、师：这首儿歌好听吗？儿歌的名字叫什么？这么好听的
儿歌我们一起来看着图片说一说好吗？（师幼共同将儿歌念
一遍）

四、师：老师这里也有一幢新房子，可是还没有小动物住进



去，我们来请这三只小动物住进去好吗？（教师与幼儿边念
儿歌边将小动物卡片贴在新房子里）

（幼儿操作练习，幼儿边操作教师边念儿歌，增强幼儿对儿
歌的理解）

小班跳房子玩法篇二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蜗牛身体的外形特征。

2、学说象声词“轰隆隆”、“哗啦啦”。

3、萌发关爱动植物的美好情感。

4、阅读故事，能细致的观察画面，大胆的表述对故事的理解。

5、理解故事内容,知道做事要认真、要有耐心。

活动准备：

《蜗牛的房子》ppt

活动过程：

一、出示小蜗牛课件，了解蜗牛的外形特征

1、教师一边说一边操作课件。

师：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只可爱的小动物，宝宝们，看，
它是谁?(小蜗牛)

2、教师以蜗牛的口气自我介绍，引导幼儿了解认识蜗牛的外
形特征。



“嗨，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小蜗牛，我有软软的
身体，背上背着一个硬硬的贝壳，它就是我的家，可以保护
我哦！我的头上还长着两只小犄角，它是来帮我辨别方向的。
”

二、播放ppt，引导宝宝听听、说说

1、教师分别播放打雷、下雨的录音，引导宝宝倾听，并学说
象声词“轰隆隆”、“哗啦啦”。

师：春天来了，小蜗牛从窝里慢慢爬出来，来到草地上，快
乐的唱呀、跳呀。忽然，从天那边飞来好多好多乌黑的云彩，
不一会铺满了天空。呀!听一听，发生了什么事情。

2、引导宝宝学学打雷和下雨的声音。

三、播放课件，引导宝宝听听、看看、讲讲。

1、教师逐一播放课件，边讲边问，引导宝宝看看、讲讲故事
内容。

“天空中飞来好多黑黑的云彩，轰隆隆、哗啦啦!发生什么
事?”“地上有些什么小动物?下蚂蚁正在做什么?”“小鸟在
做什么？”“树上的小鸟在跟谁说话呀?说了些什么话
呀?”“小蜗牛的身体怎么不见了?藏到哪里去了呢?”

2、教师完整讲述故事一遍。

四、带宝宝玩“小蜗牛避雨”游戏请宝宝用拇指做身体，其
他做壳，听到教师说“轰隆隆”、“哗啦啦”时，将拇指藏
进其他手指里，停止不动。“天晴了，太阳出来了，小蜗牛
们快再出来玩吧”。游戏再次进行。

教学反思：



在活动中，孩子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特别高，因为这是他们
感兴趣的问题，只是个别孩子对这方面的知识欠缺，但是在
活动中，他们能充分调动自己的各种感官来参与活动，我个
人认为，这节课还是成功的。

小班跳房子玩法篇三

1、培养幼儿亲近他人、尊重他人劳动的情感，初步形成安全
意识和保护意识。

2、引导幼儿认识几种常见的取暖器及使用方法。

ppt课件：取暖方式

一、导入

组织幼儿感受室外的寒冷与室内的温暖，引发幼儿寻找热是
从哪里来的。

二、展开

1、提出问题：教师里的热是从哪里来的？

2、请幼儿讨论：还有哪些办法让屋子里暖和起来？

3、观看课件

让幼儿知道几种常见取暖用具的名称，如暖气、空调、烤火
炉等。

教师引导幼儿认识几种常见的取暖器并会说出其名称。

4、向幼儿介绍锅炉工师傅的工作及辛苦，使其理解并尊重他
人的劳动。



重点渗透、培养幼儿亲近他人、尊重他人劳动的情感。

5、向幼儿进行安全教育，使幼儿初步形成安全意识和保护意
识。

三、结束

教师进行评价总结，活动结束。

小班跳房子玩法篇四

1、理解故事内容，记清主要情节，初步学习人物的简单对话。

2、乐于探究房子结实的原因，知道做事不图省力。

3、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4、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小班跳房子玩法篇五

1、加深对红、黄、蓝、绿、白颜色的认识，产生对雪景的好
奇。

2、体验集体阅读的快乐，乐意与大家一起看看说说。

3、学习用图形表现房子的结构。

幼儿用书《房子》、教学挂图两幅。图画纸、油画棒。

1、出示挂图一：

“这里有哪些颜色的房子？是谁的家？”



幼儿表述时，教师出示相应的图片画面。

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及时用儿歌语句小结，鼓励幼儿学说。

2、出示挂图二：

“现在，房子怎么样了？怎么会变成白房子的？”

教师完整朗诵儿歌。

3、幼儿自主阅读（幼儿用书）

教师鼓励幼儿与同伴一起看看说说。

引导幼儿思考：

“下雪了，还有哪些地方叶变成白色了？”

4、集体边阅读，边念儿歌，边做动作。

5、绘画活动：

引导幼儿用各种图形组合绘画房子。

6、展示：

组织幼儿欣赏同伴的作品。

附儿歌：

房子

红房子，是小兔的家，

黄房子，是小狗的家，



蓝房子，是小马的家，

绿房子，是小牛的家。

下雪了，下雪了，

红房子，黄房子，

蓝房子，绿房子，

全都变成了白房子。

小班跳房子玩法篇六

1、巩固学习韵律操，能随音乐的节奏正确表演相应的动作。

2、学会按要求向指定方向跑和跳，并能有序地摆放小椅子。

3、在音乐游戏中，注意倾听音乐，并遵守游戏规则。

1、音乐磁带。

2、相距40厘米的平行线2条，两个大圆圈。

3、幼儿人手一张小椅子。

一、音乐游戏：数高楼

教师带领幼儿站成大圆圈，请4—6位幼儿扮演弟弟、妹妹站
在圈外，引导幼儿随着音乐开展游戏活动。

二、游戏活动———小熊盖房子。

教师将幼儿站成两队，五人一队。游戏开始，幼儿站在起跑
线后面，教师发令后，两队的前排2名幼儿跨过“小河”，跑



到场地的另一端，搬起椅子沿圆圈摆好，立即返回本队，拍
第二名幼儿的手，然后站到本队末尾。第二名幼儿立即出发，
直至将5张椅子摆成圆圈，就算小熊的房子盖好了。

三、放松游戏———谁是小熊

1、幼儿人手一张小椅子站成大圆圈，幼儿站在椅子的后面，
教师拿走一张椅子。

2、音乐响起，幼儿面向圆心，边唱歌边表演，并随着音乐围
着大圈跑。音乐停止，幼儿立即找一张小椅子坐下，教师问？
“小熊是谁呀？”幼儿指着没有找到椅子的幼儿说：“小熊
就是他”此幼儿站到圆心。教师再拿走一张椅子，游戏重新
进行。

小班跳房子玩法篇七

1、通过观察不同形状的楼房建筑，感知房子外观结构的不同。

2、让孩子学习观察事物的方法，了解并掌握房子的基本结构。

3、激发幼儿对绘画活动的兴趣，尝试用线条装扮房子，发展
幼儿的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

4、鼓励幼儿大胆表达自己的感受。培养幼儿相互帮助、相互
合作的良好品质。

小班跳房子玩法篇八

一、备课中的反思：

备课时，我先考虑的是孩子没有用图形组合拼画的经验，对
房子的观察经验也不够丰富，而且开学后与孩子进行的很多



是涂色、画圈等活动，对图形接触少之又少，所以，我把认
识房子、了解范画《房子》中的图形放在了活动前进行。

二、活动前的经验铺垫：

活动前我先与幼儿看范画，让他们了解画中的主体是谁；接
着与孩子观察房子内的各种图形，初步地认识了三角形、长
方形。

三、活动开展：

活动开展时，我先请幼儿观摩老师分别绘画三角形和长方形
的步骤，有一定地绘画初体验；然后请幼儿徒手与老师一起
将三角形和长方形进行组合，完成房子的总体轮廓；最后放
手让孩子来画房子。在幼儿绘画房子时，发现起笔较难把握，
考虑到小班孩子的年龄特点--遇到不会画的就会有哭闹现象
出现，于是我边鼓励幼儿独自尝试画房顶，边给出提示“不
会画没关系，只要举手老师是会来帮助他的。”班中有大
概2/3的幼儿起笔有老师的帮助、引导。之后画房顶的另一边
我则鼓励幼儿自己尝试画，这样效果很好。画房子的墙面时
为了便于幼儿理解，我把墙面拟人化为“房子的身体”幼儿
更易理解。为让幼儿更好地把握屋顶与墙面的组合，我
以“屋顶要长长的盖过身体，遇到下雨天，我们住在里面就
不会淋雨了。”在老师地启发下，幼儿组合遇到的困难减小
了，更多的表现出的是乐意去画了。

四、涂色环节不放松：

本次活动虽然幼儿的绘画内容简单，但我的.范画内容还是非
常丰富的，也很注重颜色的使用，屋顶上我用了红、橙两种
颜色间隔涂色，不仅让幼儿了解了一格一排列的规律，也让
幼儿很好地体验了两种颜色间隔出现的美，进一步提高了小
班幼儿对作品的欣赏能力。效果好！



总之，本次活动对小班幼儿来说难度是很大的，不过有了活
动前的准备，活动中地调整，幼儿总体把握较好，有在自己
原有基础上的突破。

小班跳房子玩法篇九

课程中要搭出屋子的重要布局,可以自由选择质料按意愿自由
建构。小编整理的小班结构游戏房子教案，欢迎大家前来查
阅。

1.让幼儿知道游戏的名称,引发幼儿的爱好,在西席的勉励下
能到场建构游戏运动。

2.让幼儿对建构质料感爱好，感知特性，熟习质料操纵要领。

3.经由过程先生的勉励、资助，开端进修插、搭高、拼的技
巧。

积塑、插塑，带幼儿熟习幼儿园的情况以及屋子图片。

1、导入

小朋友们,本日先生要请各人来当小小修建师,帮幼儿园盖屋
子。

2、不雅察表示图，引诱幼儿说出外型特性

(1)、幼儿园有哪些屋子?他们是什么外形的?

(2)、围墙是什么样的?高不高?

(3)、幼儿园的楼房它是几层的?宽吗



(4)、我们要建幼儿园的哪几个部门?

3、教师树模搭建屋子的技巧和要领

先生按次序搭出屋子的外形，墙可以用正方形、长方形搭建，
屋顶可以用三角形盖顶。

4、提出建构请求

(1)、要搭出屋子的重要布局,可以自由选择质料按意愿自由
建构。

(2)、游戏时要敬服玩具,失到地上要实时捡起来,不要把别人
搭建的`屋子碰倒。

(3)、要准确收放质料(轻拿轻放、按标志归类摆放)

5、幼儿运动,西席引导

(1)、对搭建本领低的幼儿,可引诱其模拟西席或看屋子图片
举行建构。

(2)、引诱他们从搭平面屋子过渡到搭立体屋子。

6、观赏作品

你们以为哪个屋子搭的最美丽?为什么以为它美丽?

7、评价总结

我们本日搭了什么?你是用什么质料来搭的?你还会搭哪些和
先生纷歧样的屋子?

表彰能勇敢建构、勇敢缔造的幼儿。



8、天然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