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哇哈哈活动策划(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
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哇哈哈活动策划篇一

活动目标：

1.能仔细观察、比较角色的动态、表情及情景细节，想象角
色的心理活动、语言。

2.丰富词及词组：鼓，凹，吃惊，又矮又小，又高又大。

活动准备：

1.教学挂图，幼儿用书人手一本。

2.幼儿有照哈哈镜的经验。

活动重点：

能仔细观察、比较角色的动态、表情及情景细节，想象角色
的心理活动、语言。

活动难点：

大胆表达自己的见解。

指导要点：

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图片、运用生活经验理解画面信息并大胆
表达。



活动过程：

1.设置悬念，引起阅读兴趣。

（1）引题你们认为狮子和猫，谁大谁小，如果比赛的话，谁
会赢，为什么？

你们都说狮子大、猫小，可是有件事情真好笑，有什么好笑
的事情呢？

小猫会甘心让狮子给吃了吗，它会想什么法子对付狮子？

（3）教师讲述故事第一段（从“有一天”到“走到小猫家门
口”）狮子到小猫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请小朋友自己看
图书。

2.自主阅读，探索画面基本信息。

（1）幼儿边看图书，边轻声讲述。

（2）阅读后幼儿交流各自对画面的理解。

3.观察重点画面。

（1）观察第3幅图提问

这时候，小猫的表情和姿势怎么样？它会怎么对狮子说？
（理解词语：又矮又小）教师以故事里狮子照镜子的这段话
进行小结。

（2）观察第5幅图提问

哪一幅是说小猫照镜子？

狮子看到镜子里的小猫表情怎么样？会怎么想？（理解词语：



又高又大）教师以故事里小猫照镜子的这段话进行小结。

4.观察难点画面讨论。

（1）其实是狮子大，小猫小，怎么镜子里照出来的.却是狮
子又矮又小，小猫又高又大呢？（引导幼儿观察第3、第5幅
图镜面的不同；观察第2幅画面时，教师朗读相应的文字）

（2）狮子怎么会不知道小猫在按钮翻镜面呢？（引导幼儿观
察图中小猫的动作细节及狮子的朝向，理解词语：鼓、凹）

（3）狮子是森林之王，怎么会从小猫家逃出去？（引导幼儿
理解人物的心理特点）

5.师幼共阅，以书面语言概括画面基本意思。

评价要素：

1.是否仔细观察画面并进行想象。

2.是否喜欢阅读。

活动建议：

1.在日常生活中继续欣赏录音故事。

2.照各种凹、凸哈哈镜，运用掌握的词描绘变形，并巩固有
关哈哈镜变形原因的知识。

3.欣赏儿歌《哈哈镜》

附故事：狮子照哈哈镜

有件事情真好笑，小猫跟狮子比大小。



有一天，狮子抓住了小猫，张开大嘴巴，想把它一口吞下去。

小猫喵呜喵呜叫：“你为什么吃我呀？”狮子听了哈哈大笑：
“那还用问，因为我大，你小。”小猫连忙说：“什么，什
么，你大，我小？你一定是眼睛看花了。明明是我大，你小
呀！”狮子听小猫的话，倒有些糊涂了。

小猫说：“你呀，眼睛只看见自己的爪子，你看不见自己的
身子，怎么知道自己有多大呢？”“对呀！”狮子想了一想
说：“我看不见自己的身子，怎么知道自己有多大呢？”小
猫说：“我家有面镜子，你照一照，就知道自己有多大。”
狮子从来没有照过镜子，它想，照镜子一定很有趣，就跟着
小猫走。一走走到小猫家。

小猫家的镜子很奇怪，正面可以照，反面也可以照，正面鼓
起来，反面凹进去，电钮一按就可以翻转。

“狮子，狮子，快来瞧一瞧。

哇哈哈活动策划篇二

1、引导幼儿发现学习，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培养
幼儿的探索精神。

2、关注水面倒影及其变化，了解水面成像及其会变化的原理。

1、观察过小河或池塘。

2、户外有大的观赏水池。

一、在户外找倒影：如树影、房影、人影等。让幼儿在阳光
下和阴暗处分别跑一跑，看看自己的'倒影，对比了解阳光下
有倒影，阴暗处则没倒影。说说怎样才能产生倒影。



二、观看“水面哈哈镜”。

1、带领幼儿坐在水盆边，静静观看水面的变化。

2、请幼儿说说看到了什么？它们是怎么样的？

3、引导幼儿发现倒影与真正的东西有什么不同？

4、什么时候倒影又会变化？变得怎么样？

三、我来造水面哈哈镜。

1、启发幼儿自选一处与众不同的角度，制造水面哈哈镜。

2、仔细观察后，请个别幼儿说说看到了什么？

3、幼儿设法使水面发生变化，体验创造的快乐。（因为是在
水边，操作时提醒幼儿注意安全。）

4、幼儿相互交流、探讨。

5、引导幼儿自觉关心周围的变化，发现还有什么东西能“复
制”周围的景物？

1、找一找还有哪些东西能出现倒影？还有什么方法能使倒影
发生变化？

哇哈哈活动策划篇三

1、进一步体验哈哈镜成像的滑稽和有趣，感受人在哈哈镜里
的变化。

2、用欢快的情绪演唱歌曲，重点学习前八后十六分音符的唱
法，唱好快慢节奏的交替变化。



3、能根据歌曲做滑稽人表演。

4、能在情景中，通过实验完成对简单科学现象的探索和认知，
乐于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所发现的结果。

5、学习用语言、符号等多种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哈哈镜》的歌曲磁带、录音机、哈哈镜。

1、组织幼儿做"变魔术"的游戏，观察并感受：哈哈镜让人变
高、变矮、变胖、变瘦的现象。

2、组织幼儿进行发音练习，并根据自己的观察学习歌词。

(1)、照了哈哈镜你有什么感受?有什么发现?

(2)、请幼儿唱歌曲《笑一个吧》进行发生练习。

(3)、请幼儿拍节奏学歌词，边说边练习拍前八后十六的节奏，
感受十六分音符的快节奏和二分附点音符慢节奏的交替变化。

3、引导幼儿学习演唱歌曲。

(1)、请幼儿欣赏，教师范唱歌曲《哈哈镜》。

(2)、幼儿跟教师完整的`学唱歌曲第一段，教师大声，幼儿
小声，重点练习演唱十六分音符的快节奏和二分附点音符慢
节奏。

4、引导幼儿根据歌曲的演唱进行相应的动作表演，一起到哈
哈镜前做魔法变身游戏。

哇哈哈活动策划篇四

1.能够让幼儿描述勺子照出不同的相貌，感知反射现象。



2.尝试用画画的方式记录幼儿自己的实验结果。

3.通过实验培养互相礼让，学习分工合作的能力。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重点：让幼儿手眼协调能力，培养创作力及耐心。

难点：引导幼儿多参与集体活动，发展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

1.不锈钢的勺子（有新有旧、大小、形状差异，数量与幼儿
人数相等）。

2.用纸和笔。

一、说一说：勺子的特殊用法

勺子除了能帮助我们吃饭，还有什么本领呢？

二、游戏：照镜子

教师问幼儿在自己的勺子上面什么地方看到自己？把你的发
现画下来。

三、游戏：小小摄影师

1.带领幼儿到室外，借助勺子“摄影”。

2.请幼儿说说在勺子里的`哈哈镜里看见了什么?它跟原来的
物体相比，有什么变化?

3.引导幼儿思考：用不同的勺子“拍摄”的同种物体，结果
是否一样？为什么？

4.引导幼儿初步感受勺子大小。



哇哈哈活动策划篇五

1、鼓励幼儿大胆说话和积极应答。

2、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不马虎的好习惯。

（一）哈哈镜的神奇变化易让幼儿感到好奇，而且它的一些
变化可以用身体动作进行模仿。

（二）儿歌《哈哈镜》来源于中班主题"图形宝宝"中科学活动
《哈哈镜》，幼儿对哈哈镜很感兴趣，给幼儿上一节关于哈
哈镜的语言活动来加强幼儿对哈哈镜的认识了解。

（三）中班幼儿语言、理解能力已有一定的水平，可以按照
儿歌的结构来替换新词，让幼儿有自由发挥想象的空间，用
它来仿编儿歌，可以将想象与语言表达、肢体动作相经结合，
相互促进，从而让幼儿学习得更生动、更有趣。

ii、活动设计活动名称：儿歌《哈哈镜》班级：中班课题领域：
语言授课人：xx

一、

（一）情感目标：在看看、想想、做做的过程中，理解儿歌
的内容，观察并感受哈哈镜所带来的变化。

（二）技能目标：理解反义词：大――小，长――短。

（三）认知目标：尝试依据儿歌的结构替换新词仿编儿歌。

（二）知识准备：幼儿在科学活动《哈哈镜》中已看到小猪
照镜子的变化，知道哈哈镜的神奇。

三、活动过程



（一）预备活动：手指游戏小手小手拍一拍，我把小手伸出
来；小手小手拍一拍，我把小手举起来；小手小手拍一拍，
我把小手藏起来。（幼儿和教师一起根据小儿歌做动作）

【环节小目标】整理幼儿情绪，提醒幼儿此时的注意力应该
集中，让幼儿安静并尽快的进入到教学活动中去。

（二）集体活动

1、教师带幼儿一起玩《吹泡泡》的游戏，激发幼儿兴趣。

师：今天我们来当魔术师吹泡泡，泡泡泡泡变大了（幼儿手
拉手成大圈），泡泡泡泡变小了（幼儿手拉手成小圈），泡
泡泡泡变高了（幼儿手拉手举高），泡泡泡泡变低了（幼儿
手拉手放低）。

环节小目标：教幼儿初步体验大——小、长——短。

2、出示各种卡片，让幼儿初步了解儿歌的内容。

师：老师还带来了一个宝贝，它也会变魔术（出示哈哈镜）。
它邀请了小老鼠、大象，还有小花、大树。看看哈哈镜将它
们变成了什么样？（将小老鼠、大象、小花、大树卡片放在
哈哈镜前面）。

幼儿：小老鼠变大了，大象变小了，小花变高了，大树变矮
了。

小结：哈哈镜将小的变大，大的变小，高的变矮，矮的变高
了。

环节小目标：让幼儿自己观察哈哈镜给各种卡片带来的变化，
提前感知儿歌内容。

3、教师有感情的朗读儿歌师：小动物、小花、大树看到自己



的变化会说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教师有感情的朗
诵儿歌，幼儿认真倾听）。

环节小目标：教幼儿正面感知儿歌内容。

4、幼儿学习儿歌

（1）幼儿随教师一起学会儿歌师：你们想不想学这首儿歌？
（想）现在老师念一句，请你们跟着念一句。（然后教师念
一句，幼儿跟念一句）

（2）幼儿一边念儿歌，一边用不同的体态动作表现出小老鼠、
大象、小花、大树的变化。（引导幼儿从小、大、长、短的
状态来做动作）环节小目标：

a、让幼儿亲自感受儿歌内容；

b、用动作来表现帮助幼儿理解记忆儿歌内容。

（三）扩展活动，引导幼儿仿编儿歌师：神奇的哈哈镜真有
趣，大的能变小，小的能变大，高的能变矮，矮的能变高，
还会将谁变了呢？变成什么样了？（出示小兔、狮子、小草、
房子卡片）幼儿：小兔变大了，狮子变小了，小草变高了，
房子变矮了。

师：那我们将这些动物放进儿歌里来念一念吧。（教师和幼
儿一起念：哈哈镜/真奇妙/大家快来照一照/小兔照照变大
了/狮子照照变小了/小草照照变高了/房子照照变矮了。）环
节小目标：

a、进一步理解反义词：大――小，长――短；

b、尝试依据儿歌的结构替换新词仿编儿歌



（四）结束活动：游戏"我也变"师：现在我也请每个小朋友
排队来照一照哈哈镜，看看哈哈镜将你们变成什么样子了。
（幼儿排队一个一个的照哈哈镜，要求幼儿不要插队，不要
拥挤）

（五）活动延伸

1、在语言区角里投放一些大小、高矮、胖瘦的.事物卡片，
也将哈哈镜放在里面，同时在墙上附上图谱，让幼儿根据图
谱、事物卡片来仿编更多的儿歌，以提高幼儿的语言组织及
表达能力。

2、让幼儿认识凹面镜及凸面镜，探索哈哈镜的镜面凹凸的不
同给事物带来的异样变化。

在科学发现室里哈哈镜的神奇变化易让幼儿感到好奇，而且
它的一些变化可以通过课件演示出来，同时还可以用身体动
作进行模仿，更重要的是有很大的让幼儿自由发挥想象的空
间，用它来仿编儿歌，可以将想象与语言表达、肢体动作相
经结合，相互促进，从而让幼儿学习得更主动，有更趣，这
是我设计这节课的初衷，但在上课的过程中初步进行试上后
发现，其实这首儿歌还是蛮简单的，加上有趣的课件辅助，
孩子们很快就学会了这首儿歌，难度上没有什么层次性，所
以第二次试上时我有所调整，将仿编的部分加了上去，前面
学习儿歌的部分也加快了节奏，最后在上完展示课后，发现
还有很多部分需要调整，比如说后面的游戏环节其实可以放
到开始部分作为导入，仿编部分可以问幼儿哪些小动物想把
自己变大呢？这样更有重点有目的性，在学习儿歌的部分图
标突然拿掉有些突兀，可以有个过渡，拿掉一半另一半用符
号代替，这样也可以为后面的创编做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