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好听的声音教案(模板7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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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好听的声音教案篇一

1、培养幼儿对大海的热爱之情，学画几种海鱼的动态特征。

2、培养幼儿大胆创作的意识，把海底景物比较合理地安排到
画面上。

1、ppt课件：大洋海底世界，ppt课件：贝类海鲜

2、课件—动画片：海底世界（我真幸运！）

3、幻灯片海底背景图：装饰海底

4、绘画纸，油画棒。

一、导入

播放动画片：海底世界

小朋友想去参观海底世界吗？海底世界有什么呢？

二、展开

1、观察讨论

课件演示：大洋海底世界



（1）澳大利亚海龙

（2）鲨鱼

（3）美丽的热带鱼

（4）黄刺尾鱼

（5）鲸鱼

（6）漂亮的鱼

幼儿逐一观察各种鱼，讨论这些鱼的名称、形象特征及生活
习性。

它们都喜欢海水，最爱吃海里的水草及微生物。

3、观看——海底世界

课件：贝类海鲜

海底世界除了有许许多多漂亮的鱼，还有美丽的贝类海鲜

螃蟹

虾

龙虾

鲍鱼

虾夷扇贝

海胆



海虹

鼓励他们互相讨论自己喜欢哪种鱼？喜欢哪种贝类？

4、幼儿绘画，教师指导

小朋友把自己看到鱼或贝类画出来，比一比谁画的鱼的种类
最多？贝类的种类多。

启发幼儿幼儿要注意整个画面的结构要合理

近处的海鱼、景物画大些，远处的画小些

画面要丰富，但不能零乱

三、结束

将幼儿的作品布置到展览角，让参观者相互欣赏。

活动延伸

邀请其他班的老师及小朋友前来参观“海底世界”展览。

幼儿园好听的声音教案篇二

各种调料在我们生活中时常会用到，特别是做菜的时候，调
料是必备用品。孩子在用餐时间实际上都在接触不同的调料，
在园用餐期间也会发现孩子们说：好香、好甜、怎么有点咸
等等。大班幼儿已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他们对常见
的调料的认识已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对于为什么要用调料，
用调料的目的是什么，没有深入的了解。让幼儿通过用嗅觉、
味觉、视觉等感官功能进行辨别各种调料。认识几种常见调
料的名称和其味道的特点的基础上，尝试自己调配调料知道
简单的使用方法，体验调配调料的乐趣。



1、让幼儿认识几种常见调料的名称和其味道的特点。

2、让幼儿用视觉、嗅觉、味觉等感官对事物进行辨别。

3、让幼儿体验自己动手，调配调料的乐趣。

1、白糖、盐、酱油、醋、香油、辣油分类放好，贴上序号标
签和相应汉字，勺子若干。

2、单一味道的（甜、咸、酸、香、辣、无味）海带若干碗，
海带每人一碗，每人一把勺子，厨师帽一顶。

一、第一关考验，品尝单一味道的凉菜，体验各种味道。

教师：瞧，这是什么？这是一顶厨师帽。谁戴的呀？（厨师）
那你们想做一名小厨师吗？

教师：可是要想成为一名厨师，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
们必须要眼睛亮，鼻子尖，嘴巴灵，这样才有资格做一名小
厨师。

教师：今天我们小朋友要通过三关考验，其中表现最棒的一
位就能戴上这顶厨师帽，成为一名小厨师！

老师可以最后问尝没有味道的那一位，你尝的是什么味道？
好吃吗？你喜欢什么味道的？或者老师自己尝一下没味道的
海带。

二、第二关考验，幼儿观察探究各种调料的名称和特点出
示1-6号装好调料的杯子，引出各种调料。

教师：看！厨师在里面放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一起加在菜
里可以使食物变的更加美味。

教师：刚才第一关考验时，我们小朋友的小嘴巴都很灵，都



尝出了这些菜的味道，可是这第二关考验可就要难一些了，
这次要我们小朋友动脑筋想这些杯子里都是什么东西？”

教师：“谁来说说1号杯子里是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同意
的请举手，不同意的，可以来闻一闻，尝一尝。”

幼儿陆续说出2-6号杯子中的调料，老师撕掉号码，露出里面
的文字：白糖、盐、酱油、醋、香油、辣油教师小结：“这
六个杯子里的东西分别是白糖、盐、酱油、醋、香油、辣油。
嗯，第二关考验我们也通过啦！小朋友们本领真大，眼睛很
亮，鼻子很尖，嘴巴也特别灵，把这些杯子里的东西都说出
来了。这些杯子里的东西都叫调料，把它们加在菜里可以让
菜的味道更好吃。除了这些调料，你们还知道哪些其他的调
料吗？（如妈妈厨房里）三、第三关考验，幼儿利用调料制
作简单的拌海带。

教师:接下来是最后一关啦！你们要更加努力才行！老师这边
给你们准备了海带和调料，要请你们自己来拌一拌。

教师：在拌海带时先放一点点盐，尝一尝，如果有点淡，可
以再放一点点，太咸了可以加点糖。接下来，你喜欢什么味
道的，就放一点点那种味道的调料，再尝一尝。如果你喜欢
辣的，那就放一点点辣油，如果不喜欢，那就不要放，不然
等会你又不喜欢吃了。放调料时拿调料碗里的勺子，哪只碗
里拿的放回哪只碗里，拌海带用自己碗里的勺子。能不能拿
调料碗里的勺子来拌海带？（不行）看看哪个小朋友最厉害，
拌出来的海带最好吃，就可以戴上这顶厨师帽，变成一个真
正的小厨师！

老师可以示范一下拌海带的要求。

幼儿利用调料拌海带，老师巡回指导。

这个活动来源于生活中的调料，和孩子们的生活比较贴切。



在材料选择方面，试上的时候材料很多，这样就不能有效地
进行比较，所以今天用了单一的海带。活动流程比较清晰，
分三关来考验幼儿：第一关，品尝单一味道的凉菜，体验各
种味道；第二关，幼儿观察探究各种调料的名称和特点；第
三关，幼儿利用调料制作简单的拌海带。环节比较紧凑，就
是我在活动中缺乏活力，让气氛显得有点尴尬。孩子们也畏
畏缩缩，使得活动也比较平淡，都是我说的比较多。可以引
导幼儿多仔细观察，多说一些。

我在语言组织上还要简练些，语气也要有重点，孩子们就能
抓住重点来回答了。第一关时，可以让幼儿都来品尝一下厨
师拌的海带，让幼儿多说说里面的味道。在第二关让幼儿认
识调料时，可以让幼儿对调料再仔细比较一下，这样幼儿在
自己操作时能更好的进行。第三关幼儿在拌好海带后，可以
给同伴也尝一尝，这样他们的情绪会更高涨。

老师对于幼儿的回答要给与点评，加些鼓励的话，幼儿能够
更好地进行活动。作为老师要给孩子更很多的空间，来培养
他们的自主性。

幼儿园好听的声音教案篇三

探索20以内的单双数，从而得出结论：尾数是单数的，整个
数就是单数；尾数是双数的，整个数就是双数。

理解单双数的概念；知道任何数尾数是单数，整个数就是单
数；尾数是双数，整个数就是双数。

1、幼儿佩带1-10的数字挂卡25张。

2、教师示范卡片有：带图案的数卡4张，以及数字卡(1-10)
泡沫板。

3、苹果树4棵，上面贴满苹果若干；彩笔25支;托盘25个(上



有相同数量的格子)，1-20的数字卡25张。

4、两座房子的图片，上标有数字：1、3、5、7、9、11、13、
15、17、19和2、4、6、8、10、12、14、16、18、20。

5、四张标有内容的单双数卡片，如24.28.23.27等。

6、音乐《找朋友》。

一、复习1-10的单、双数。

1、幼儿按自己的数卡找相应的座位。

“数字宝宝们，我们今天要坐火车去果园摘苹果啦!上车时请
注意，你是数字宝宝几号就坐几号车厢，千万别坐错了！”

2、复习10以内的单、双数。

“火车开动了，呜――！呀，路边的景色真漂亮，还有可爱
的小兔子呢！来看看有几只免子？小兔子在玩找朋友的游戏，
它们是几个几个找朋友呀？(两个两个)多了一只兔子没有朋
友，说明7是什么数？(单数)”

出示图片，上面画有7只兔子，兔子的图案两个两个摆在一起
的。

教师用相同的方法依次出示其它的动物卡片和数卡。

3、引导幼儿观察自己是什么数，坐的是什么火车(单数或双
数)。

“我们来看看，这列火车坐的是哪些数字宝宝(1.3.5.7.9)，
那这列火车是什么火车?(单数火车)”

1、按托盘上的数字摘相应数量的苹果。



“数字宝宝们，果园到了，哇，好多又红又大的苹果呀！你
们想不想摘回家？”

引导幼儿观察托盘上的数字和格子，要求一边摘一边数，摘
的苹果数量和数字是一样多，一个苹果插一个格子。

“现在我们来比赛摘苹果，看谁能按要求摘得又快又准!”

2、请幼儿给自己摘的苹果配对，并用“0”“00”记录结果。

“现在我们来玩找朋友的游戏，把你们摘的苹果两个两个的
找朋友，看看结果怎样？如果剩下一个没有找到朋友，说明
它是什么数(单数)？请在数字旁画“0”；如果都能两个两个
找到朋友，说明它是什么数(双数)？请在数字旁画“00”。

3、统计幼儿的操作记录结果。

“请摘11个苹果的幼儿告诉我，11是什么数？”

抽几个数验证结果。

三、比较20以内的单双数，让幼儿找出单、双数的规律。

1、知道标有1、3、5、7、9的房子是单数房子；知道标
有2、4、6、8、10的房子是双数房子。

2、提问:那你们手上的数字宝宝是单数还是双数？应该住在
哪间房子里呢？(请幼儿送数字回家)看看幼儿送的是否正确。

3、比较数字、找规律。

提问：我们单数房子里的单数宝宝们有哪些的相同地方？看
看1、3、5、7、9在每个数的哪个位置？（后面）

总结，后面的数字是“1、3、5、7、9”的数都是单数。出



示23、27，并进行验证。

按同样方法找出双数的规律。

4、任意出示几个数，让幼儿说出是什么数？为什么？

四、游戏“数字宝宝找朋友”。

教师佩带数字挂卡，与幼儿共同游戏。

“数字宝宝们，我们来玩找朋友的游戏，两个两个的找朋友，
找到朋友后，两个人肩并肩站好，将两个人的数字拼在一起，
看是个什么数?是单数还是双数？”

数学活动《摘果子》运用情景化、游戏化的教学形式，让人
眼前一亮，幼儿很感兴趣；操作材料丰富，可变性强，幼儿
乐在其中。活动中，幼儿化身数字宝宝，坐上单、双数火车
去果园摘苹果，沿途看到了不同数量的物体(复习10以内单、
双数)。幼儿将自己摘的数量为11-20的苹果进行两个两个配
对，并送数字宝宝回到单双数房子，再次学习区分单双数。
教师引导幼儿发现规律后，以“数字宝宝”找朋友的游戏，
让幼儿反复感知单双数的概念。

从操作材料上看，教师提供了美观并能吸引注意力的动物卡
片、可摘的苹果树、可以操作移动的苹果卡片等等；从操作
形式上看，教师在引导幼儿通过不同的操作方法来进行深入
探究，如：在幼儿面对数字11-20时，教师提出让幼儿用两个
两个找朋友的方法找出哪些是单数、哪些是双数，让幼儿带
着问题进行操作，这是一种探索性操作既能充分发挥幼儿学
习的主动性，又能提高思维的目的性。另外，在教师引导幼
儿发现区分单双数的规律后，教师带领幼儿进行验证性操作，
让幼儿通过操作来验证所获得知识是否正确，有利于促进幼
儿知识的内化。



幼儿园好听的声音教案篇四

1、在看图讲述的基础上，理解儿歌的内容，并尝试创编儿歌。

2、能正确发出：“摘”、“啥”。

3、进一步激发参与六一活动的.兴趣。

4、对音乐活动感兴趣，在唱唱玩玩中感到快乐。

5、让幼儿知道歌曲的名称，熟悉歌曲的旋律及歌词内容。

图片三幅，每个幼儿一片“彩云”。

理解儿歌的内容，并尝试创编儿歌

（一）根据图片内容讲述。

老师带来了三幅画，你看看图片上说了什么？

出示图片一，提问：你认为图片上什么最美丽？为什么？

出示图片二，提问：你知道小朋友摘下一片彩云做了什么？
你是怎么知道的？帮助幼儿发准：“摘”。

出示图片三，提问：图片上的小朋友穿上花衣去做啥？你是
怎么知道她穿上花衣庆“六一”的？纠正“啥”的发音。

（二）学习儿歌。

1）老师完整朗诵一遍儿歌，边朗诵边指着图片。

2）幼儿学习儿歌。

3）分组和个别幼儿朗诵。



（三）创编儿歌。

1）给每个幼儿一片彩云，引导幼儿想象，假如你摘下一片彩
云，你最想做什么？把你想的方法编进儿歌里。

2）先请个别幼儿示范。

3）每个幼儿一片彩云自己练习创编儿歌。引导编号的诱饵，
先把自己的儿歌编给好朋友听。

4）请幼儿大声地朗诵自己编的儿歌，给大家听，引导大家相
互学习。

5）同伴间相互朗诵自己创编的儿歌。

（四）延伸活动：

回家之后，请爸爸妈妈把你朗诵的儿歌记下来，以后我们再
请你教给大家。

幼儿园好听的声音教案篇五

材料与工具：胡萝卜、西红柿、橘子、黑豆、豌豆、花生、
葱头须、柚子、红辣椒、牙签、美工刀。

（阿公）制作方法：l选一只胡萝卜，用短牙签将眉毛、胡须
（葱头须）、耳（花生）、嘴（红辣椒片）分别固定在合适
位置。2．用美工刀在眉毛下挖两个小洞，并塞入两颗黑豆做
眼睛。3用牙签将豌豆固定在胡萝卜顶部，给阿公戴上一顶帽
子。

（阿婆）制作方法：1．选一只西红柿做阿婆的头，眉毛、眼
睛、耳朵、嘴巴制作方法同上。2．选一只橘子做阿婆的身体，
并用牙签将它与头部连接起来。3．用牙签将抽子固定在西红



柿顶部做帽子（图一）。

材料与工具：柚子、葱、冬瓜、小西红柿、红辣椒、野果、
牙签。

制作方法：1．将柚子顶部切掉一小块做娃娃的头部，然后用
牙签将瓜皮帽（冬瓜顶）固定在娃娃头上。2．用短牙签把眼睛
（野果）、嘴巴（小西红柿）、辫子（串上红辣椒圈的葱）
分别固定在头部适当的位置（图二）。

材料与工具：胡萝卜、茄子、小西红柿、牙签。

制作方法：1．选一根茄子做蜗牛的身体。2．切下胡萝卜顶
部做蜗牛壳，并用牙签将蜗牛壳和身体连接起来。3．将小西
红柿用牙签固定在蜗牛头部做眼睛。4．将切成片状的胡萝卜
用短牙签固定在蜗牛腹部，一只在地上爬行的蜗牛便做成了
（图三）。

材料与工具：番石榴、红辣椒、豌豆、黑豆、胡萝卜、茄子
蒂、牙签。

制作方法：1．将番石榴横放做小象的身体。2．将黑豆、红
辣椒、豌豆、茄子蒂分别固定在番石榴的适合部位作小象的
眼睛、鼻子、耳朵、尾巴。3．最后将两块正方形的胡萝卜用
短牙签固定在小象腹部两侧（图四）。

材料与工具：茭白（或白萝卜）、小西红柿、红辣椒、野果、
水彩笔、牙签。

制作方法：1．选一根茭白或白萝卜（可用水彩笔在白萝卜上
画出鱼鳞）做小鱼的身体。将小西红柿或野果对半切，然后
用短牙签分别固定在茭白两侧做鱼的眼睛。3．用牙签将小块
红辣椒固定在茭白（或白萝卜）顶部做鱼的嘴巴。4．最后将
牙签插入小鱼腹部加以固定（图五）。



幼儿园好听的声音教案篇六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时常会需要准备好教案，编写教案助
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来了，教案
应该怎么写？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幼儿园大班语言活动教
案，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倾听并理解散文诗内容，感受散文诗的语言美和意境美。

2．尝试按作品提供的线索，想象和仿编散文诗。

3．感受云彩变化的奇妙，激起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4．愿意欣赏散文，感知散文语言的优美，风趣。

5．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与诗文相关的课件、图片。

一、猜谜引入：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个谜语，我们大家一起来
猜猜，好吗？

1．老师念谜面，引导幼儿猜谜。

谜面：一朵棉花糖，想吃够不到，为什么够不到，因为它在
天上。是什么？（云彩）

2．那跟老师一起来看云彩吧。

（1）看看这朵像什么？这朵像什么？还有这个呢？

（2）这天上的.云彩可有趣了，想一想是谁让他们变的一会
像这个，一会像那个的?（风）



二、幼儿欣赏配乐散文诗，初步了解诗歌内容。

（1）为什么说天上的云彩真有趣？（云彩能变成很多东西）

（2）谁来说一说云彩变成了什么？

（3）云彩很有趣是风吹着它变的，风儿可真能干！让我们来
夸夸它们。（风儿、风儿你真能干！）

2．吹呀吹，云彩变成小青蛙、小青蛙会做什么呢？小花猫、
小蜻蜓和小花狗会干什么呢？让我们再看一看散文诗。

3．幼儿观看视频散文诗《云彩和风儿》。

三、分段欣赏散文诗，感受散文中优美的意境。

1．吹呀吹，云彩变成小青蛙、小青蛙做什么了呢？

2．吹呀吹，云彩变成小花猫，小花猫是什么样子的？学一学
小花猫的样子。

3．吹呀吹，云彩变成小蜻蜓，小蜻蜓是什么样子的？它在干
什么呀？

4．吹呀吹，云彩变成了小花狗，小花狗在做什么呀？

请小朋友看着动画跟老师一起完整的朗诵一遍诗文好吗？

四、组织幼儿展开想象，仿照散文的句式尝试仿编。

1．老师：平时，你们看到天上的云还像什么？

2．引导幼儿用“吹呀吹，云彩变成”的句式说出来。

老师：现在请小朋友象散文诗里的句子一样，用“吹呀吹，



云彩变成了……”，把你看到的和想到的说出来。

3．小白云变得多有趣呀，你们想不想变成一朵小白云呀？
（想）

4．老师请小朋友先做小白云在空中自由自在的飘的动作，在
飘的时候，你们要想好了要变成什么。等我说“吹呀吹，云
彩变成了……”你就马上变。

5．来咱们先试一遍，风儿吹呀吹，云彩变成……，你变成了
什么？在干什么？（小鸭、小兔）

6．还想玩这个游戏吗？我们到外面去玩好吗？（结束）

幼儿园好听的声音教案篇七

1.了解关节对我们身体活动的重要性，掌握保护关节的一些
简单方法和技能。

2.建立初步的自我保护意识。

1.材料准备：纸夹板、磁带、课件。

2.经验准备：幼儿能够基本说出身体的各个关节。

1.激发兴趣、引入课题

（1）听音乐入场，安定幼儿情绪。

（2）在运动中感知关节的作用。

幼儿按老师的指令，做相应的动作。

我们的身体为什么能够灵活运动？



小结：关节能使我们的身体灵活运动。如果我们的关节受伤
了，会怎样呢？

2.在体验、操作中，了解关节的重要性。

（1）幼儿根据自己已有经验自由交流关节的重要性。

（2）运球比赛。

请两名幼儿运球比赛。

再次比赛，绑住第一名幼儿的`关节。

讨论：为什么他第一次能赢，第二次却输了？

请绑住关节的幼儿说说自己的感受。

（3）集体体验发现关节的重要性。

绑住幼儿的关节，让他们按教师的指令做动作。

与同伴和教师交流体验后的感受。

（4）观看图片，让幼儿进一步了解保护关节的重要性。

（5）教师小结：关节非常重要，一旦受伤就不能自由活动，
会给自己带来伤痛，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关节。

3.讨论与总结怎样保护关节。

2.讨论：如何保护好关节？

小结：在活动中要注意安全，活动时注意不硬拉、拽同伴的
胳膊，不推撞同伴;体育活动中注意互相躲闪避免摔伤;跳跃
或提拿重物时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关节，不使关节拉伤或扭伤。



不要一下子进行太激烈的动作以免关节脱臼，甚至骨折。运
动前先把韧带放松、活动开。要经常运动让我们的关节越来
越灵活。

五、延伸活动:《关节操》

师:小朋友们，我们今天认识了这么多关节，知道关节对我们
身体十分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我们的关节。现在
我们就一起到户外做一做关节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