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兔分萝卜详细教案 小兔分萝卜教案及
反思(优质8篇)

小学教案要具备适应性和灵活性，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
相应调整和优化。接下来小编为大家分享一些优秀的教案模
板范文，希望对大家的教学工作有所帮助。

小兔分萝卜详细教案篇一

在开展主题活动“小兔乖乖”的过程中，我尝试将教学目
标“按照物体的一个特征进行分娄”融入主置区角材料中，
并以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为依据，设计了“小免分萝卜”的
薮学具。

考虑到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我特意选择了色彩鲜艳、安全
柔软的布作为制作教学具的主要材料，并整台《生活》教材
中的内容――练习用搭扣，让幼儿在游戒中摆弄萝卜，再根
据萝卜的特征进行分类摆放。

萝卜房里有两个篮子，一共有6个萝卜(3个白萝卜、3个红萝
卜)，其中3十大的，3十小的。萝卜背后有搭扣，幼儿可以随
意扣上或取下。

起初，我为教学具设计了两种玩法：玩法一，让幼儿尝试用
搭搭扣的方法把萝卜放到篮子里，锻炼幼儿手部的小肌肉；
玩法二，让幼儿在装萝卜前先按萝卜的大小、颜色等特征分
萝卜，再用措措扣的方法把萝卜放到篮子里，主要目的是学
习按黑物体的一种特征进行分类。

游戏一经推出，教研组的同事就指出这个游殪的目标指向太
过单一，幼儿玩几次后就会失去兴趣，不能体现操作材料的
有效性。教研活动时许多同事纷纷给出了建议，如加入其他
教学学习的.目标，加入其他生活技能的操作元素等。经过思



考，我对材料进行了调整。

首先，最将教学具的名称改成了“兔妈妈的萝卜园”(如图二、
图三)；并在此基础上丰富游戏的玩法，希望在游戏中多途径
地帮助幼儿积累数数、一一对应、分类和排序等数学经验。

经过调整，幼儿能在小兔分萝卜的情境中愉快地操作材料、
进行游戏。这很适合小班幼儿的学习特点，而且能够一物多
玩，不仅丰富了教学具的游戏性，还提高了幼儿对教学具的
兴趣。调整后教学具有了四种玩法，萝卜房子的各个空间也
都被充分利用，幼儿能多维度地操作游戏材科，且有机地将
生活经验与教学学习整合，让幼儿获得数数、一一对比、分
类和捧序等多种教学经验。

附：调整后的四种玩法

玩法一：兔妈妈种萝卜(见图四)

建议：运用一一对应的方法比多少。

玩法二：数鲜花(图五、图六)

建议：运用各种方法数数。

提示：萝卜地开满了美丽的鲜花，有粉红的、黄的，真漂亮，
数一数各有几朵花?

玩法三：美丽的围墙(图七、图八)

建议：运用abab模式进行排序。

玩法四：晒萝卜和分萝卜(图九)

建议：按罗卜的颜色和大小分类。



茅一层次要求：把采来的萝卜根据颜色分类，晒在房子的门
上。

第二层次要求：根据萝卜的颜色和大小将萝卜分给两十兔宝
宝。

小兔分萝卜详细教案篇二

活动之前，对教学具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活动的开始用变
魔术的方法引出小兔和萝卜，孩子比较感兴趣，比直接出示
小兔和萝卜生动点，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

在第一环节中，比较小兔和萝卜的多少，教师应该直接把小
兔逐个放在黑板上，让幼儿能清晰地看到，而不是拿在手上
让幼儿来比较它们的多少，相对来说幼儿会难比较区分，也
不够清楚明了。环节二中，请幼儿操作阶段前，分大圆片和
小圆片的时间有点浪费。绝大多数幼儿能依次摆放大小圆片，
也能将多出来的拿出来，重难点达成。在整个活动中，还是
有些环节没能很好地落实。

在游戏环节，也是为了服务于活动的目标，在时间和方法上，
没有做到位，特别是孩子在选择角色时，应该由他们自主选
择。

小兔分萝卜详细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倾听故事，知道排队可以让活动变得更加快乐、有序。

2.能仔细观察画面，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尝试理解“乱成
一团”、“井然有序”的含义。

重难点



重点：知道排队可以让活动变得更加快乐、有序。

难点：乐于在日常活动中实践情感。

活动准备

课件ppt、小饼干、日常照片收集。

幼儿已认识“乱成一团”、“井然有序”，并准备字卡。

活动过程

一、观察封面，引出故事。

1.观察画面，说说你看到了什么，说说谁最爱吃萝卜。

2.结合音效，猜猜季节，引出故事情景“今天我们就一起来
听一个发生在冬天里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小兔子和萝卜的
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小兔子分萝卜。no2图片”

二、倾听故事，理解内容。

1.配乐讲述故事。

从前，在一个山林里，住着一个长着白胡子的老爷爷，他是
一个好心的老爷爷，经常会帮助有困难的人。在一个寒冷的
早晨，老爷爷打开窗户，发现外面下起了鹅毛大雪，“哎呀，
雪下得那么大，山上的.兔子们一定饿坏了。”老爷爷替那些
住在山上的小兔们担心起来。

于是，老爷爷从仓库里取出一个大袋子，说“把这些剩下的
胡萝卜都给小兔们送去吧！”，说着就把袋子装上了推车，
推到了山林里。“哗啦啦”老爷爷把袋子里的萝卜，全都倒
在雪地上，心想这样小兔子们吃起来就方便多啦！接着，他



向四周喊起来：“小兔们，快出来吃萝卜啦！”,看见小兔子
不敢出来，就推着小车回家啦！小兔子们看见老爷爷走远了，
都一个一个跳了出来，看到有那么多好吃的萝卜，可开心啦，
心里想...

(1)语态温柔，感受老爷爷对小兔的关爱，引入故事情景，并
与下文产生强烈对比。

(2)小兔们看到那么多好吃得萝卜，心里会想什么？

2.猜想。

(1)点击“乱成一团”动画，猜猜小兔们在干什么，可能会说
什么？语气

(2)听音效，幼儿个别、集体模仿小兔语言，说说这样好不好，
为什么？

3.继续逐幅“互动讲述”：看图观察、表达。

正在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远处传来了兔爷爷的声音“孩子
们，别吵啦！”兔爷爷柱着拐杖，慢悠悠的走过雪地，来到
小兔们身边，一脸严肃地说：“。。。”（音效）。

于是，兔爷爷开始想办法了，他想的第一个办法是什么呢？

小兔分萝卜详细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用重叠法比较两组物体的多少。

2、找出一组物体多出的.部分。



3、激发幼儿在集体面前大胆表达、交流的兴趣。

4、教幼儿养成细心、认真的学习态度。

活动准备：

1、每位幼儿大圆片4个，小圆片3个。

2、贴绒卡片：小兔4个，萝卜3个，老鼠、猫头饰若干。地上
圆圈4个，每个圆圈能容纳幼儿7人。

活动与指导：

l、出示贴绒图片小兔和萝卜，说：我们给小兔分萝卜吃，1只
小兔只能分1个萝卜，小朋友看看，是小兔多，还是萝卜多？
待幼儿回答后，问幼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教师在贴绒板上示范：将兔子卡片逐个放在贴绒板上，让幼
儿注意老师是怎样摆放兔子卡片的，（手的动作从左至右）
然后将萝卜逐个放在兔子上面，每放—个，说一声：“给你
一个萝卜。”并让幼儿注意教师手动作的方向，问幼儿，兔
子和萝卜哪个多，哪个少？请把多余的拿出来。

2、幼儿操作。让幼儿两手各拿大小圆片，看一看，大小圆片
哪个多，哪个少，还是一样多？然后逐—将大圆片摆在桌子
上，将小圆片逐一放在大圆片上，（注意手的摆放方向）说
出大圆片和小圆片，哪个多，哪个少？将多的拿出来给大家
看。

3、游戏：猫抓老鼠。

给幼儿戴上头饰，音乐响，每4只猫、3只老鼠围着圆圈跳舞。
音乐一停，每只猫迅速抓住一只老鼠，然后说出猫与老鼠，
谁比谁多，谁比谁少，让多的站出来。



注意：猫和老鼠只能在各自的圈内活动；重新玩游戏时老鼠
比猫多一只。

活动反思：

活动之前，对教学具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活动的开始用变
魔术的方法引出小兔和萝卜，孩子比较感兴趣，比直接出示
小兔和萝卜生动点，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

在第一环节中，比较小兔和萝卜的多少，教师应该直接把小
兔逐个放在黑板上，让幼儿能清晰地看到，而不是拿在手上
让幼儿来比较它们的多少，相对来说幼儿会难比较区分，也
不够清楚明了。环节二中，请幼儿操作阶段前，分大圆片和
小圆片的时间有点浪费。绝大多数幼儿能依次摆放大小圆片，
也能将多出来的拿出来，重难点达成。在整个活动中，还是
有些环节没能很好地落实。

在游戏环节，也是为了服务于活动的目标，在时间和方法上，
没有做到位，特别是孩子在选择角色时，应该由他们自主选
择。

小兔分萝卜详细教案篇五

目的：

1、用重叠法比较两组物体的多少。

2、找出一组物体多出的部分。

3、从左至右摆放物体。

准备：

1、每位幼儿大圆片4个，小圆片3个。



2、贴绒卡片：小兔4个，萝卜3个，老鼠、猫头饰若干。地上
圆圈4个，每个圆圈能容纳幼儿7人。

活动与指导：

l、出示贴绒图片小兔和萝卜，说：我们给小兔分萝卜吃，1只
小兔只能分1个萝卜，小朋友看看，是小兔多，还是萝卜多?
待幼儿回答后，问幼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教师在贴绒板上示范：将兔子卡片逐个放在贴绒板上，让幼
儿注意老师是怎样摆放兔子卡片的，(手的动作从左至右)然
后将萝卜逐个放在兔子上面，每放—个，说一声：“给你一
个萝卜。”并让幼儿注意教师手动作的方向，问幼儿，兔子
和萝卜哪个多，哪个少?请把多余的拿出来。

2、幼儿操作。让幼儿两手各拿大小圆片，看一看，大小圆片
哪个多，哪个少，还是一样多?然后逐—将大圆片摆在桌子上，
将小圆片逐一放在大圆片上，(注意手的摆放方向)说出大圆
片和小圆片，哪个多，哪个少?将多的拿出来给大家看。

3、游戏：猫抓老鼠。

给幼儿戴上头饰，音乐响，每4只猫、3只老鼠围着圆圈跳舞。
音乐一停，每只猫迅速抓住一只老鼠，然后说出猫与老鼠，
谁比谁多，谁比谁少，让多的站出来。

注意：猫和老鼠只能在各自的'圈内活动;重新玩游戏时老鼠
比猫多一只。

小兔分萝卜详细教案篇六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学习3和4的组成，使幼儿了解4有三种不同分法。



2、在操作活动中不断探索数的.多种分法，并学会记录。

3、在学习过程中让幼儿体验数学的乐趣并学会与同伴分享。

【活动准备】

萝卜、糖果、ppt、操作材料等。

【活动过程】

一、导入今天，老师给我们小朋友带来了一个好听的故事，叫
《小兔子分萝卜》，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二、学习3和4的组成。

1、小兔子们这样分萝卜行吗？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2、这时候来了一位兔爷爷，它有办法来分萝卜，我们来看看
它分几根萝卜给小红和小绿。

3、出示操作材料。

总结：3可以分成1和2，2和1，有两种分法。

现在兔爷爷又给小兔们分萝卜了，看看几个？

4、幼儿每人一张操作题卡，自己进行分萝卜。

教师巡视，展示操作题。

总结：4可以分成1和3，2和2，3和1，有三种分法。

三、分糖果。

兔爷爷为了感谢我们小朋友的帮忙，请你们吃糖果，在吃糖



果之前先来分一分，两两组成。

小兔分萝卜详细教案篇七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积极参与活动的兴趣。

2、引导幼儿学会按照物体的大小、颜色进行分类，并鼓励幼
儿大胆进行表述。

3、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4、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不马虎的好习惯。

活动重难点：

让幼儿能够排除干扰按萝卜大小、颜色不同的特征分类。

活动准备：

大小不同(两种)、颜色不同(红、绿、白三种)的萝卜卡片若干
(幼儿人手两套)。

画有篮子的展板两块，贴有萝卜的展板一块

活动过程：

一、导入:创设情境，集中幼儿注意力，引起兴趣导语:今天
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位新朋友，我们一起来猜一猜是谁吧。

二、展开:

2、引导幼儿按大小不同给萝卜分类师:兔姐姐给我们准备了
很多的萝卜，我们快来看小兔都准备了什么样的萝卜?诶呀，



一不小心把它们都弄乱啦，她想请我们小朋友来帮帮它。

1、引导幼儿按兔姐姐的要求，把大萝卜放在大篮子里，把小
萝卜放在小篮子里，教师和幼儿一起检验分类的结果，请幼
儿讲一讲大篮子里都有什么颜色的萝卜。

2、教师也拿一袋(三个或六个不同颜色的大小萝卜)，一个一
个的提问幼儿可不可以放进大篮子或小篮子里?为什么?引导
幼儿排除颜色的干扰区分大小。

教师小结:不管萝卜是什么颜色的，只要是大的，都能放在大
篮子里;不管萝卜是什么颜色，只要是小的，都能放在小篮子
里。

引导幼儿按兔妹妹的要求，把同色的萝卜放在同色的篮子里。

1、教师和幼儿一起依次检验分类的结果，请幼儿分别讲一讲
红、绿、白色的篮子里为什么会有大小不同的萝卜呢?引导幼
儿排除大小的干扰区分颜色。

教师小结:不管萝卜的大小，只要是一种颜色就可以放到一个
篮子里。

五、萝卜真神奇师：萝卜不仅可以吃，还可以印出非常漂亮
的图案哦，瞧，这是什么?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表现的非常的棒，
兔姐姐给我们每个人都会印一个漂亮的图案!

六、活动结束师:兔姐姐还夸小朋友真能干，送给每个小朋友
一个萝卜，你们喜欢吗?拿到萝卜后我们要按萝卜的颜色或大
小找一个好朋友手拉手，颜色一样的可以做朋友，一样大的
萝卜也可以做朋友。老师检验幼儿找朋友的结果后，带幼儿
离开结束。

教学反思：



活动之前，对教学具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活动的开始用变
魔术的方法引出小兔和萝卜，孩子比较感兴趣，比直接出示
小兔和萝卜生动点，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

在第一环节中，比较小兔和萝卜的多少，教师应该直接把小
兔逐个放在黑板上，让幼儿能清晰地看到，而不是拿在手上
让幼儿来比较它们的多少，相对来说幼儿会难比较区分，也
不够清楚明了。环节二中，请幼儿操作阶段前，分大圆片和
小圆片的时间有点浪费。绝大多数幼儿能依次摆放大小圆片，
也能将多出来的拿出来，重难点达成。在整个活动中，还是
有些环节没能很好地落实。

在游戏环节，也是为了服务于活动的目标，在时间和方法上，
没有做到位，特别是孩子在选择角色时，应该由他们自主选
择。

小兔分萝卜详细教案篇八

活动目标：

1.在小兔找家的游戏情境中，听指令按颜色，形状等属性特征
“找家”躲避大灰狼。

2.愿意在游戏中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活动准备：

小兔头饰12个(红，蓝)5个红圈，5个蓝圈(圆，正方)

活动过程：

一装扮小兔子引发幼儿兴趣

1.师：我是兔妈妈，你们是谁呀?(兔宝宝)宝宝们，跟着妈妈



一起去玩一玩好吗?

2.游戏“兔宝宝找妈妈(红色兔宝宝和我招招手，蓝色兔宝宝
和我招招手兔弟弟在哪里和我敬礼兔妹妹在哪儿，和我抱一
抱)

二游戏”小兔找家"

1.按颜色找家导入：出示ppt，看是谁呀?(灰太狼)今天灰太狼
要找我们兔宝宝，当你听到音乐停的时候就找一个和自己颜
色一样的`家，躲起来。

1)幼儿分2组，一组出去玩，一组坐在位置上，提示同伴快快
找家

2.找颜色相反的家灰太狼没抓到你们，要动脑筋了，灰太狼
要躲进红色家里，那兔宝宝应该躲在哪里?(蓝色家)那灰太狼
进蓝色家，兔宝宝要去哪里?(红色家)那现在请兔弟弟来玩玩
这个游戏吧!(出现红色图，兔弟弟进蓝色圈)

3.兔妹妹再来玩一玩，出现蓝色图兔妹妹进红色圈)

三按形状找家

四按形状和颜色找家

1.灰太狼又找谁来帮忙了?(红太狼)红太狼进红色，灰太狼方
形那我们应该躲进哪里啊?你们看看我躲的对不对教师跳进红
色圈，对吗?(不对，红太狼在红色里，进蓝色的)那我跳进方
的对不对?(不对，灰太狼在里面进圆的)我们应该躲进和红太
狼颜色不同，和灰太狼图形不一样的地方请蓝耳朵宝宝来玩
一玩!

五活动结束你们看，他们又找谁帮忙了呀?(小灰灰)下次我们



再来试试。

教学反思：

幼儿非常喜欢听故事，一听老师说要讲故事，都静静地坐在
椅子上，眼神极渴慕地望着老师，都希望快一点听老师讲故
事。在完整的欣赏了故事后，孩子们不由的发起了感慨，为
此，教师让孩子们互相说说自己对故事的看法，给幼儿创设
了自由表达的空间，幼儿都积极发言，用语言表达着自己内
心的感受及自己的看法，随后结合挂图，分段欣赏故事，加
深了幼儿对故事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