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的尾巴中班教案 谁的尾巴教案中
班(优秀8篇)

编写小学教案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个性化设置，以
提高教学效果。接下来是一些高中教案的教学思路和方法，
希望对大家的备课工作有所启发。

谁的尾巴中班教案篇一

1、在熟悉歌曲的基础上，能根据动物尾巴的特征仿编歌词。

2、利用游戏的形式，激发幼儿对动物尾巴的兴趣。

【活动准备】

歌曲图谱《谁的尾巴最好看》一幅，歌曲《谁的尾巴最好
看》。

【活动过程】

师：小朋友，昨天我们学习了《谁的尾巴最好看》这首歌曲，
今天我们再来唱一唱好吗？（幼儿跟琴唱一遍）

师：小朋友们唱得真好听！公园里的小动物们听到这首歌也
非常的喜欢，也想叫我们班的小朋友把它们编到歌曲里面去，
那我们一起看看都来了哪些小动物？（出示准备好的动物图
片）引导幼儿说出小动物的名称，你知道这些小动物的尾巴
的特点吗？是什么样子？像什么？（个别幼儿说一说）

师：小朋友们说了这么多小动物尾巴的特点，那你能不能把
它们也编到我们学的歌曲中呢？我们先编简单一点的，比如
歌词的第一句：谁的尾巴长？猴子的尾巴长。看看下面的小
动物谁的尾巴和猴子的尾巴一样是细细长长的？依次类推



（如：老鼠尾巴长，乌龟的尾巴短，狐狸的尾巴好像一把伞；
鸵鸟的尾巴弯，鸽子的尾巴扁，金鱼的尾巴最好看。）编好
后一起说一遍歌词，演唱一遍，跟琴再唱一遍。

师：小朋友们真棒！把歌曲编得这么好听，既然小朋友这么
聪明现在老师要加大难度了，请你根据下面小动物尾巴的特
点来编歌曲，比如：谁的尾巴细？黄牛、大象尾巴细。谁的
尾巴粗？鳄鱼尾巴粗。谁的尾巴好像小板凳？啄木鸟的尾巴
好像小板凳。谁的尾巴尖？蜜蜂尾巴尖。谁的尾巴软？蛇的
尾巴软。谁的尾巴最有趣？小壁虎的尾巴最有趣。还有大象
尾巴细，小燕子的尾巴好像小剪刀，猪的尾巴细、短、卷等。

编好第一段后一起说一遍歌词，再演唱一遍，跟琴再唱一遍。
再进行第二段的创编。

玩法：每名幼儿身上粘贴一个小动物的尾巴或头部图片，粘
贴头部的幼儿在里圈，粘贴尾巴的站在外圈；()幼儿随音乐
做找朋友，音乐停，粘贴头部的幼儿找到自己的“尾巴”，
找对的小朋友可以把自己编到歌曲里去，大家一起唱一唱。
依次类推。

师：小朋友们玩的开心吗？那你们想不想知道更多小动物尾
巴的特点？我们一起去幼儿园的图书室里去看看吧！

谁的尾巴中班教案篇二

在教学工作者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要怎么
写好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中班主题谁的尾巴最有
用教案，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在猜猜、想想、找找、说说的过程中知道动物尾巴的各种
功能。



2、鼓励幼儿仔细观察并大胆想象，能发现问题并提出疑问。

3、发展合作探究与用符号记录实验结果的能力。

4、培养探索自然的兴趣。

1、课件：猜猜我是谁，兔子舞的flash。

2、情景设置：树林。

3、动物和动物尾巴的图片，动物胸饰人手一份，幼儿游戏用
录音磁带等。

4、家长与幼儿一起收集有关动物的图片，积累一些粗浅的动
物尾巴功用的知识。

一、猜一猜，想一想。

2、课件

由局部观察到整体联想猜测。

3、师：你们发现这些小动物都有什么？它们为什么要有尾巴
呀？（幼儿自由讲述）

二、找一找，说一说。

1、师：那边树林里还有许多小动物想和你们玩捉迷藏的游戏
呢？你们快去找找吧。（幼儿寻找小动物）

2、师：你找到了哪个动物朋友？你发现了什么？（没有尾巴）

3、这些小动物没有了尾巴，它们都怎么了？它们为什么要
（着急）呀？（幼儿自由讲述）



4、师：哎呀，原来动物的尾巴有的可以保持平衡，有的可以
掌握方向，有的可以用来帮助逃跑，有的可以当成武器，有
的可以缠绕，有的可以当成被子，还有的可以用来报警、储
存脂肪、趋赶蚊蝇……它们的尾巴有这么大的用处，我们快
帮它们找到自己的尾巴吧。（幼儿寻找动物朋友的.尾巴）

5、师：你的动物朋友的尾巴找对了吗？请你和你的朋友看一
看，都找对了吗？

师：有谁找错了吗？它的尾巴应该是怎样的？

6、师：动物朋友找到了自己的尾巴可高兴了，我们和它们一
起庆祝一下吧（看flash舞蹈）。

1、从课题选择上来说，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好奇心都特别强，
加之他们又都非常喜欢动物，但通过了解我发现，孩子们对
动物的某一身体部位，比如说“尾巴”的了解就比较少。我
选择这一课题，就是为了满足幼儿对这方面的探究欲望。

2、从设计思路上来说，《纲要》指出，幼儿科学教育的首要
任务是精心呵护和培植幼儿对周围事物、现象的好奇心。因
此，在本节活动课的设计上，是以猜测、观察、描述、游戏
为主体组织教学。作为教师，把活动的主动权交给幼儿，做
好幼儿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另外，在整个活动中，充分
利用图片、多媒体手段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满足孩子们的
好奇心，让幼儿从中知道各种动物尾巴的用途，同时克服活
动难点——了解动物尾巴的不同作用。通过观察、描述培养
幼儿的观察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在游戏环节里，让幼儿
在合作参与中，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提升幼儿热爱科学，
爱护小动物的情感。



谁的尾巴中班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进一步认识各种动物尾巴的外形特征和作用。

2、激发幼儿探索动物尾巴奥秘的兴趣，培养幼儿喜爱动物的
美好情感。

3、发展幼儿的观察力、探究学习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1、材料准备：“谁的尾巴”教学课件，“谁的尾巴最好看”
音乐磁带、录音机，与动物有关的图书、图片、毛绒玩具，
自制动物尾巴、头饰（与幼儿人数相等）。

2、知识准备：学习歌表演《谁的尾巴最好看》，活动前请幼
儿家长帮助幼儿搜集关于动物尾巴的图片、录像、图书等各
种资料，鼓励幼儿去观察动物尾巴的外形特征，探索动物尾
巴的作用。

活动过程：

1、带领幼儿做“谁的尾巴最好看”的歌表演，轻松地导入课
题。

师幼谈话：歌曲里都唱了谁？都唱了动物的什么？那咱们今
天就来谈谈动物的尾巴吧？

2、引导幼儿与各种关于动物的观察操作材料进行互动，从中
初步探索发现动物尾巴的外形特征和作用。

（1）幼儿在图片、图书、毛绒玩具、滚筒拼图玩具中选择自



己最喜欢的一种动物去观察、思考、讲述，看看动物的尾巴
长得什么样，都有什么本领。

（2）大家共同交流探索结果。提问：你选的动物尾巴长得什
么样？有什么本领？

（3）教师小结：动物们的尾巴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粗，
有的粗，有的细，还有的像把伞呢！可真有趣啊！现在小动
物们要和小朋友玩个捉迷藏的游戏，我们一起试着去找找看
吧！

3、多媒体演示《捉迷藏》，在游戏中进一步认识各种动物的
尾巴，激发幼儿

喜爱动物的美好情感。

（1）演示多媒体画面，请幼儿将动物逐一找出，从而进一步
了解动物尾巴的外形特征。

“小动物们和我们玩捉迷藏游戏呢！让我们一起把它们找出
来吧！”

（2）小结：

“小朋友们可真厉害！把小动物们都找出来了。你是怎么找
到的？”

4、引导幼儿了解更多动物尾巴的作用。

（1）请幼儿讲述：你还知道哪些动物尾巴的作用。

（2）师小结：动物世界可真奇妙，动物的尾巴不仅长得各种
各样，而且还有很大的用处。有的动物尾巴能保持平衡，就
像：猎豹等；有的动物的尾巴能驱赶蚊虫、保护自己，就像
小马等；有的动物尾巴能支撑身体，就像啄木鸟等；还有的



动物尾巴能使它前进，控制方向，就像金鱼等。

5、游戏：

请幼儿自选动物的尾巴和相应头饰，扮演小动物，玩“找朋
友”的游戏，进一步激发幼儿对动物尾巴的探索兴趣。

谁的尾巴中班教案篇四

1、初步理解故事的内容，了解小尾巴的真正含义。

2、通过表演及学做不同的事情，理解帮助爸爸做事情是一件
快乐的事情。

3、通过表演活动，感受做事情的快乐，乐意参与各种劳动。

幼儿用书人手一本。

教师和幼儿共同阅读幼儿用书，共同建构故事。

1、教师讲故事至：好吧!我就来当一次你们的小尾巴时问：
你们猜猜小尾巴是什么呢?

2、教师讲故事至：用长刷子刷起墙来时问：你们猜小猪会做
什么呢?

3、教师讲故事至：修修枝叶时问：(教案.出自：教案网)你
们猜猜小猪会做什么呢?

4、教师讲至：想在院子里歇一歇时问：你们猜小猪会做些什
么呢?

5、教师继续讲故事到结束。

1、你知道小尾巴是什么意思吗?



2、你们愿意做小尾巴吗?

3、你们在家里会帮爸爸妈妈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1、教师与幼儿共同讲述故事，边用动作学做不同的事情。

2、幼儿学做不同的事情。

3、玩游戏：说说做做。

谁的尾巴中班教案篇五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
写教案有利于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优秀的教案
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幼儿园中班教案
谁的尾巴最有用，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在猜猜、想想、找找、说说的过程中知道动物尾巴的各种
功能。

2.鼓励幼儿仔细观察并大胆想象，能发现问题并提出疑问。

1.课件：猜猜我是谁，兔子舞的flash.

2.情景设置：树林

3.动物和动物尾巴的图片，动物胸饰人手一份，幼儿游戏用
录音磁带等。

4.家长与幼儿一起收集有关动物的图片，积累一些粗浅的动
物尾巴功用的知识。

1.猜一猜，想一想



2）课件

由局部观察到整体联想猜测

3）师：你们发现这些小动物都有什么？它们为什么要有尾巴
呀？（幼儿自由讲述）

2.找一找，说一说

1）师：那边树林里还有许多小动物想和你们玩捉迷藏的游戏
呢？你们快去找找吧。（幼儿寻找小动物）

2）师：你找到了哪个动物朋友？你发现了什么？（没有尾巴）

3）这些小动物没有了尾巴，它们都怎么了？它们为什么要
（着急）呀？（幼儿自由讲述）

4）师：哎呀，原来动物的尾巴有的可以保持平衡，有的可以
掌握方向，有的可以用来帮助逃跑，有的`可以当成武器，有
的可以缠绕，有的可以当成被子，还有的可以用来报警、储
存脂肪、趋赶蚊蝇……它们的尾巴有这么大的用处，我们快
帮它们找到自己的尾巴吧。（幼儿寻找动物朋友的尾巴）

5）师：你的动物朋友的尾巴找对了吗？请你和你的朋友看一
看，都找对了吗？

师：有谁找错了吗？它的尾巴应该是怎样的？

6）师：动物朋友找到了自己的尾巴可高兴了，我们和它们一
起庆祝一下吧（看flash舞蹈）

谁的尾巴中班教案篇六

一、课件寻找动物的尾巴。



师：小朋友们，昨天老师在电视上看见一个新闻，新闻里面
的记者阿姨说：(教案出自：屈老师教案网)动物园里发生了
一件事情，小动物们的尾巴不见了需要小朋友们的帮助他们
找到自己的尾巴。

师：我们来看看师那些小动物调皮把尾巴弄掉了。

小结：教师和幼儿一起帮助小动物找尾巴

二、让幼儿观察图片。(ppt)

1.出示图一：小松鼠师：小朋友们看看这是什么动物呀?他的
尾巴像什么?(雨伞)

2.出示图二：燕子师：这是什么动物呀?他的尾巴像什么?(剪
刀)

3.出示图三：金鱼师：这是小金鱼，小金鱼的尾巴像什么
呀?(扇子)

4.出示图四：蜻蜓师：小蜻蜓的尾巴像什么呀?(竹竿)

三、说说那些动物的尾巴本领大。

师：刚才呀我们看到了那些动物呀?这些动物们的尾巴都想什
么呀?他们的本领大不大?

四、活动结束师：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去动物园里看看还有谁
的尾巴本领大呀?

谁的尾巴中班教案篇七

一、练习唱歌曲《谁的尾巴最好看》。



师：小朋友，昨天我们学习了《谁的尾巴最好看》这首歌曲，
今天我们再来唱一唱好吗?(幼儿跟琴唱一遍)

二、说说各种小动物的尾巴特征。

师：小朋友们唱得真好听!公园里的小动物们听到这首歌也非
常的喜欢，也想叫我们班的小朋友把它们编到歌曲里面去，
那我们一起看看都来了哪些小动物?(出示准备好的动物图片)
引导幼儿说出小动物的名称，你知道这些小动物的尾巴的特
点吗?是什么样子?像什么?(个别幼儿说一说)

三、尝试根据小动物尾巴特征仿编歌词。

师：小朋友们说了这么多小动物尾巴的特点，那你能不能把
它们也编到我们学的歌曲中呢?我们先编简单一点的，比如歌
词的第一句：谁的尾巴长?猴子的尾巴长。看看下面的小动物
谁的尾巴和猴子的尾巴一样是细细长长的?依次类推(如：老
鼠尾巴长，乌龟的尾巴短，狐狸的尾巴好像一把伞;鸵鸟的尾
巴弯，鸽子的尾巴扁，金鱼的尾巴最好看。)编好后一起说一
遍歌词，演唱一遍，跟琴再唱一遍。

四、加大难度，继续鼓励幼儿仿编歌词。

师：小朋友们真棒!把歌曲编得这么好听，既然小朋友这么聪
明现在老师要加大难度了，请你根据下面小动物尾巴的特点
来编歌曲，比如：谁的尾巴细?黄牛、大象尾巴细。谁的尾巴
粗?鳄鱼尾巴粗。谁的尾巴好像小板凳?啄木鸟的尾巴好像小
板凳。谁的尾巴尖?蜜蜂尾巴尖。谁的尾巴软?蛇的尾巴软。
谁的尾巴最有趣?小壁虎的尾巴最有趣。还有大象尾巴细，小
燕子的尾巴好像小剪刀，猪的尾巴细、短、卷等。

编好第一段后一起说一遍歌词，再演唱一遍，跟琴再唱一遍。
再进行第二段的创编。



五、玩游戏。

玩法：每名幼儿身上粘贴一个小动物的尾巴或头部图片，粘
贴头部的幼儿在里圈，粘贴尾巴的站在外圈;幼儿随音乐做找
朋友，音乐停，粘贴头部的幼儿找到自己的“尾巴”，找对
的小朋友可以把自己编到歌曲里去，大家一起唱一唱。依次
类推。

六、结束。

师：小朋友们玩的开心吗?那你们想不想知道更多小动物尾巴
的特点?我们一起去幼儿园的图书室里去看看吧!

谁的尾巴中班教案篇八

学习目标：

1.了解海豚的本领，并能进行相关的讨论，发展语言表达能
力。

2.根据指示做相应的动作，发展身体的`协调运动能力。

活动准备：

1.海豚布偶。

2.视频短片“海豚”（《动物真有趣》电子书第2-3页），以
及有关海豚帮助人类的录像等。

3.铃鼓。

活动过程：

1.出示海豚布偶，老师与布偶进行对话：



．老师：海豚，请问你住在哪里？

．海豚：我原本住在海洋里，后来人们把我和我的同伴带到
海洋公园来，为小朋友们表演节目。

．老师：你们会表演什么呢？

．海豚：我们会表演很多节目，跳高、顶球都难不住我们。

2.老师引发幼儿对海豚的好奇心，鼓励他们提出问题。

3.播放电子书第2-3页的视频短片，让幼儿观看海豚表演的片
段。播放海豚为人类服务，救助人类的录像。

4.与幼儿讨论海豚的本领，例如会跳出水面用嘴巴顶球，会
用鳍做出挥手的动作，会发出类似唱歌的声音、能帮人做事
情等。

5.引导幼儿想象自己是一只海豚，模仿海豚在水中游泳。当
老师用力拍打铃鼓一下时，幼儿便模仿海豚向上跳一次；老
师用力拍打铃鼓两下时，幼儿便跳两次。

活动评价：

1.能较清楚地说出海豚的本领。

2.能根据铃鼓声的指示模仿海豚跳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