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艺术教案刷牙歌 中班语言活
动不爱刷牙的小狮子(通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
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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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设计意图】：

中班幼儿以及具备一定的'倾听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本次活动
中在训练幼儿认真倾听的良好习惯，并能根据图片对故事进
行复述。

【活动目标】：

2、在活动中培养幼儿爱动脑筋和大胆想象的能力。

【活动准备】：

ppt，小狮子、小熊、小兔、大象、狮子爸爸的头饰各一个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1、打招呼;

2、做律动《小手拍拍》，让幼儿指指牙齿在哪里。

二、基本部分：



1、教师出示幻灯片，引出故事《不爱刷牙的小狮子》：

小狮子不讲卫生，不爱刷牙，他的嘴巴越来越臭。有一天，
小狮子来找小熊玩，他刚开口说：“小熊，我——”话还没
说完呢，只听小熊说了句：“什么味儿!”接着，“扑通”一
声，倒在了地上。

“小兔，我们——”小狮子看了小兔走过来，想和他一起玩。
可他话还没说完呢，小兔头晕晕地说了句：“好臭!”接着，也
“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小狮子呆呆地看着，不久，小象甩着鼻子走过来，小狮子张
开嘴巴，对小象说：“小象，我们来玩——”

“好难闻的气味!啊......啊......啊嚏!”小象打了个大喷
嚏，接着，也摇摇晃晃地倒在了地上。

小狮子没有找到一个朋友玩，他闷闷不乐地回到家。这时，
他看到出远门的爸爸回来了，小狮子张嘴巴，高兴地
喊：“爸爸!”爸爸突然把鼻子捂住，向后退。他对小狮子说：
“天哪，你多久没刷牙了?”

小狮子挠挠脖子上的毛，不好意思地说：“好像......好像
两个星期......”

爸爸急忙给小狮子找出牙刷和牙膏，让他仔细刷牙。不一会
儿，小狮子把牙齿刷干净了，他的嘴巴一点都不臭了。小狮
子把今天的经历说给爸爸听。“宝贝，以后你一定要早晚按
时刷牙，不然，嘴巴臭臭的，小伙伴都不爱和你玩啊!”爸爸
对小狮子说。小狮子听了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小狮子每天都按时刷牙，小伙伴们再也没有被他
熏到了!



2、讲完故事后提问：

(1)故事的名字是什么?

(2)小狮子不讲卫生，不爱刷牙，他的嘴巴变得怎们样?

(3)当小狮子和朋友们讲话时，小伙伴都闻到了一股什么味
道?

(4)闻到臭味到后，小伙伴都怎么样了?

(5)小狮子回到家后发生了什么事?

3、教师小结：小狮子不爱刷牙，所以他的嘴巴很臭很臭，以
至于小伙伴们不愿意和他一起玩。

4、教师引导幼儿说一说不刷牙还有什么危害(会长龋齿，会
牙痛);

5、教师小结：不刷牙，我们的牙齿就会生病，会影响我们吃
东西，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6、分角色表演故事情节;

7、鼓励幼儿大胆复述故事。

三、结束部分：

播放音乐《刷牙》，教师带领幼儿做相应的动作。

【活动延伸】：

教育幼儿要爱护动物，但也要远离凶猛动物，去动物园游玩
时不能私自给动物喂食，不能私自接触动物。



教学反思：

教学过程中，幼儿积极配合，认真尝试，在自主练习里获取
了经验，又在集体练习里感受到了快乐和喜悦，达到寓教于
乐的目的，教学目标也得到了圆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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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了解牙齿的作用，知道保护牙齿的重要性。

学习正确刷牙的方法，养成刷牙的习惯。

学习在集体活动中表达和倾听同伴的表达，初步形成乐意帮
助他人的情感和意识。

根据目标和结合幼儿实际经验，我把让幼儿知道保护牙齿的
重要性作为教学的重点；把学习并学会正确的刷牙方法作为
教学的难点。

材料：纸盒做的海绵宝宝一个（嘴里有龋齿），糖果、饼干
等甜食若干。

小牙刷人手一把，毛绒玩具人手一个。

1、出示“海绵宝宝”引发幼儿学习兴趣。

师：“嗨，小朋友，你们好呀！知道我是谁吗？（鼓励幼儿
自由猜想）

2、教师引导幼儿注意海绵宝宝的牙齿。

师：“我是海绵宝宝。你们瞧，我有许多牙齿（教师边说边
摆弄“大嘴怪”的嘴部）。我呀最喜欢吃香香甜甜的东西。



3、教师请一名幼儿来给“海绵宝宝”喂食，引导幼儿说出自
己给海绵宝宝喂的是什么。

师：海绵宝宝说他的肚子有点饿了，谁愿意来喂他呀？

师：啊呜，真好吃！真香啊！

4、幼儿自由给大嘴怪喂食。

1、引导幼儿分析“海绵宝宝”突然牙痛的原因。

师：哎呀，哎呀，好痛呀！海绵宝宝怎么牙痛了？

（幼儿自由表达牙痛的原因。）

2、请幼儿讨论让“海绵宝宝”牙不痛的方法。

师：小朋友，你们快帮帮我吧。我该怎么办呀？

3、教师总结

（幼儿自由表达，教师根据幼儿回答内容及时进行归纳总结：
饭后要漱口、少吃甜食、睡前要刷牙……）

1、引导幼儿讨论刷牙的方法，做各种刷牙的动作。

（幼儿讨论交流，“海绵宝宝”边听边做各种刷牙的`动作。）

2、教师说刷牙歌《我们来刷牙》，示范动作。

师：小牙刷，手中拿，我们大家来刷牙。上刷刷，下刷刷，
里刷刷，外刷刷，这边刷，那边刷，牙槽里面也刷刷，最后
喝口清清水，咕噜咕噜涮一下。啊牙齿干净啦！

3、师幼一起说儿歌边做刷牙动作。



4、教师总结，幼儿与“海绵宝宝”再见。

师：现在我的牙齿真舒服！这个方法真好。我一定告诉章鱼
哥和蟹老板，让他们也来刷刷牙，谢谢小朋友！

1、巩固刷牙的动作，师幼儿共同练习。

（师幼共同练习）

2、引导幼儿了解刷牙常识。

师：小朋友现在都学会了刷牙的本领了。那你们知道每天什
么时候刷牙最好吗？

3、幼儿帮其他玩具小动物们刷牙，复习《刷牙歌》

师：瞧，小动物也想学习刷牙的本领呢，你们愿意教它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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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步了解龋齿形成的原因，懂得要保护自己的牙齿。

2、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

3、初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4、了解主要症状，懂得预防和治疗的自我保护意识。

5、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1、听过《没有牙齿的大老虎》的`故事、浸在醋中的蛋壳。

1、教师提问，幼儿讨论：

“我们听过《没有牙齿的大老虎》的故事，那么老虎为什么



要拔牙？”

幼儿互相间察看对方是否有龋齿：——“我们怎么会有龋齿
的？”

2、了解龋齿的形成：

里，细菌就在这些残渣里面生长，产生一种叫乳酸的东西。
时间长了，就会变黄发黑，有的甚至会出现小洞。”

3、学习正确的刷牙方法：

教师用牙齿的模型，演示正确刷牙的方法：——“龋齿会危
害我们的健康，我们只有早晚刷牙，才能防止龋齿。”

刷牙齿的前面和背面时，牙刷要上下刷；刷里面的牙齿，牙
刷要横着刷；刷完后，含口水在嘴里鼓几下，将嘴里的泡沫
冲干净。”

通过这次教育活动孩子们知道了要怎样保护牙齿，并且学会
了怎样刷牙。在这次教育活动中孩子们学习的兴趣非常浓厚，
课堂气氛活跃，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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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准备：

1、有正确的刷牙习惯和保护牙齿的基本常识。

活动过程：

1、复习歌曲《小手歌》。

(1)齐唱歌曲。



(2)为歌曲创编新的替换词，并边唱边用动作表演。

2、熟悉《刷牙歌》乐曲旋律。

合着音乐拍手、做刷牙动作。

3、学唱歌曲。

(1)教师范唱，帮助幼儿理解歌词，听出间奏。

(2)听教师唱歌，在第一段歌曲的间奏处做刷牙的动作，在第
二段歌曲的间奏处，发出表示漱口和牙齿健康的快乐象声词。
如：咕噜噜，哈哈哈等。

(3)跟教师学唱歌曲，并在间奏处做刷牙动作以及漱口声，快
乐象声词。

4、创编刷牙节奏和象声词。

(1)幼儿创编动作“除了歌曲中×××××地刷牙，还能怎么
样刷?用动作做出来，大家学一学。”(2)创编漱口的水声，如
“咕噜咕噜噜”“咕噜噜噜”等，创编表示快乐的象声词和
节奏。如“啦啦啦啦，嘻嘻嘻嘻”等。

(3)教师选用幼儿的创编，集中并反馈，完整地唱歌，注意交
换间奏中的节奏和象声词。

5、边唱边表演。(1)教师唱歌，幼儿按歌词内容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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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看图谱、听音乐，初步感受歌词和间奏的节奏。

2、能有节奏地做刷牙的模仿动作。



3、知道刷牙的正确方法。

牙刷、幼儿用书、磁带。

1、幼儿初步了解歌曲的内容。

——教师出示牙刷导入：小朋友看看它是谁？它是做什么用
的？你们会刷牙吗？

——教师出示歌曲图谱：我们欣赏一下歌曲《小牙刷》里面
都唱了些什么。

2、幼儿完整倾听歌曲。

——教师弹琴，完整演唱一遍歌曲，提醒幼儿注意倾听间奏
部分，在间奏部分做刷牙的动作。

——教师拿起牙刷，边做动作边歌唱，幼儿再次欣赏歌曲。

3、幼儿学习演唱歌曲。

——幼儿尝试将歌词填入曲调，与教师一起用比较慢的速度
演唱歌曲。

4、幼儿完整演唱《小牙刷》这首歌曲。

对幼儿来说，刷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看到各种颜色的牙膏
变成白花花的泡沫，他们会感到很奇妙。《小牙刷》这首歌
曲欢快活泼，间奏部分的交替出现，像是一名幼儿正在探索
玩耍，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幼儿刷牙时好奇快乐的心情。

这首儿歌以幼儿现实生活为题材，密切联系幼儿已有经验，
所以教学时我考虑把幼儿在生活中的经验和感受带入课上，
再把课上学到的本领运用到生活中去，以游戏形式展开与幼
儿的亲密对话，让幼儿说说、做做，从而养成爱刷牙的卫生



习惯。体验的过程就是亲历实践的过程，创设一种真实的情
境，让幼儿的认识在实践中习得，行为在实践中养成。当幼
儿在情境中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后，也会在生活中落到实处。

1、以生活为主线，引发幼儿探究。

儿歌“刷牙”，融入生活、健康、劳动、语言等多项内容，
贴近幼儿实际，关注幼儿体验。但在生活中常见的事，并不
等于会让幼儿关注。因此，我通过猜谜、照镜子让幼儿自己
捕捉生活问题，通过想办法“怎样保护牙齿？”引出儿歌。

2、以兴趣为抓手，提高教学有效性。

提高教学有效性的基本条件是幼儿主动参与，为了让幼儿乐
学，学习儿歌变成了一种游戏。通过拿牙刷、挤牙膏等情节，
激发幼儿内在兴趣，虽然刷了一遍又一遍，可幼儿乐此不疲，
切实提高了活动的有效性。

这首歌曲歌词简单，富于情境性和趣味性，有利于幼儿记忆
歌词、创编动作，其中的难点在于间奏的交替出现，因此，
在图谱设计中用两把牙刷来表示。借助于图谱，幼儿可以很
轻松地掌握歌曲结构的特点；并让幼儿体验歌曲的意境和情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