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美术小动物的家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班美术小动物的家教案篇一

秋天，我们组织孩子到“动物园”秋游，见到了很多孩子们
喜欢的动物。回来后孩子们议论着自己秋游过程中的见闻，
滔滔不绝地相互讲述着自己所知道的小动物。有的孩子
说：“上次妈妈带我去杭州千岛湖玩，我去了猴岛，鹿岛，
蛇岛等，见到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有的孩子说：“厦门海
洋公园里有海豚、海狮和海豹，它们会表演顶球，跳圈，可
神奇了！。”……孩子们对动物世界充满了好奇,古灵精怪的
小猴，温顺可爱的小白兔，酣态可掬的熊猫……在孩子的眼
中都是非常的可爱，是他们童话世界中的人物，也是孩子们
天真世界中的一部分，我们老师为何不抓住幼儿的兴趣点，
借助主题活动带领幼儿一起探索动物的生活习性，一同去感
知动物世界的千姿百态。

1.喜欢小动物,学习观察小动物的方法.

2.了解小动物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

3.学习饲养小动物,积极参与小动物的探索活动.

1.感知道动物世界的千姿百态,感受动物的形体美和动态美。

2.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现对小动物的感受。

3.喜欢扮演各种小动物进行表演。



1.能大胆描述对小动物的认识和感受,学习收集有关小动物的
资料。

2.安静倾听同伴讲述有关小动物的趣闻,愿意与同伴交流饲养
小动物的经验。

1.体验饲养小动物的乐趣,培养爱护小动物的情感。

2.乐意与同伴分享关于小动物的`经验和看法。

1.初步了解接近小动物的基本常识和简单方法。

2.喜欢玩有关小动物的体育游戏。

活动一：我喜欢的小动物

1.愿意向同伴介绍自己喜欢的小动物，乐意与同伴分享自己
的动物玩具。

2.了解几种常见动物的基本特征，培养幼儿亲近小动物、热
爱小动物的情感。

1.收集各种小动物的图片、玩具、照片等，在班级创设自然
角，饲养乌龟、金鱼、小白兔等小动物。

2.请有饲养经验的饲养员或家长来园向幼儿介绍饲养小动物
的经验。

一．以组织“动物联欢会”的形式引入，请幼儿谈谈自己最
喜欢的小动物，为什么？

老师：“小朋友，请你想一想，说一说，你最喜欢什么小动
物？”让小朋友自由讨论后说出自己的喜好。

二．老师请出小动物或拿动物图片让幼儿观察，引导幼儿观



察了解有关动物的基本特征。

老师：“大家看看图片上有什么动物，它们都有哪些特
点？”

三．请饲养员介绍饲养小动物的简单常识，让幼儿了解饲养
小动物的基本方法。

老师：“刚才小朋友都观察得很仔细，那你们知道该怎么样
关心照顾小动物吗？我们请饲养员叔叔给我们介绍一下。”

饲养员叔叔：“小白兔怕水，给它喂食时，注意不能让它沾
到水；小金鱼的胃口很小，不能一下子喂很多的饲料，不然
小金鱼就会撑破肚子；小乌龟冬天的时候会冬眠，只要两三
天喂一次，把肉剁成小块，它最喜欢了……”

幼儿：“原来饲养小动物还有这么多的学问，老师，让我试
试看，我也想照顾小动物！”

四．提供条件，让幼儿与小鸡、小兔、小乌龟、小鱼等小动
物接触，鼓励幼儿与小动物玩耍，给小动物取名，培养幼儿
亲近小动物，热爱小动物的情感。

一段时期，静观孩子的活动，他们对动物的观察体会有了更
细微的认识，如：泥鳅的尾巴摆动的时候力气特别的大，总
是把水溅到鱼缸的外面；金鱼吃东西的时候用力张大嘴巴，
食物进入口中后快速游开了，螃蟹横着运动的样子好可
爱……显然通过一段时间与动物宝宝的亲密接触，孩子们对
小动物的生活习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提高。

在幼儿、教师、家长的共同参与收集下，资料越来越丰富了，
教室的墙壁上到处是动物的图片，有网上下载的，有图书，
图片上剪下的，也有小朋友和家长画的。展示台、橱窗上摆
了各种各样可爱的动物玩具：小狗、小熊、小鸭、小鸡，企



鹅，长臂猴、大象、老虎、狮子、鸵鸟等。自然角饲养了小
白兔、乌龟、金鱼、小狗、鹦鹉等，一时间，整个活动室俨
然成了一座动物乐园，孩子们置身于“动物王国”中，“会
说话的”的环境为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幼
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更高了，随着幼儿观察的深入，幼儿陆
陆续续地提出问题，如：小狗为什么总是伸长舌头？小兔为
什么总是怕水，为什么它的耳朵特别长？小鸟为什么没有牙
齿？等。教师欣喜地看到，随着活动的逐渐开展，幼儿开始
自主地进行探索活动，为了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我们进行
了下阶段的活动。

文档为doc格式

小班美术小动物的家教案篇二

1、尝试用不同造型的瓶子进行创意想象，制作出小动物。

2、在创作的活动中，能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3、体验动手创作的乐趣。

三、经验准备：

活动前幼儿已认知常见动物的主要外形特征

（一）出示不同造型的瓶子导入活动。

师：老师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瓶子，我们一起来看看。

师：今天老师要和小朋友玩一个瓶子变。变。变的游戏，请
小朋友把瓶子变自己

喜欢的小动物。



师：你想用什么瓶子变成什么小动物？

幼：幼儿与同伴交流讨论

（二）介绍材料，引导幼儿迁移已有经验，激发幼儿创作兴
趣。

1、师介绍材料

2、幼儿创意想象。

师：小朋友你们喜欢的小动物是怎么变出来？谁愿意跟大家
说一说你有什么好办法？

师：你准备怎么变？

3、个别幼儿交流想法。

（三）、欣赏动物造型ppt

师：老师带来了一些瓶子大变身的动物造型图片，请小朋友
一起来欣赏。

（四）提出制作要求

（1）小朋友需要什么材料自己去取，用多少，取多少，剩下
的材料要分类送回。

（2）将制作好的小动物送到动物乐园。

（五）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师：小朋友们，我们开始给瓶子大变身吧。

（六）分享展示



师：你觉得哪只动物做的最有创意？

师：下次区域活动时请小朋友试一试用不同造型的瓶子变出
其它的小动物。

小班美术小动物的家教案篇三

1、练习听信号向指定方向走、跑、跳，发展幼儿的基本动作。

2、能找到空的位置，不推他人。

在场地的四角摆放小猫、小鸡、小兔、小鸭的标记，表示小
动物的家

一、开始部分

幼儿跟着教师随音乐一起做模仿操。

二、基本部分

1、新授游戏。

教师说："爱吃虫子，爱吃米，我的小鸡叽叽叽"，

幼儿边学小鸡边向小鸡家走去;教师说："黄黄嘴巴大脚丫，
我的小鸭呷呷呷"，

幼儿边学小鸭边向小鸭家走去;教师说："长长耳朵三瓣嘴，
我的小兔蹦蹦蹦"，

幼儿边学小兔边向小兔家走去。

2、幼儿游戏

1-2次后改为跑。(提醒出汗多的幼儿注意休息)



3、表扬遵守游戏规则和能找到空位置的'幼儿。

三、结束部分

游戏：狡猾的狐狸在哪里

幼儿能念完儿歌再跑。

我在本次教学活动中，注重幼儿的活动多一些，忽略了幼儿
纪律的养成。

小班美术小动物的家教案篇四

1、能根据小动物生活特性进行分类，感知初步的交集概念。

2。体验数学活动中操作的快乐。

1、学具：大的动物卡片一套，集合、交集底板一份（教师用）

小动物卡片、交集、集合底版人手一份（幼儿用）

2、浆糊

1、认识动物

师：今天，有很多小动物要和我们交朋友，请你看看说说它
们是谁？（集体回答）

2、提问：你知道它们住在哪里的吗？（请2—3个幼儿回答）

3、师总结：有的小动物是住在水里的，还有些小动物是住在
陆地上的。

师：这些小动物想请小朋友帮个忙，把它们送回自己的家。



1、出示集合操作卡

师讲解操作卡：红色的长方形是住在水里的动物的家，绿色
的长方形是谁的家呢？猜猜看，真聪明，是住在陆地上的动
物家里。

2、操作要求

a、将小动物送到自己的家中去。

b、不搬椅子，轻轻的走到桌子旁边，操作好后回到自己的小
椅子上做好。

3、幼儿操作，师对个别幼儿进行指导。

4、讲评（需灵活运用）

重点：

（1）集体验证，看看是否有幼儿摆放错误。

（2）展示不同摆放的结果。

a、展示个别幼儿的操作结果。

方法一：有不同摆放的结果

a、提问：为什么有的小朋友将青蛙送到水里的家，有的小朋
友将青蛙送到陆地上的'家。（请幼儿说说摆放的理由。）

方法二：没有不同摆放的结果

a、师拿出自己的操作结果，提问：我的操作结果和它的有什
么不一样？引导幼儿发现小青蛙即可以住在水里也可以住在



陆地上的。

c、引导幼儿大胆讨论各种方法。

1、出示交集

师：蒋老师老师也有个好办法，看这个集合图和刚才那个集
合图有什么不一样？（有合在一起）

师小结：原来中间的这个小图形也有两个家，即住在红色长
方形里，又住在绿色长方形里。我们将这个小图形叫做交集。

2、引导幼儿理解图中交集的意思

师：猜猜看这个交集里会是谁的家，为什么？（重点：有俩
个家的只有小青蛙。）

3、幼儿再次操作：（师交代要求，反面的集合图。）

4、讲评、小结

你们帮这些小动物都找到了家，谢谢你们。本文来源资源

小班美术小动物的家教案篇五

1、能注意聆听描写小动物的乐曲，知道动物是人类的朋友，
人与动物应和睦相处。

2、在聆听音乐中尝试用动作表达自己想象中的动物神态。

感受小动物可爱的形象，让孩子们更加喜爱动物。

想象并表达出动物的神态。

（一）欣赏轻音乐《三只小猪》



1、请学生们观看动画片《三只小猪》片断，然后请学生复述
故事的大概情节。

（师）：“今天我们来听一听，音乐中是怎样描写小猪的形
象的？”

2、初听乐曲，感受乐曲的基本情绪。

提问：“在音乐中你看到了几只小猪他们在做些什么？”

3、复听乐曲：边听边记住小猪叫的地方，比一比，看谁准确。

4、学一学小猪比较有特点的动物（如走路、叫、耳朵等）

5、再听乐曲，挑选一只自己喜爱的小猪，随音乐模仿他的神
态、动作看谁的想象力丰富（头饰）。

（二）欣赏管弦乐《快乐的小熊猫》

1、初听乐曲、感受乐曲所表现的情绪（并请学生给乐曲起个
名字）。

2、复听乐曲，把乐曲分为两部分给学生听。

1）描写清晨的一段音乐，让学生感受清晨幽静、美丽的景色。

2）小熊猫在打水时的一段音乐，启发学生利用音乐中的特殊
音响，展开自己丰富的想象。

3、再听乐曲，让学生跟着音乐表演，乐曲结束时，教师可启
发学生分小组创编结尾（可利用身边一切可利用的东西）。

4、让学生边听音乐边给大家编故事听。

（三）课堂小结：



小结本节课的学习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