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泥娃娃教案小班美术 好娃娃小班教
案(精选8篇)

教案是教师备课中的重要环节，它能够帮助教师准确把握教
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因此我们需要认真编写每一节课的教案。
为了方便大家备课，这里为大家提供了一些六年级教案的案
例，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泥娃娃教案小班美术篇一

情感目标：激发幼儿尊敬爷爷奶奶，爱老人的情感。

能力目标：提高幼儿对歌词的理解能力。

知识目标：引导幼儿了解前奏和间奏。

学会歌曲《好娃娃》。

自如地跟着伴奏进行歌表演。

图画三幅(爷爷、杯子)(奶奶、凳子)(爸爸妈妈大拇指)、钢
琴、布娃娃。

展开：

1.出示图片“爷爷和杯子”，请小朋友猜猜，晶晶给爷爷做
了哪些事情啊?

请幼儿观察图片，发现答案藏于图片中，让幼儿体验找到答
案的成功的心情。教师及时鼓励积极动脑筋的幼儿。

2.请幼儿仔细观察图片中“爷爷”是什么样的?(牙齿缺了两
颗)，那么，爷爷为什么缺牙了呢?引导幼儿说出爷爷是因为



年纪大了，才缺了牙。

教师跟幼儿总结出歌词：“爷爷年纪大呀，嘴里缺了牙，我
给爷爷倒杯茶呀，爷爷笑哈哈”

3.教师运用幼儿跟随钢琴旋律的方法，和孩子一起填上歌词
内容。

4.同样的方式方法完成第二段和第三段的学习，每个环节都
请幼儿多观察、多交流、多说想法，体现“以幼儿为主体”
的思想。

5.教师将3段连续起来进行跟伴奏范唱，请幼儿认真听;

跟幼儿探讨，老师在一开始播放音乐，但是不唱，这叫：前
奏，中间不唱的时候，是间奏，解决本活动的难点。

6.师幼一起跟伴奏歌表演，教师用丰富的表情、夸张的动作，
吸引幼儿学习，“宝贝们，我们比赛一下，谁是今天的大明
星!”

结束：请布娃娃“晶晶”来评价孩子们的.表演，以拥抱孩子
的方式来鼓励孩子。

泥娃娃教案小班美术篇二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活动一开始，我就利用幼儿熟悉的
瓶娃娃的形象，为幼儿创设了“瓶娃娃肚子饿了，请我们小
朋友宝宝想想办法”的游戏情景引起孩子操作的兴趣。在以
下的环节中，我都是以瓶娃娃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从形式
上深深地吸引了孩子。

在请个别孩子来喂娃娃时，，引导孩子发现问题：好吃的东
西大，瓶娃娃的嘴巴小，然后想办法解决问题：我们怎么让



瓶娃娃吃下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呢？从而进一步激发孩子解决
问题的愿望。

探索活动之后的交流分享，既能增强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
也能将自己获得的经验与同伴交流分享，使《纲要》中提出的
“生生互动”得到真正的体现。最后的质疑“刚才你们在把
好吃的东西变小时，碰到什么困难吗”，又紧紧围绕了我园
《幼儿问题意识培养的研究》的课题，能使孩子从小善于发
现问题，并尝试想办法解决问题。

最后，让孩子送娃娃回家，能使孩子进一步体验成功的快乐。

泥娃娃教案小班美术篇三

一、活动目标：

1、乐意扮演角色和小朋友一起玩。

2、学习使用简单礼貌用语招待小客人。

3、懂得按自己的`意愿选择游戏。

二、活动准备：

游戏区域：胖胖娃娃家、瘦瘦娃娃家、牛角娃娃家、大力娃
娃家所需的游戏材料新投放的材料：自制电话四部、小衣服。

知识经验：幼儿已有参与娃娃家游戏的经历。

三、活动过程：

重点指导：引导小主人主动、热情的招待客人。

四、活动结束：



听音乐结束游戏，评选文明家庭。

1、主人交流：你为客人做了哪些事情？

2、客人评选文明家庭。

泥娃娃教案小班美术篇四

1、学习歌曲，会听前奏演唱歌曲。

2、体验集体演唱的'快乐。

1、《妹妹抱着洋娃娃》歌曲磁带，洋娃娃玩具若干。

2、活动室中用盆花或假花设置出花园场景。

3、幼儿用书。

1、教师根据歌词内容创设请进，请幼儿欣赏歌曲。

（1）教师站在“花园”中以讲故事的形式将歌词讲给幼儿听、
激发幼儿对歌曲的兴趣。

（2）教师抱着洋娃娃表演歌曲，请幼儿欣赏。

2、学习听前奏演唱歌曲。

（1）教师弹琴，指导幼儿注意听前奏演唱，感受大家一起唱
歌的快乐。

（2）幼儿练习演唱歌曲，提醒幼儿注意听准前奏。

3、表演歌曲

幼儿分组抱着洋娃娃，进行歌曲表演。



（可分男、女两组，男孩表演时可将歌词改为“弟弟抱着洋
娃娃）

泥娃娃教案小班美术篇五

情感目标：激发幼儿尊敬爷爷奶奶，爱老人的情感。

能力目标：提高幼儿对歌词的理解能力。

知识目标：引导幼儿了解前奏和间奏。

学会歌曲《好娃娃》。

自如地跟着伴奏进行歌表演。

图画三幅(爷爷、杯子)(奶奶、凳子)(爸爸妈妈大拇指)、钢
琴、布娃娃。

展开：

1.出示图片“爷爷和杯子”，请小朋友猜猜，晶晶给爷爷做
了哪些事情啊?

请幼儿观察图片，发现答案藏于图片中，让幼儿体验找到答
案的成功的心情。教师及时鼓励积极动脑筋的幼儿。

2.请幼儿仔细观察图片中“爷爷”是什么样的?(牙齿缺了两
颗)，那么，爷爷为什么缺牙了呢?引导幼儿说出爷爷是因为
年纪大了，才缺了牙。

教师跟幼儿总结出歌词：“爷爷年纪大呀，嘴里缺了牙，我
给爷爷倒杯茶呀，爷爷笑哈哈”

3.教师运用幼儿跟随钢琴旋律的方法，和孩子一起填上歌词



内容。

4.同样的方式方法完成第二段和第三段的学习，每个环节都
请幼儿多观察、多交流、多说想法，体现“以幼儿为主体”
的思想。

5.教师将3段连续起来进行跟伴奏范唱，请幼儿认真听;

跟幼儿探讨，老师在一开始播放音乐，但是不唱，这叫：前
奏，中间不唱的时候，是间奏，解决本活动的难点。

6.师幼一起跟伴奏歌表演，教师用丰富的表情、夸张的动作，
吸引幼儿学习，“宝贝们，我们比赛一下，谁是今天的大明
星!”

结束：请布娃娃“晶晶”来评价孩子们的表演，以拥抱孩子
的方式来鼓励孩子。

泥娃娃教案小班美术篇六

1、喜欢和老师一起模仿炒菜、喂娃娃的动作并演唱歌曲。

2、进一步感受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关爱。

3、能大方说出自己和小朋友玩娃娃家的游戏情节，在理解歌
词的基础上创编歌词。

4、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
一起游戏。

5、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游戏道具：爸爸镜框几副、妈妈用的假头发、娃娃一个、小
勺子、小碗、音乐磁带等



环境创设：一个“娃娃家”

知识准备：幼儿会唱歌曲、事先请两个能力强的幼儿学习表
演。

1、律动表演《头发、肩膀、膝盖、脚》

“小朋友，现在请你们跟着音乐来做做动作吧!

指导语：小朋友每天在幼儿园唱歌、跳舞做游戏真快乐!那

2、幼儿演唱歌曲《我们一起过家家》

小朋友唱的真好，那有两个小朋友想来表演这首歌曲你们想
看吗?

3、欣赏幼儿的表演，激发幼儿表演的兴趣。

指导语：小朋友，刚才这两个爸爸妈妈表演的怎么样?象不象
爸爸妈

妈呢?你从哪里看出来的?(爸爸戴眼睛、妈妈有卷卷的头发)

有没有谁做的动作和他们不一样呢?

4、让幼儿学习表演炒菜的动作

指导语：“你看到爸爸妈妈是怎样炒菜的?你能学一学吗?”
引发

幼儿模仿表演的.兴趣;鼓励幼儿运用不同的动作表现炒菜;幼
儿听

音乐尝试表演。老师反馈较好的动作供大家模仿表演。



5、集体表演

分角色两两结伴进行表演。提出表演要求：表演时眼睛要看
着和你一起表演的小朋友，象玩娃娃家游戏时一样。你也可
以请客人老师参加你的表演。

6、结束语：

小朋友的表演真棒老师为你们高兴，现在我们一起跟着欢快
的音乐跳起舞吧!

游戏是最适宜于促进幼儿主体性和个性化教育的形式，因此，
教师应积极地将理念转化为行为，注重在活动中观察、捕捉
幼儿的兴趣，把握时机及时引导，促使孩子们更深入进行游
戏，让孩子在健康游戏中得到更多的发展。

泥娃娃教案小班美术篇七

1、乐意扮演角色和小朋友一起玩。

2、学习使用简单礼貌用语招待小客人。

3、懂得按自己的意愿选择游戏。

4、遵守游戏规则，体验与同伴合作游戏及控制性活动带来的
快乐。

5、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游戏区域：胖胖娃娃家、瘦瘦娃娃家、牛角娃娃家、大力娃
娃家所需的游戏材料新投放的材料：自制电话四部、小衣服。

知识经验：幼儿已有参与娃娃家游戏的经历。



（一）分享经验

1、交流游戏经验：玩娃娃家时你最喜欢当谁？都做些什么事
情？

（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展示相应的照片）

2、交流生活发现：爸爸妈妈在家还会做哪些事情？

（教师展示幼儿收集的照片）

（二）提出问题，引出新的游戏内容-小客人做客。

1、问题：娃娃娃家里已住满了小主人，还有小朋友想去玩，
怎么办？

2、讨论：怎样招待小客人？怎样做文明的小客人？

3、提出新任务：小客人评选"文明家庭"。

（三）幼儿自由选择角色，进入娃娃家游戏。

1、幼儿按自己的意愿选择"钥匙"进入"娃娃家"，扮演角色。

2、幼儿相互自我介绍，明确游戏伙伴的身份。

（四）教师以妈妈的身份带领小客人在各娃娃家串门。

重点指导：引导小主人主动、热情的招待客人。

听音乐结束游戏，评选文明家庭。

1、主人交流：你为客人做了哪些事情？

2、客人评选文明家庭。



最近我在关注孩子们区角活动的情况,发现去娃娃家的孩子越
来越少。通过观察，我发现孩子们在娃娃家游戏时总是重复
类似的活动内容比如：烧饭，吃饭，喂娃娃吃饭和给娃娃过
生日等。作为老师的我，我敏感的意识到这样的游戏活动状
况处于停滞状态，于是我在游戏分享的时候，引导幼儿一起
讨论关于娃娃家孩子们能作什么事情的讨论!

幼儿们听了纷纷举手，样子十分激动，很想说给大家听。

通过讨论，孩子似乎对娃娃家又有了新的游戏欲望，过了一
段时间，我发现到“娃娃家”的孩子越来越多.而且还会换着
角色玩,这次指引让我由衷的感到：孩子就像漂在大海中的一
叶小舟，当它不再前进的时候，我们老师就像是一缕海风轻
轻的吹动它，直到它靠岸，走向人生的旅途，我们只有默默
在内心祝福每个孩子走好人生!

作为教师,要求我们应该保持一点儿童的兴趣。幼儿期是“疑
问期”，它突出的表现是好奇、好问和好尝试，在这一时期，
许多成人看来是视而不见的事物，却往往能够吸引幼儿的注
意力，因为对他们来说，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身
体所接触到的，都是新鲜的。“只要人们没有做到以童年的
欢乐吸引住孩子，只要在孩子的眼睛里尚未流露出真正的欢
欣的激情，只要他没有沉醉于孩子气的顽皮活动之中，我们
就没有权利谈论什么对孩子的教育影响。”(苏霍姆林斯基)

多营造一个儿童的世界，你便多了一条通向心灵的途径，在
与孩子嬉笑游戏时，当你把儿童的世界还给儿童，儿童越会
对你油然而生亲切之感——这，正是教育成功的'起点。

泥娃娃教案小班美术篇八

1，感受歌曲中的说唱情趣，学习与同伴的`协调表演。

2，学习根据歌词创编动作，体验创作及合作表演的乐趣。



娃娃家相关教具。

1，谈话引入。

师：小朋友喜欢玩娃娃家吗?娃娃家里面有谁呢?你们在玩娃
娃家的时候都干些什么呢?

2，观看情境表演并欣赏歌曲。

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和听一听这两个小朋友是怎么玩娃娃
家的。

3,熟悉学习歌曲.

师：现在请小朋友一边听老师的琴声，一边听两个小朋友的
范唱，并跟着他们一起学一学这首好听的《扮家家》。

4，分组表演。

师：请小朋友找个小伙伴两人为一组来进行演唱表演。

5，结束。

《纲要》提出：让幼儿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
自己的情感和体验。乐意与人交往，学习合作与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