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童谣教育教案中班(通用8篇)
教案是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规划和组织的
重要工具。以下是一些经过实践验证的安全教案范文，可以
有效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幼儿童谣教育教案中班篇一

午饭后，小朋友吵闹声非常大，我在组织小朋友说儿歌时，
发现小朋友对本地的民谣儿歌非常感兴趣，他们打着节奏、
拍着手，非常高兴。其实，我园在开展特色项目研究中，我
们挖掘了许多适合幼儿颂唱的，如“咱俩好”“大苹果”等
等民谣儿歌，不仅琅琅上口，而且教育意义浅显易懂，都深
受幼儿喜爱，为此，我特选择了“板凳谣”这首民谣儿歌，
借助灵活的教学方法，让幼儿感受朗诵民谣儿歌的韵律美和
节奏美，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的.情感。

1、理解儿歌的内容，初步学会仿编儿歌，。

2、感受儿歌的韵律美。

1、幼儿轻音乐磁带；

2、幼儿自制打击乐35三十五件（玻璃瓶、奶粉罐）

3、活动卡片板凳、乖乖、小猴、熊猫、白鹅一套

（一）开始部分

1、提问：小朋友们参加过运动会吗？运动会上都有哪些项目？
（师幼讨论）

2、小动物们也要开运动会了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二）基本部分

1、教师教授儿歌《板凳谣》。

（1）教师配着欢快的音乐一边念儿歌一边根据儿歌内容操作
活动卡片。（板凳、乖乖、小猴、熊猫、白鹅逐一出示）

（2）根据儿歌内容，教师提问，幼儿看图回答，熟悉儿歌内
容。

（3）教师请幼儿看图说儿歌。（教师提示）

（4）教师请幼儿拍手打节奏看图说儿歌。

（5）教师请幼儿配上欢快的音乐有节奏的说儿歌。

2、师幼利用自制打击乐打节奏说儿歌，熟练儿歌，感受儿歌
的韵律美。

（1）教师示范第一种儿歌节奏，师幼打节奏说儿歌感受儿歌
的韵律美。

节奏型：xx|xx|xx|xx||

（2）教师示范第二种儿歌节奏，师幼打节奏说儿歌感受儿歌
的韵律美。

节奏型：xxxx|xx|xxxx|xx||

（3）、配音乐打节奏说儿歌。

3、仿编儿歌。

提问：小动物们除了参加这些运动项目还可以参加什么项目？
如：板凳板凳歪歪，上面坐着乖乖，乖乖出来打篮球，上面



坐着小猴，小猴出来。

（三）结束部分

小动物们的运动会真热闹，我们也一样爱运动，我们到操场
上做运动吧！

附：板凳谣

板凳板凳歪歪，上面坐着乖乖，

乖乖出来踢球，上面坐着小猴，

小猴出来赛跑，上面坐着熊猫，

熊猫出来拔河，上面坐着白鹅；

白鹅参加拉拉队，大家来开运动会。

幼儿童谣教育教案中班篇二

1、理解和学习童谣，丰富关于问答式童谣的经验。

2、在感受、理解童谣句式特点的基础上创编童谣。

1、动画片：你能飞吗

2、童谣图片四张

动画片

1、观看动画片：你能飞吗？

讨论：谁会飞？怎样飞？



2、出示图片

3、根据对图片的`理解，学习童谣。

（1）回忆童谣内容、整理句式。

（2）完整地学习童谣。

（3）运用多种对答方法念童谣，提高念童谣的兴趣。

4、迁移已有经验创编童谣。

（1）自由交流创编的内容。

（2）集体交流。

幼儿童谣教育教案中班篇三

1、能够理解童谣的内容，会有节奏的朗诵童谣。

2、引导幼儿喜欢表演童谣，培养幼儿愿意学习童谣的情感。

ppt课件（图片是小白兔拔萝卜、洗萝卜、切萝卜、炒萝卜、
吃萝卜）一小兔头饰，萝卜若干在泥土里等。

一、创设情景，引起幼儿的兴趣

提问：宝宝们，地里的萝卜成熟了，我们一起去拔萝卜吧？

（引导幼儿听音乐去菜地里拔萝卜，并将拔好的.萝卜放到框
里，然后找一个空位坐下来。）

二、理解儿歌

a）师：瞧，图片上有谁？它在干什么？出示课件图片一



提问：小兔在干啥？它是怎么拔的？它说的可真好听。

（引导幼儿两只手用力拔并学习录音句式）

b）师：嘘，听什么声音？

（引导幼儿仔细听并能说出是水的声音，出示课件图片二）

听录音，师生一起学习并引导幼儿边说边做洗的动作

c）师：咦，又来什么声音了？（幼儿猜测后，出示课件图片
三）

师：原来这次是小兔在切萝卜，那它是怎么切的？谁能像小
兔说的那么好听？

听录音，师生一起学习并引导幼儿边说边做切的动作。

师：萝卜切好了，谁来猜猜小兔接下来做什么呢？（幼儿猜
测后，出示课件图片三）

引导幼儿观察图片，提示：小兔手里拿了什么？（烧菜用的
铲刀）

师：小兔要炒萝卜了，谁来说说它是怎么炒的？我们一起听
听它是怎么炒的？

听录音，师生一起学习并引导幼儿边说边做炒的动作。

d）师：萝卜炒的真香啊，林老师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小兔
也准备吃了。

（出示课件图片五，引导幼儿听录音）提问：它是怎么吃的？



提示语：你们想不想吃？（想）那我们和小兔一起吃萝卜吧！

引导幼儿边说边做吃的动作。

三、学习儿歌

1、老师边出示课件边完整念儿歌。

师：今天，林老师要和宝宝们学习一首儿歌，名字叫萝卜谣。

2、师生一起做动作念儿歌

四、活动延伸：

师：宝宝们真棒，我们一起回教室把刚才的萝卜洗洗吧。

幼儿童谣教育教案中班篇四

1.能观察并理解图片内容，感知童谣的语言美。

2.在学、说、玩中，喜欢朗读童谣。

经验准备：幼儿认识鹅的'经验

物质准备：图片、排序小红旗、童谣课件

一、出示图片，引出童谣。

1.幼儿自主解读图谱。

2.请幼儿说一说。

3.教师示范童谣。

二、梳理童谣，理解童谣。



1.出示图卡,请个别幼儿根据内容排序。

2.再次听童谣，验证童谣内容。

3.幼儿看图说一遍童谣。

三、说玩童谣，体验节奏。

1.游戏“看图谱”说童谣。重点:帮助幼儿熟悉童谣.

2.有节奏的趣说童谣。

四、欣赏童谣,激发情感。

1.欣赏不同地方的声音念童谣。

请1—2老师来用不同的方言念童谣,给幼儿欣赏。

2.给童谣取个名字！

幼儿童谣教育教案中班篇五

1、学习有节奏地朗读童谣，感受童谣的节奏美。

2、体验朗读童谣的'乐趣。

有节奏地朗诵童谣

感受儿歌的节奏美，体验朗读活动的乐趣。

教学挂图、幼儿用书第7页、小鼓

一、游戏“数一数”，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1、教师敲鼓，幼儿听鼓声数数。



2、教师带领幼儿有节奏地拍手数数。

3、幼儿数一数自己的手指。

二、完整地欣赏童谣。

1、教师先介绍童谣名称再朗诵。

提问：儿歌里面有那些动物？

2、分析儿谣内容

提问：

小朋友们要上山做什么？（打老虎）

老虎打倒了吗？（打不到）

后来看到谁了？（松鼠）

松鼠在哪里？（边指图边说松树在这里）

松鼠有几只？（一、二、三、四、五，有五只松鼠。）

三、学念童谣。

1、幼儿跟着教师一起朗读童谣。

2、教师敲鼓，幼儿跟着鼓声朗读童谣。

3、幼儿轮换动作（拍手、拍腿、跺脚）

4、集体朗读童谣。

四、表演童谣，有耳边念童谣表做动作。



幼儿童谣教育教案中班篇六

1．通过观察图片，理解、学习童谣，感受童谣的有趣和幽默。

2．尝试创编动作并与同伴共同表演童谣，感受表演的乐趣。

童谣的`相关图片一幅。

1．观看图片，初步感知、理解童谣的内容，激发学习兴趣。

(1)自由观察，讲述图片内容。

指：你看到了什么？轻轻地和旁边的小朋友说一说。

(2)集体交流，初步感知、理解童谣的内容。

2．欣赏和朗诵童谣，感受童谣的有趣和幽默。

3．尝试创编动作并与同伴共同表演童谣，感受表演的乐趣。

幼儿童谣教育教案中班篇七

1、尝试用启海方言说儿歌，体验方言乐趣。

2、了解启海方言的基本特点

已有语言经验、海门宣传视频

一、导入

1、播放海门的宣传视频

2、说说对海门的`了解

3、和幼儿一起说《数尾巴》童谣



二、出示图片

1、教师说童谣《花儿朵朵开》

2、你听到了那些数字

3、出示幼儿所说的数字

4、幼儿跟着老师一起说童谣

5、说出所有的量词

6、出示童谣中出现的花的图片

三、学念童谣

一月一月梅花开

两月两月茶花开

三月三月桃花开

四月四月蔷薇开

五月红花朵朵开

四、以多种形式读童谣

五、分小组表演童谣

六、尝试让孩子回家续编童谣

六月六月荷花开



幼儿童谣教育教案中班篇八

1、在讲述图片内容的基础上学会童谣朗诵。

2、通过童谣的寓意懂得不能偷别人的东西。

３、学习大胆表演，并对此产生兴趣。

１、根据童谣设计四幅图画；

２、二只小猫、一只小狗头饰，场景布置；

一、用自己的话讲述图片内容。

小朋友们，今天老师带来了几幅画，现在请你看一看，想一
想，说一说，画中的内容是什么意思，也可以与旁边的`小朋
友讨论一下。（幼儿自由讲述）２、请一些能力强的小朋友
上来讲述，给予点评。

小结：刚才小朋友说得都对，现在老师根据小朋友说的内容
汇总一下。

有二只小猫，肚子饿了，到山上去偷桃子吃，它们来到山上，
作了分工，一只小猫上树偷桃，另一只小猫放哨。（解释：
放哨）突然，来了一只小狗，小猫听到小狗的叫声赶紧下树
就跑。谁知小狗跑得快，追上了小猫，咬了小猫的毛，咬了
小猫的皮，咬了二只小猫的尾巴梢，痛得小猫“妙妙
妙……”地叫，说“我不再偷东西了，我不再偷东西了！”

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小朋友什么呢？（不能偷别人的东西）

二、学习用童谣来表示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很有趣，可是有点长，老师想了一个好办法，可以



用童谣来说的，老师说一下，你听听，觉得怎样。童谣：二
只小猫，二只小猫，上山偷桃，一只上树，一只放哨。听见
狗叫“汪汪汪”，赶快下树，狗追上了猫，咬了毛，咬了皮，
咬掉二个尾巴梢，痛得小猫“妙妙妙”，从此不再偷东西。
（老师边拍手打节奏，边念童谣一遍）通过各种形式让幼儿
学会念童谣，使之掌握。

三、表演童谣。

今天老师也请来了小猫小狗，我们来看一下。（介绍表演方
法）要求：

１、由三个小朋友扮演小猫小狗，二只小猫要事先说明谁上
树谁放哨。

２、下面的小朋友要边拍手边念童谣，说得好的小朋友老师
再请他来表演。

３、幼儿表演。

四、结束：我们现在将这个童谣表演给小小班小朋友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