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春娃娃 小班娃娃教案(优
秀10篇)

决议是对自己的约束和约束的一种承诺，它需要我们做到言
出必行。决议的执行需要注意哪些关键要素？以下是一些经
过验证的决议制定方法和技巧，供大家参考借鉴。

小班春娃娃篇一

让幼儿主动获得关于苹果、橘子、香蕉的经验；鼓励幼儿用
普通话讲出自己观察的感受，并知道吃水果要讲卫生；让幼
儿了解果皮的用途，通过果皮或水果制作的物体和衣饰，培
养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准备用果皮或水果制成的灯笼、头盔、船、衣饰等，篓子6只，
每位幼儿1个水果，装饰口袋1只。

1.导入课题。“小朋友们，你们看，这里有很多玩具，是一
些什么东西呢？它们都是用什么做的？”（让幼儿自由地观
察教室里已布置好的水果或果皮做的灯笼、船、头盔等，可
互相讨论）

2.引导幼儿说出：它们全是水果或果皮做出来的。水果的用
处可大啦，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些水果吧！

3.来做“摸水果”的游戏。“老师这儿有一个漂亮的口袋，
口袋里有很多水果。我现在请小朋友轮流摸一个水果出来，
请你说出摸出的水果名字和它的样子。”（老师请幼儿摸水
果）

4.帮手上的水果回“家”。“小朋友你们看，这是水果的家，
分别是苹果、橘子、香蕉的家。”（提醒幼儿观察篓子上的
标记）“请小朋友帮助你手上的水果回到家。”（桌上有6个



篓子，每个篓子上有水果的标记）

5.尝水果。“小朋友们都喜欢吃水果，现在让我们一起尝一
尝，告诉大家苹果、香蕉橘子是什么味。”（每人1盘水果，
上面有牙签，让幼儿互相讨论水果的味道）

6.欣赏水果皮做的东西。“小朋友们，你们看，老师这里有
什么？”出示用苹果皮做的项链、手链，用橘子皮做的头冠，
用苹果皮做的裙子等，或让幼儿手拿水果做的小灯笼、小包
等，请小朋友都穿穿、戴戴。（放音乐，幼儿自由表演）

与家长沟通计划

重阳节请爷爷奶奶一起庆祝节日，做水果羹。幼儿剥橘子、
香蕉，用玩具小刀切香蕉，老师、家长削苹果，切苹果，搓
圆子，分工合作，体验集体活动的乐趣，加深幼儿与爷爷奶
奶之间的亲子情。

小班春娃娃篇二

1、初步理解故事内容，知道小朋友在一起要互相团结。.

2、乐意用各种形状的积木进行搭建活动。

1 、课件。

2、各种形状的积木若干。

一、初步欣赏故事。

(2)教师讲故事，幼儿欣赏。

(3)教师提问：故事题目叫什么?故事里有哪些积木?它们为什
么吵起来?



二、进一步熟悉故事内容。

(1)请幼儿看课件，欣赏故事。

(2)通过对故事内容的提问，感受各种形状的积木都有不同的
用处。

(3)再次欣赏故事，感受团结的力量。

三、搭建游戏：我会搭积木。

小班春娃娃篇三

1．知道快乐的孩子大家都喜欢，能做到高高兴兴上幼儿园，
不哭闹。

2．有初步分辨笑与哭表情的能力。

3．幼儿能感受到集体生活的快乐。

1．大镜子一面，小红花若干朵。

2．录音机，录有幼儿哭声和笑声的磁带。

3．哭娃娃、笑娃娃的头像各一个，贴有幼儿照片的夹子每人
一个。

一．放录音，让幼儿分辨哭声和笑声。

提问：你听到了什么声音？你喜欢听哪种声音？为什么？

二．照镜子，观察哭与笑不同的表情变化。

1．让幼儿对着小镜子笑笑，说说自己在什么时候会高兴得笑
起来。



2．观察哭时的表情，说说自己在什么时候会哭。

3．分辨笑娃娃、哭娃娃。

三．行为练习。

1．把镜子放在教室门口，一位老师扮演妈妈，幼儿在"妈妈"
带领下入园，高高兴兴地与"妈妈"再见，向老师问好，并将
贴有照片的夹子夹在笑娃娃的面具上，告诉笑娃娃："我是高
高兴兴上幼儿园的。"

2．老师发给每位幼儿一朵小红花，鼓励他们以后入园时也高
高兴兴的。

小班春娃娃篇四

1、知道人体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头躯干四肢。

2、知道随时都要注意保护自己。

3、帮助幼儿了解身体结构，对以后的成长会具有一定的帮助。

4、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1、录音机磁带活动娃娃

2、人体图片幼儿用书

1、放录音机健康歌，幼儿跟着老师随音乐跳健康歌。问：健
康歌里唱了什么呀？（脖子扭扭抖抖手抖抖脚）

2、出示一个活动娃娃，让幼儿知道人体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头.躯干.四肢.



教师演出活动娃娃。小朋友跟着动起来。边做动作边说：点
点头.弯弯腰踢踢腿.招招手.扭扭腰.........

3、教师小结。让幼儿知道要随时随地保护我们的身体不要让
他们受伤害。

4、歌表演头发身体膝盖脚.边唱边表演.根据歌词做相应的.
动作。

由于认识、探索的对象来自于认识主体的自身，这对小班幼
儿来讲无疑是件神秘又充满情趣的乐事，因此全体幼儿始终
情趣盎然地投入活动。

小班春娃娃篇五

1、欣赏故事，在看看讲讲中感受春天花草树木的变化，喜欢
春天。

2、体验明显的季节特征。

3、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4、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5、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情景表演：春娃娃、春娃娃故事录音，课件、场景：小花园

一、激发兴趣

宝宝们现在是什么季节呀？（春天）

对呀，春天来了，春娃娃出来玩了，我们和春娃娃打个招呼
吧。



二、看看讲讲

（一）完整欣赏（看一看表演）

情景表演：春娃娃

小结：春娃娃让春天变得真美呀！

（二）分段理解（听一听故事）

1、布谷鸟唱歌

*重点提问：春娃娃来到了谁的家？春娃娃来到了布谷鸟家，
她会怎么说呢？

*播放ppt布谷鸟唱歌，请小朋友们听一听布谷鸟的叫声。

小结：春天真美呀，小鸟都出来唱歌了。

2、柳树发芽了

*播放ppt柳树发芽，请小朋友们看看柳树发芽的动画，一起
来给柳树姐姐梳梳头。

小结：春天真美呀，树木都发芽了，树叶变绿变长了。

3、桃树开花了

*重点提问：这是谁的家？春娃娃来到桃花姐姐家，它叫桃花
姐姐干嘛呀？

*播放ppt桃花开放，请小朋友们看看桃花开放的视频。

*我们也来做一做桃花姐姐开花，看看哪朵花开的最漂亮。



小结：春天真美呀，花儿都开了，可漂亮啦。

4、小朋友唱歌跳舞

*我们也来念一念儿歌吧

小结：春天真美呀，在美丽的春天里人们可开心了。

（三）完整欣赏（边听边表演）

师：我们也来做春娃娃，一起让小鸟唱歌，让小树发芽，让
花儿开放吧。

*幼儿进入场景中，一边听故事一边自由表演。

*重点提问：你们喜欢春天吗？

小结：春天真美呀！我们要好好地爱护身边的这些花草树木，
让我们生活的环境一直这么美丽。

三、拓展延伸

附故事：春娃娃

春娃娃真调皮，春风一吹他就去串门。

春娃娃跑到布谷鸟家里，轻轻地对布谷鸟吹了一口气，春娃
娃说：“布谷鸟姐姐，快起床吧！”“布谷，布谷！”布谷
鸟清了清嗓子唱起了歌。

春娃娃一会儿跑到柳树姐姐那里，从早到晚不停地给柳树姐
姐梳头发。柳树姐姐的头发由短变长，可漂亮了。

春娃娃一会儿又去催桃花姐姐开花，桃花姐姐绽开了粉红的
笑脸。



春娃娃跑累了，坐在山坡上，看着一群小朋友在草地上，一
边玩一边唱：“春天来，春天来，柳树绿，桃花开，布谷鸟
儿唱起歌，春娃娃呀多可爱。”

《春娃娃》充满着温馨的`情感色调,春娃娃调皮可爱的形象
让人眼前不由一亮,正是在这个小精灵的带动下,布谷鸟放声
歌唱,柳树姐姐的头发由短变长、变绿,桃花姐姐展开了笑脸,
连小朋友们也一起欢声歌唱,迎接春天的来到。这篇虽然没有
跌宕起伏的情节,但“春娃娃”以其细腻的情感基调,如同山
泉缓缓流淌,向我们展现了春天的优美画镜。

小班春娃娃篇六

1.创设情境，让幼儿在抱抱娃娃和生活经验的联想中，体验
父母爱孩子的情感。

2.激发幼儿学习儿歌的兴趣。

3.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4.体会做事要仔细，不要粗心大意。

5.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重点：在操作中有念儿歌的'兴趣。

难点：通过情境的创设、幼儿的操作、以及说说念念中体验
父母爱孩子的情感。

人手一个娃娃、录音磁带

兴趣激发——感受理解——完整欣赏——体验实践

一.兴趣激发：



(创设娃娃家情境。敲门声响起)谁在敲门呀?(教师开门)原来
是娃娃来做客了。(娃娃与幼儿互相问候)

二.感受理解：

1.理解第一、二句

(1)小娃娃长的是怎样的啊?(幼儿随意说，教师用儿歌词句小
结幼儿的回答)

(2)小娃娃，真漂亮，大眼睛，小嘴巴，你们喜欢吗?我们和
小娃娃说说话好吗?(和老师一起念第一、二句)

重点引导：谁会表扬娃娃，娃娃就来亲亲你。

2.理解学习第三、四句

(1)嘘，听!好象是小娃娃在说话。听一听，她在说什么。

(放录音：谁来抱抱我，做我的好妈妈?)

(2)小娃娃说了什么呀?

(3)谁愿意做娃娃的妈妈，抱抱她还要说“我来抱抱你，做你
的好妈妈”

重点引导：a.个别示范(娃娃说xxx像个好妈妈，一边抱娃娃一
边会和娃娃说话)。

b.集体抱娃娃(鼓励幼儿先自由地和娃娃说说话，再集体和娃
娃说话)。



小班春娃娃篇七

1、尝试采用各种形状的即时贴和毛线制作奶罐娃娃。

2、通过玩具制作激发幼儿的创作意识。

剪刀，各种形状的即时贴，颜色不同曲直不同的毛线，手工
纸，双面胶。

一、欣赏范例，了解制作奶罐娃娃的`材料

教师取出范例娃娃

重点提问：这些娃娃是用什么材料制作成的？哪些地方运用
了这些材料？

（奶罐，即时贴用来做五官，毛线用来做头发等。）

重点指导：引导幼儿观察发现制作奶罐娃娃的材料及制作方
法。

小结：原来用废旧的易拉罐也可以制作成可爱的娃娃。

二、教师示范，了解制作过程

教师示范制作。

重点指导：

1、用手工纸将椰奶罐包起来。

2、现在我们要来给娃娃贴上五官。最后再给娃娃贴上头发。
有的娃娃是直发，有的娃娃是卷发，今天我要做一个直发娃
娃。强调头发的粘贴方法，将毛线整齐地排列在奶罐顶上，
不露出易拉罐的铁皮。毛线粘的时候两手要抓紧，要粘得牢



一些，后面也要有头发，千万别让你的漂亮娃娃成了小秃顶。

小结：我们可以用各种材料来装饰奶罐娃娃。

三、幼儿操作，发挥想像

幼儿大胆发挥想像力，自由制作奶罐娃娃。

教师巡回指导。

四、介绍并延伸

请制作好的幼儿介绍自己的作品。

教师出示胡子叔叔：你们看，这是什么啊？

师：对了，我们只要在嘴巴上添上胡子几变成了爸爸或叔叔
了。你们想不想试试？好，那么来园的时候你们可以尝试自
己制作胡子叔叔或爷爷。

小班春娃娃篇八

知道听简单的音乐信号进行游戏，体验与同伴游戏的快乐

音乐磁带、椅子围成圈

1.教师扮演宝宝，请两位幼儿扮演爸爸妈妈，教师边唱边和"
爸爸妈妈"友好握手、点头示意，等念白完，爸爸妈妈去接被
点到名的孩子。

2.幼儿共同扮演"宝宝"，两幼儿做"爸爸妈妈"，再一次游戏。

3.让幼儿知道歌曲的名称，熟悉歌曲的旋律及歌词内容。

4.愿意参加对唱活动，体验与老师和同伴对唱的乐趣。



听清音乐信号：在叫到某一幼儿名字后，该幼儿才能出来和
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走。游戏若干次，每次可以更换幼儿
的姓名。

《小娃娃》是托班宝宝第一次接触听旋律进行的律动活动，
此活动如果一下子就请宝宝听音乐或模仿老师抱着娃娃做动
作，宝宝的积极性不会很高，因此在一开始教师富有童趣的
讲述律动所表现的内容相关的故事就是激发幼儿兴趣拓展的
好办法，当宝宝被故事的小娃娃吸引后，请宝宝们以小娃娃
的角色来和老师一起进行表演，宝宝们就会自然的在老师的
带领下学习抱着小娃娃做抱着娃娃转个圈、双手送给别人的
动作，等宝宝都愉悦地进入表演的状态后再加入小娃娃的旋
律带领宝宝们表演，宝宝们自然会体验音乐的快乐和旋律的
美，宝宝们随着音乐在涌动成了一个个活泼的小精灵，在反
复的表演中宝宝似乎听懂了音乐，随后的活动就开展的很顺
利，虽然有些宝宝还不能做到手口一致，做了动作就忘了唱
歌，唱了歌就不做动作，这可能是有些宝宝的年龄偏小，动
手能力弱的缘故吧，相信以后会改变的。

小班春娃娃篇九

1、创设情境，让幼儿在抱抱娃娃和生活经验的联想中，体验
父母爱孩子的情感。

2、激发幼儿学习儿歌的兴趣。

3、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4、体会做事要仔细，不要粗心大意。

5、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重点：在操作中有念儿歌的兴趣。



难点：通过情境的创设、幼儿的操作、以及说说念念中体验
父母爱孩子的情感。

人手一个娃娃、录音磁带

兴趣激发——感受理解——完整欣赏——体验实践

一、兴趣激发：

（创设娃娃家情境。敲门声响起）谁在敲门呀？（教师开门）
原来是娃娃来做客了。（娃娃与幼儿互相问候）

二、感受理解：

1、理解第一、二句

（1）小娃娃长的是怎样的啊？（幼儿随意说，教师用儿歌词
句小结幼儿的回答）

（2）小娃娃，真漂亮，大眼睛，小嘴巴，你们喜欢吗？我们
和小娃娃说说话好吗？（和老师一起念第一、二句）

重点引导：谁会表扬娃娃，娃娃就来亲亲你。

2、理解学习第三、四句

（1）嘘，听！好象是小娃娃在说话。听一听，她在说什么。

（放录音：谁来抱抱我，做我的好妈妈？）

（2）小娃娃说了什么呀？

（3）谁愿意做娃娃的妈妈，抱抱她还要说“我来抱抱你，做
你的好妈妈”



重点引导：

a、个别示范（娃娃说xxx像个好妈妈，一边抱娃娃一边会和娃
娃说话）。

b、集体抱娃娃（鼓励幼儿先自由地和娃娃说说话，再集体和
娃娃说话）。

小班春娃娃篇十

1、复习歌曲，加强旁白练习和听间奏的能力。

2、培养幼儿大胆地进行表演活动。

录音带、肉和小鱼图片。

一、复习歌曲，体验活动的乐趣。

教师带领幼儿边唱边做动作，要求幼儿要脸上有表情，有感
情地唱歌。

二、听间奏和加强旁白练习。

1、让幼儿多听间奏，讨论间奏的时候，可以用什么来表示。
（鼓励幼儿可以用手来打节奏）

2、旁白的练习。教师边打节奏边念旁白，鼓励幼儿轻声的跟
读。

3、个别幼儿念旁白。

4、全体听节奏地来念，熟练旁白。

三、表演活动。



全体师生一起听音乐表演，体现活动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