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的尾巴教案中班公开课视频(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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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尾巴教案中班公开课视频篇一

1、引导幼儿通过观察、讲述了解动物尾巴的特征，理解儿歌
的内容，感受儿歌的结构。

2、培养幼儿喜欢小动物及乐于助人的品质。

3、让幼儿大胆表达自己对故事内容的猜测与想象。

4、通过加入适当的拟声词去感受图画书的诙谐、幽默。

1、ppt课件;

2、小动物卡片若干。

一、活动开始。

(一)找尾巴

中班语言优质课教案《谁的尾巴》含ppt课件

1、小猴的尾巴长的什么样?(细细长长的。)

2、小兔、小松鼠、鸭子、公鸡和孔雀的尾巴长的什么样?

(小猴的尾巴细细长长的;小兔尾巴短短的，小松鼠的尾巴大，
像把伞;鸭子的尾巴扁，公鸡的尾巴弯;孔雀的尾巴像把扇。)



教师小结，帮助幼儿掌握长、短、扁、弯、像把伞、像把扇
等词。

师：小朋友真棒，一下子就帮小动物找到了尾巴，刚才小动
物跟老师说：谢谢小朋友!

(五)学儿歌。

1、师：现在你知道这些动物尾巴的样子了吗?下面老师来考
考你们。

师：谁的尾巴长?幼：猴子的尾巴长。

师：谁的尾巴短?幼：兔子的尾巴短。

师：谁的尾巴像把伞?;.教.案来自:大.考.吧幼.师网;幼：松
鼠的尾巴像把伞。

师：谁的尾巴扁?幼：鸭子的尾巴扁。

师：谁的尾巴弯?幼：公鸡的尾巴弯。

师：谁的尾巴像把扇?幼：孔雀的尾巴像把扇。

2、师：小朋友真聪明，一下子就记住了，刚才小动物问能不
能帮它们将这编成儿歌?(幼：能)

3、出示ppt，按顺序师生共念编的儿歌一遍。

4、师：这么好听的儿歌还缺什么?(幼：名字)

我们来帮它取个好听的名字吧!(幼儿回答可以讨论)——《谁
的尾巴》。

5、师：小朋友帮小动物编的儿歌真好听。下面我们一起来朗



诵。

6、以问答方式朗诵儿歌。

7、和幼儿一起分析儿歌结构。

(六)听自编尾巴歌

1、刚才小朋友们说得真好，我现在把上面儿歌还编了一首好
听的歌，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

2、老师唱，小朋友答。

(七)创编儿歌。

3、师：看，桌子上还有很多小动物在排着队请小朋友帮它们
编儿歌呢，我们快点开始吧!

幼自由取动物卡片，鼓励幼儿大胆地为动物编儿歌。

4、幼儿交流

三、结束部分。

请幼儿与同伴相互交流，说说自己为小动物的编儿歌。

在活动中，孩子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特别高，因为这是他们
感兴趣的问题，只是个别孩子对这方面的知识欠缺，但是在
活动中，他们能充分调动自己的各种感官来参与活动，我个
人认为，这节课还是成功的。

谁的尾巴教案中班公开课视频篇二

1、引导幼儿进一步认识各种动物尾巴的外形特征和作用。



2、激发幼儿探索动物尾巴奥秘的兴趣，培养幼儿喜爱动物的
美好情感。

3、发展幼儿的观察力、探究学习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

1、材料准备：“谁的尾巴”教学课件，“谁的尾巴最好看”
音乐磁带、录音机，与动物有关的图书、图片、毛绒玩具，
自制动物尾巴、头饰（与幼儿人数相等）。

2、知识准备：学习歌表演《谁的尾巴最好看》，活动前请幼
儿家长帮助幼儿搜集关于动物尾巴的图片、录像、图书等各
种资料，鼓励幼儿去观察动物尾巴的外形特征，探索动物尾
巴的作用。

1、带领幼儿做“谁的尾巴最好看”的歌表演，轻松地导入课
题。

师幼谈话：歌曲里都唱了谁？ 都唱了动物的什么？那咱们今
天就来谈谈动物的尾巴吧？

2、引导幼儿与各种关于动物的观察操作材料进行互动，从中
初步探索发现动物尾巴的外形特征和作用。

（1）幼儿在图片、图书、毛绒玩具、滚筒拼图玩具中选择自
己最喜欢的一种动物去观察、思考、讲述，看看动物的尾巴
长得什么样，都有什么本领。

（2）大家共同交流探索结果。提问：你选的动物尾巴长得什
么样？有什么本领？

（3）教师小结：动物们的尾巴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粗，有
的粗，有的细，还有的像把伞呢！可真有趣啊！现在小动物
们要和小朋友玩个捉迷藏的游戏，我们一起试着去找找看吧！



3、多媒体演示《捉迷藏》，在游戏中进一步认识各种动物的
尾巴，激发幼儿

喜爱动物的美好情感。

（1） 演示多媒体画面，请幼儿将动物逐一找出，从而进一
步了解动物尾巴的外形特征。

“小动物们和我们玩捉迷藏游戏呢！让我们一起把它们找出
来吧！”

（2）小结：

“小朋友们可真厉害！把小动物们都找出来了。你是怎么找
到的？”

4、引导幼儿了解更多动物尾巴的作用。

（1）请幼儿讲述：你还知道哪些动物尾巴的作用。

（2）师小结：动物世界可真奇妙，动物的尾巴不仅长得各种
各样，而且还有很大的用处。有的动物尾巴能保持平衡，就
像：猎豹等；有的动物的尾巴能驱赶蚊虫、保护自己，就像
小马等；有的动物尾巴能支撑身体，就像啄木鸟等；还有的
动物尾巴能使它前进，控制方向，就像金鱼等。

5、游戏：

请幼儿自选动物的尾巴和相应头饰，扮演小动物，玩“找朋
友”的游戏，进一步激发幼儿对动物尾巴的探索兴趣。

谁的尾巴教案中班公开课视频篇三

1、在观察比较中了解不同动物尾巴的外形特征和其特殊作用。



2、有进一步探索动物尾巴奥秘的兴趣，激发喜爱动物的美好
情感。

1、材料准备：多媒体课件，动物图片，标识卡，kt板，幼儿
操作板。

2、知识准备：已对常见动物有一定的了解。

过程设计（主要提问与小结提升）

一、游戏导入

森林里有些哪些动物朋友？

二、探索感知

教师小结：原来，不同的动物它们有不一样的尾巴，有的像
棍子，有的像剪刀，有的像辫子等，只要发现动物尾巴不同
的外形特征就能把它找出来，可真有趣啊！

三、归纳梳理

帮动物找尾巴

出示幼儿的操作材料，你发现了什么？（没有尾巴）这些小
动物没有了尾巴，可着急了，我们来帮助它们找找它们的尾
巴吧。幼儿分组完成，你们的动物朋友的尾巴找对了吗？请
你和你的朋友看一看，都找对了吗？（有谁找错了吗？它的
尾巴应该是怎样的？）

（幼儿自由讨论）

玩匹配游戏：将动物的尾巴与它的功能匹配。



谁的尾巴教案中班公开课视频篇四

1．引导幼儿通过观察、讲述了解动物尾巴的特征，理解儿歌
的内容，感受儿歌的结构。

2．培养幼儿喜欢小动物及乐于助人的'品质。

1．多媒体课件。

2．小动物卡片若干。

一、活动开始。

（一）找尾巴

师：有一群小动物听说中二班的小朋友喜欢帮助别人，它们
想请小朋友帮帮它们。看，是谁需要帮忙呀？（课件逐一出
示：猴子、兔子、松鼠、鸭子、公鸡、孔雀，幼儿说出它们
的名字）

师：你知道他们需要我们帮什么忙吗？幼儿回答

二、基本部分。

（二）个别幼儿找尾巴，并说说是谁的尾巴。（课件：装上
尾巴）

（三）互相讲述小动物尾巴的特点

（四）幼儿交流

1.小猴的尾巴长的什么样？（细细的，长长的。）

2.小兔、小松鼠、鸭子、公鸡和孔雀的尾巴长的什么样？



（小兔尾巴短短的，小松鼠的尾巴大，像把伞；鸭子的尾巴
扁，公鸡的尾巴弯；孔雀的尾巴像把扇。）

教师小结，帮助幼儿掌握长、短、扁、弯、像把伞、像把扇
等词。

师：小朋友真棒，一下子就帮小动物找到了尾巴，刚才小动
物跟杨老师说：谢谢小朋友！

（五）学儿歌。

1.师：现在你知道这些动物尾巴的样子了吗？下面杨老师来
考考你们。

师：谁的尾巴长？幼：猴子的尾巴长。

师：谁的尾巴短？幼：兔子的尾巴短。

师：谁的尾巴象把伞？幼：松鼠的尾巴象把伞。

师：谁的尾巴扁？幼：鸭子的尾巴扁。

师：谁的尾巴弯？幼：公鸡的尾巴弯。

师：谁的尾巴像把扇？幼：孔雀的尾巴像把扇？

2.师：小朋友真聪明，一下子就记住了，刚才小动物问能不
能帮它们将这编成儿歌？（幼：能）

3.看图按顺序师生共念编的儿歌一遍。

4.师：这么好听的儿歌还缺什么？（幼：名字）

我们来帮它取个好听的名字吧！（幼儿回答可以讨论）——
《谁的尾巴》。



5.师：小朋友帮小动物编的儿歌真好听。下面我们一起来朗
诵。

6.以问答方式朗诵儿歌。

7.和幼儿一起分析儿歌结构。

（六）听尾巴歌

1．刚才小朋友们说得真好，现在有一个小朋友把小朋友编的
儿歌还编了一首好听的歌，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

2.老师唱，小朋友答。

（七）创编儿歌。

3.师：看，桌子上还有很多小动物在排着队请小朋友帮它们
编儿歌呢，我们快点开始吧！

幼自由取动物卡编或鼓励幼儿大胆地为动物编儿歌。

4.幼儿交流

三、结束部分。

请幼儿与同伴相互交流，说说自己为小动物的编儿歌。

谁的尾巴教案中班公开课视频篇五

1．了解动物尾巴的特征，熟悉歌曲旋律，完整的演唱歌曲

2．能唱准歌曲中的附点音符并能大胆创编动作表现歌曲内容。

3．体验在玩中学唱歌曲的快乐，激发幼儿对动物尾巴的好奇
心。



物质：图谱。动物尾巴图片（猴子、兔子、公鸡、鸭子、松
鼠、孔雀）

经验：知道动物的尾巴的特点。

一、演唱歌曲《快乐的动物园》做发声练习。

1.演唱歌曲《快乐的动物园》，引导幼儿完整演唱。

2.结合幼儿歌唱表现，鼓励幼儿跟随音乐表现出角色的特点。

二、幼儿感受歌曲旋律，理解歌词

1、教师清唱歌曲，引导幼儿区分歌曲中的角色，初步感受歌
曲内容。

2.出示图片，幼儿猜测是谁的尾巴，引导幼儿了解动物尾巴
的特点。

3.我们来玩个小游戏，我来问你来答

教师：谁的尾巴长呀？幼儿：猴子尾巴长呀，教师：谁的尾
巴短呀？幼儿：兔子的尾巴短。要求有节奏的说。

三、欣赏歌曲，感受问答式歌曲轻松欢快的情绪。

1.请欣赏歌曲《谁的尾巴最好看》，教师示范演唱一遍歌曲。

2.提问：你听到歌曲中都有那些小动物？问了几个动物的尾
巴呀？是怎么问的？跟着我一起拍手说歌词，进一步加深歌
词的记忆.

3.完整欣赏歌曲，发现歌曲中问答式的风格特点。

引导幼儿听辨出歌曲哪几句歌词是提问的，哪几句歌词是回



答的。四、学唱歌曲.

1.第一遍师幼共同演唱。教师着重观察幼儿在字音差别较大
的地方给予适当的提示

师幼再次共同演唱。

2.教师附和唱，幼儿运用洪亮优美的声音演唱，着重引导幼
儿演唱出附点音符的韵律

引导语：小朋友，你们发现当唱到谁的尾巴长呀？谁的尾巴
短呀？这个其中的“谁的”旋律有什么不一样吗？当唱到附
点音符这里的时候旋律要拉长。

4.我们来个游戏“问答唱”，我用唱的形式来问你们，你们
用唱的形式来回答好不好？

5.男孩女孩互换演唱，进行问答唱。

可进行击鼓传花游戏确定是男孩演唱还是女孩演唱。四、鼓
励幼儿自由创编动作。

1.加上好看的动作，一起来表演唱。

2.分组表演唱。

五、延伸、结束

1.尝试在活动区创编歌曲：

除了我们唱的小动物以外，你还知道哪些动物有尾巴，是什
么样的？（比如：谁的尾巴像小板凳？啄木鸟。谁的尾巴细？
（老鼠）。谁的尾巴粗？（袋鼠）。谁的尾巴最有趣？（小
壁虎的尾巴最有趣）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