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绘本活动方案的设计意图 小班绘本
阅读活动方案(通用5篇)

为了确保事情或工作有序有效开展，通常需要提前准备好一
份方案，方案属于计划类文书的一种。优秀的方案都具备一
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给大家介绍的方
案范文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小班绘本活动方案的设计意图篇一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通过对比了解不同动物的牙印是不一样的。

2、尝试用完整的语句表述:“是你咬了我的大饼吗?”“不是
我,你看——”“嗯,果然不一样”。

3、在学学、说说、做做的过程中感受阅读的乐趣

活动重点:

理解故事内容,学说故事中的对话,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观
察、比较情况。

活动难点:

比较牙印的不同,并作出判断。

活动准备:

1、kt板制作大饼。

2、《谁咬了我的大饼》的图书。



3、自制饼干若干。

活动过程:

一:引出课题

师:今天老师带来了一本好看的故事书,小朋友想看吗?

出示图画书1:看,这是什么呀?(大饼)这块大饼是小猪做的,它
做了一块好大的饼,累的睡着了,等他醒来一看,咦!是谁咬了
我的大饼啊?(出示教具:大饼)

师:__是你咬了我的大饼吗?

师:___是你咬了我的大饼吗?

那到底是谁咬了我的大饼呢?

教师出示大饼:看看大饼上的缺口是什么形状的?(半圆形的)
帮小猪猜猜是谁咬了他的大饼?(幼儿猜测是谁咬了小猪的大
饼。)

二.理解故事

1、师:小猪决定去问问它的朋友,(出示图画书2)它走啊走,遇
到谁啦?(小鸟)小猪会怎样问它呢?(请幼儿问)

“小鸟小鸟是你咬了我的大饼吗?”小鸟说:“不是我,你看!
小鸟在大饼上咬了一口,啊呜!”(取走大饼一小块)

师:小朋友帮小猪看看,小鸟咬的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小鸟咬的
大饼是三角形(因为他的嘴巴是尖尖的,小小的三角形,所以要
出来的牙印是三角形)

和原来的那个牙印一样吗?是不是小鸟咬的呢?小猪说:嗯,果



然不一样。(出示图画书3)

2、(出示图画书4)师:小猪又遇见谁啦?(小兔)小兔咬出的牙
印是什么样子的呢?(幼儿猜测)小猪会怎样问小兔呢?“小兔
是你咬了我的大饼吗?”小兔说:“不是我不是我,不信你看!
说完兔子在大饼上咬了一口,啊呜!(取走一块),兔子咬的牙印
是怎么样的,(突出小兔的三瓣嘴、门牙)

你们看是不是小兔?(不是)小猪说:果然不一样。(出示图画
书5)

是不是狐狸咬的呢?(出示图画书6)小猪会怎么说呢?(果然不
一样。)

4、小猪又遇见谁了?(鳄鱼)小猪会怎样问鳄鱼?猜猜鳄鱼咬出
来的牙印是什么样子的?鳄鱼说:不是我,不是我,你看!鳄鱼在
大饼上咬了一口,(取走大饼一块)鳄鱼咬的牙印是什么样子
的?(尖尖的,锯齿一样)看来也不是鳄鱼咬的。(出示图画书7)
小猪会怎么说?(果然不一样。)

小结:小鸟的嘴巴要出来的一口是小小的三角形,小兔的是三
瓣嘴,狐狸咬了一个大三角,鳄鱼咬掉了一个大锯齿,河马咬掉
了半个大饼,他们咬的牙印和这个半圆形的牙印都不一样,所
以都不是它们咬的。那到底会是谁咬的的呢,真奇怪!(边总结
边出示小动物)

6、教师继续讲述结尾:小猪的肚子也有点饿了,它也咬了一口,
啊呜!(吧唧吧唧)真好吃!他一边嚼着大饼一边想:是谁咬了我
的大饼呢?原来是小猪自己咬的!真是一只糊涂的小猪呀!

三、送饼干

1、老师这里有许多小饼干,看看上面的缺口是不是它们咬的
呢?



2、(分别出示不同缺口的饼干)让小朋友猜猜是谁咬的,然后
请个别幼儿送给相应的小动物。(送的时候说一句我送饼干给
你吃)

3、这里还有许多饼干,都是这些小动物咬的,请小朋友每人拿
一块饼干,仔细看一看饼干缺口是什么样子的,和谁的嘴巴像,
就把它送给谁。

4、集体检查送的是不是正确。(请个别幼儿检查)

四、完整地欣赏故事。

完整展示图画书,教师讲述故事。

五、结束活动:韵律《饼干歌》

小猪谢谢你们帮助了他,他还想请你们和他一起做饼干呢!

饼干做好了吗?我们一起洗小手,去吃饼干,看看宝宝咬下来的
缺口是什么样子的?活动结束。

小班绘本活动方案的设计意图篇二

活动目标：

1、在玩颜料游戏中，知道蓝色和黄色混合一起变成绿色，对
色彩的变化产生好奇和乐趣。

2、在听故事的过程中，激发丰富的想象力，体会故事的有趣
性。

3、在“抱一抱”游戏中增进同伴的感情。

活动准备：



1、《小蓝和小黄》绘本ppt、电脑一台。

2、颜料、彩色卡片、一次性塑料杯（透明）、一次性筷子。

活动过程：

一、认识一下常见的颜色

（1）用彩色卡纸请小朋友抢答颜色，调动一下孩子们的积极
性。

二、抱一抱游戏

师：你的好朋友是谁？抱一抱吧！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吗？抱
一抱吧！大家牵着手拉个圈，一起抱一抱。

三、和孩子们一起欣赏故事，激发想象

1、看封面引起幼儿阅读兴趣并认识书名《小蓝和小黄》

师：小朋友从上面看到了什么？你知道故事的主人是什么颜
色吗？谁是小蓝？谁是小黄？

2、细节阅读，一起欣赏绘本

重点观察：藏猫猫、排排坐。

注意：

1、引导孩子学会观察小蓝去哪儿，并说一说孩子的理解。

2、然后故事妈妈再讲述。

四、玩颜料游戏，小小魔法师来啦！（注意：故事妈妈先示
范操作）



师：小蓝和小黄抱在一起真的会变成绿色吗？我们一起试一
试？

孩子们用一次性筷子蘸些蓝色颜料搅拌在准备好的装了一些
水的塑料杯里，再蘸些黄色的颜料搅拌在塑料杯里，细心观
察。

五、小朋友从颜料中挑选两种颜色抱一抱。

注意：

1、游戏口吻：小蓝、小红抱一抱

2、游戏时人手一份材料：两个杯子人手一份

3、请孩子说说你的发现：蓝色+红色=紫色

红色+黄色=橙色

红色+绿色+黄色=咖啡色

六、故事妈妈要总结：原来两种不同的颜色合在一起，会变
成另一种颜色。

小班绘本活动方案的设计意图篇三

活动目标：

1.仔细观察画面内容，感知各种脚印的特点，积极运用语言
进行表达。

2.初步了解故事内容，感受情节的有趣和神秘。

3.体会故事中主要角色"疑惑一失望一惊喜"的情感变化。



活动准备：

绘本ppt《谁的脚印》

活动过程：

一、引题

二、师幼共同阅读，了解故事情节

(一)小姑娘寻找脚印主人

1.小姑娘在房间里发现了奇怪的脚印她会怎么想呢?

小结：小姑娘发现奇怪的脚印觉得很好奇很疑惑，于是小姑
娘准备去找一找看一看究竟是谁的脚印。

2.小姑娘遇到小猫

幼儿猜测是不是小猫的脚印，为什么?

鼓励幼儿大胆想象小猫脚印像什么。

小结：原来房间里的脚印不是小猫的，小猫的脚印是圆圆的。

3.小姑娘遇到小鸟

引导幼儿观察想象小鸟的脚印像什么。(小结：是的，小鸟的
脚印像__一样尖尖的细细的。)

那房间的脚印是小鸟的吗?(不是)

小姑娘没有找到脚印的主人，小姑娘心里会怎么样?(伤心、
失望。)



4.小姑娘遇到大象。

鼓励幼儿大胆地说一说小姑娘会怎么问大象吗?(集体学问：
你去过我的房间吗?那儿有个长长的脚印。)

猜测大象的回答及大象脚印的样子。

小结：原来大象的脚印是又宽又大的，房间里的脚印也不是
大象的。

(二)小姑娘的找到脚印的主人

1.引导幼儿观察画面上小姑娘的姿态感受她难过的情绪。(请
个别幼儿模仿小姑娘的动作。)

2.幼儿想象、表达小姑娘开心的原因，感受小姑娘的情感变
化。

3.引导幼儿观察比较鞋子和鞋印的相似度。

小结：原来小姑娘房间的地板上的脚印，是自己鞋子的鞋印，
找到答案的小姑娘变得非常开心，(播放ppt12)瞧，她正抱着
小狗在开心的大笑呢!

三、观察封面，引出故事的题目

师：小朋友记得小姑娘在寻找脚印的过程中遇到了谁?教师揭
示故事的名字。

四、结束

这个有趣的故事有个好听的名字——《谁的脚印》，小朋友
回家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分享这本书。



小班绘本活动方案的设计意图篇四

《小蓝和小黄》是一本不错的绘本，在闲暇之余我会拿出来
细细翻阅回味。今天我将这本书带到了班级里，放进了图书
角，没想到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首先发现这本书的是顾嘉徐，他翻着书笑了起来，边看边说：
“好好玩，他们抱在一起变色了……”，周围的孩子发现了
马上也凑上去研究。看来老师之前的预测是正确的，中班的
孩子自主学习能力已经能够独立发现颜色变化的秘密了，不
需要老师在这方面过分的引导了。那么原计划进行，让幼儿
来感受绘本中的撕纸艺术风格吧。

我首先提问引导幼儿观察画面，他们是画出来的吗？很多幼
儿第一眼看出来不是画出来的，但是对撕纸的艺术形式还是
接触不多，绕来绕去绕不到重点上，这个时候我告诉幼儿是
撕出来的，引出了撕纸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并做了简单的
介绍。接着老师做了一些撕纸的示范，并亲自带着幼儿操作。
在操作中孩子们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是一个小组的孩子，人
数不多方便老师一一去发现问题，进行指导。老师先让幼儿
想一想自己要撕的形象，让幼儿在纸上画出轮廓然后进行撕
纸，幼儿只要细心些，难度不是很大。最后我们将撕出来的
形象拼贴出来，在下一次阅读活动时让另一部分幼儿进行故
事的想象创编。

中班幼儿的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在不断提高，在《小蓝和小
黄》这个教学案例中，其实单纯的玩色、发现颜色的秘密已
经不能满足幼儿的学习愿望了。他们需要更加新的一种感受，
撕纸正好带来了这种全新的动脑动手感受。虽然在操作中幼
儿会有一些困惑和挑战，但是这正是一个丰富知识技能的过
程。我们老师在教学中也要善于发现幼儿的需求，从多种教
学材料中去挖掘适宜的有价值的教学点去进行实施，二者切
合那么这样的教学一定是成功的。《小蓝和小黄》这本绘本
可以进行深挖，其他的优秀绘本亦是，只要老师做个有心人。



小班绘本活动方案的设计意图篇五

说目标：

1、通过故事和各种体验，让幼儿了解其实黑夜并不可怕，并
能用各种方法克服对黑夜的恐惧心理。

2、鼓励幼儿能在集体面前讲述自己一个人睡的勇敢经历或者
坦然讲出不敢一个人睡的原因。

3、通过创设情景，帮助幼儿了解夜晚，进一步树立幼儿自己
睡的信心。激励幼儿乐意尝试一个人自己睡。

说活动重难点：

说活动准备：ppt课件、调查表、彩笔、气球，面具，眼罩等。

说活动过程：

一、故事导入，激发兴趣。

1、教师带领幼儿听音乐进入场地，依次入座。

4、教师小结：

原来那些可怕的声音是小老鼠的心理作怪，这些来自大自然
的声音并不可怕。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关紧门窗，拧紧水龙
头，家里还是很安全的。

二、调查统计，心理疏导

1、教师出示调查表，请自己睡的小朋友将自己的笑脸卡贴在
黄色的一边，请不是自己一个人睡得小朋友将笑脸卡贴在绿
色的一边。请幼儿作比较。



2、教师引导幼儿说一说为什么不愿意在家一个人睡，请自己
一个人睡的小朋友讲一讲一个人勇敢睡的经历。

3、教师鼓励不是一个人睡得小朋友说出自己不肯一个人睡的
原因。

4、讨论：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让自己感到不害怕?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是怎样解决的?

小结：每个人心里都会想象出一些奇奇怪怪可怕的东西，当
我们处在黑暗中就会想起它，越想越害怕。

5、那么，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呢?老师每人发给一个气球，把
自己最害怕的东西画在气球上。

画完后讲述，并讨论：怎样消除这些害怕的东西?(鼓励孩子
想出合理的办法)

小结：小朋友们已经找到了好多自己睡觉时不再害怕的办法，
心里最害怕的东西也已经消除掉了，下面让我们在音乐的伴
随下，好好的享受美丽而宁静的夜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