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体拼图教案小班美术 大班健康我们的
身体教学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
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
方便大家学习。

身体拼图教案小班美术篇一

在课前，我准备了形象的'五官图片，以及人们在健康日所开
展的各项活动图片，让幼儿对五官以及健康日有更全面的了
解。以猜谜的方式引发幼儿的学习的兴趣，并积极参与到活
动中。为了加深幼儿对健康日的认识，我组织了幼儿进行讨
论，但没有完全激发他们讨论的积极性，以至于讨论时间很
短，讨论得不够深刻。最后，组织幼儿每组设计一幅健康日
宣传画，使幼儿在向大家宣传健康日的同时，学会分工合作，
从中得到愉快的体验。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我应提供给幼儿
更多发言的机会，扩大幼儿的思维空间，让幼儿回答问题能
够更全面。

文档为doc格式

身体拼图教案小班美术篇二

1、激发幼儿对单双数的兴趣，能积极主动地参与数学活动。

2、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判断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3、培养幼儿的尝试精神，发展幼儿思维的敏捷性、逻辑性。

4、初步培养观察、比较和反应能力。



5、通过各种感官训练培养幼儿对计算的兴致及思维的准确性、
敏捷性。

活动准备

水鬼卡片若干、手套、筷子、袜子等，卡片1——10圆点幼儿
每人一张，三角形、圆形卡片幼儿每人各一份。

活动过程

一、故事导入。

1、在森林里住着两个小精灵，一个叫单单，一个叫双双。单
单小精灵所有的东西都是单数的，双双小精灵所有的东西都
是双数的，可是有一天，调皮的小猫把它们的东西全弄乱了，
这可急坏了单单和双双，它们想请小朋友帮帮忙，把它们的
东西分出来，好不好？（出示单一的，成双的日常用品）让
幼儿来分一份，哪些是单数，可以单独用；哪些是双数，要
两个一起用。

2、小结：生活中，有些物品是单数的，像剪刀、笔等，可以
单独使用，有些物品是双数的，如筷子、手套、袜子等，要
两个在一起才能使用，这叫成双成对。

二、寻找单、双数物体。

请小朋友找一找，在你们身体上有那些是单数的好朋友，那
些是双数的好朋友。

三、巩固区分单、双数。

游戏：寻找单单和双双给我们寄来了邀请卡，请我们到森林
里玩。（出示图形）可是邀请卡上必须请小朋友填上正确的
密码才能进入森林，小朋友看三角形图是单单的邀请卡，你



要填上10以内的单数，而在双双的圆形图邀请卡上要填上10
以内的双数。

四、练习：

请小朋友在已画有1——10圆点的纸上用笔圈一圈，然后把单
数和双数按要求填写好。

教学反思

单数、双数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只要告诉幼儿单、双数的条
件，幼儿能容易找到，但是这种方法回到了原来的“灌输、
传授”式，幼儿在活动中永远是处于被动者。所以如何让幼
儿主动学，乐意去寻找发现，这是活动设计的关键。活动的
目标实而在，不空不广也不难，并已在过程中很好的体现，
特别是“寻找身体上的单双数”我觉得非常好，都是幼儿通
过自己的观察而得到的.正确答案。是一种主动学习的反映。

本文扩展阅读：双数是数学中正偶数的别称。在数学中与单
数相对，可以表示为形如2n的数（n为正整数）。双数必须能
被2整除。值得注意的是0是偶数（20xx年国际数学协会规定零
为偶数，我国20xx年也规定零为偶数）。

身体拼图教案小班美术篇三

本课重点是身体由哪些部分组成，以及认识人体的左右对称
的特点。难点是观察身体内部器官。

为了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我进行了如下教学设计，让学生
围绕观察和体验开展探究学习，以小组合作为主要形式，借
用课内活动激发学生的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课的一开始，让学生回顾一下学过的动物的身体结构特点，
为研究我们人类的身体结构导入。通过两次脚站立和双脚站



立体验活动感受人体左右对称的好处——行动灵活、保持平
衡，并感受人体外形的和谐美。接着通过“摸袋子，猜一
猜”的活动让学生自然地转入到对“人体身体内部有什么”
的探究，学生通过各种方法猜猜人体内有什么。最后又
以“跳绳”这一活动让学生观察感受人体在运动的时候都有
哪些部位参与了，即第三部分“身体的工作”，学生通过小
组合作，认识了气泡图，分析出人体结构的第二种划分方
式——根据功能的不同（工作的'类型）进行划分。至此课堂
目标基本完成，最后让学生说一说自己在这节课上的收获，
进一步梳理本节课的重难点。

通过这一课的学习，学生初步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的结构特点，
学生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通过各种围绕自己的身体展开
各种各样的研究活动，让学生们一起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
健康地生活！

身体拼图教案小班美术篇四

本节活动《我的身体会唱歌》主要是让幼儿充分了解声音无
处不在，在自己身上寻找奇怪的声音是件非常有趣的事。孩
子们在活动中会发现制造声音是多么的简单，但却特别的有
趣。

活动开始，我就把主动权让给孩子，让他们从最熟悉的身体
出发，探索会发出声音的部位，并体验声音的异同。虽然这
个环节我没有任何操作材料，但是幼儿却喜欢在自己的身体
上探索，他们都很兴奋地寻找着发音部位，找到一个便马上
举手告诉老师或同伴。如：拍拍手、拍拍肩、左右脚交替踏
地，用嘴发“p”的声音等。孩子们在活动中兴奋不已，硕硕在
回答问题时说腿能发出声音，原来是用手拍拍大腿。小贝贝
说头发也能发出声音，结果很多小朋友都不信，原来他是用
手摩擦头发。还有我们班的楠楠做出小时候妈妈教的用手捂
住嘴拍了几下“啊吧吧”的声音，引得孩子们大笑一场，随
后也跟着做了起来。



接下来我出示了几张节奏卡，让幼儿把刚才在自己身体上找
到的声音和动作有节奏的进行练习，幼儿都非常的喜欢，参
与在其中，虽然有的小朋友还没有跟着节奏的.节拍，拍的太
快了或太慢了，但是我看到孩子们的高兴劲儿，都能热情、
积极的投入在活动中我也觉得很高兴。最后环节，我准备了
一首节奏感较强的音乐，在让幼儿把“身体的声音”变成一
首歌时，小朋友们都跃跃欲试。在请了几个小朋友表演之后，
发现他们都是用同一个动作来完成一段音乐。所以在表演完
成之后我进行了示范，使用了身体的不同部位来演奏音乐。
既重新感受了“身体音乐”的美妙与神奇，又对接下来幼儿
的表演起到了示范的作用，不同的声音又重新引起了幼儿的
兴趣。

整个活动气氛非常活跃，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很高。通过本次
活动，使幼儿尝试到在自己身上寻找奇怪的声音是件非常有
趣的事，幼儿会发现制造声音简单、有趣。活动结束后，我
还是播放着这段音乐，让幼儿尽情地去表演和感受。幼儿高
涨的情绪告诉我活动进行得很顺利，也让我认识并体会到：
探索过程中应该让幼儿自己去探索和发现，把主动权留给孩
子，而教师则应该充当引导者，这样幼儿才能更自信、主动，
表现得更自然，收到更好的效果。

身体拼图教案小班美术篇五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舞蹈，激发幼儿对舞蹈的兴趣。

2、能按音乐节拍做动作，初步培养幼儿的节奏感。

活动准备：

背景音乐。我的身体的音乐



活动过程：

2、引导幼儿一起做热身活动，播放背景音乐、

3、休息片刻，以游戏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文章。“播放
音乐，教师带领幼儿一起模仿动作，让幼儿体验舞蹈带来的
兴趣。

4、根据音乐的节奏节拍，不断的鼓励和引导幼儿跟随教师
跳2―――3遍，初步培养幼儿的节奏感。

5、请幼儿上台表演给小朋友看。

6、活动小结：

小朋友们真棒，一会儿爸爸妈妈来接我们的.时候，表演给他
们看好不好，教师引导幼儿收拾自己的物品准备下课。

活动反思：

从活动的内容上看：幼儿尝试用自己的身体发出声音，感受
这个活动的乐趣。幼儿在活动中，也能大胆想象，尝试运用
各种方法来让自己的身体发出声音，体验到用身体发出声音
的乐趣。

从活动的改变上看：我让孩子以一定的节奏xxxx|xx|x―|来发
出声音。幼儿在尝试熟练了之后，对有节奏地发出声音的兴
趣很大，这对于幼儿的节奏感，也起到促进的作用。

在听音乐发出声音这个环节中，幼儿能够根据听到音乐发出
声音，并且也会有节奏地根据音乐的快慢来发出声音，可见，
上一环节的节奏，也让幼儿在这个环节中，用身体根据音乐
来发出声音，更加有方向性，给他们一种节奏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