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教案草莓课件 草莓大班教
案(通用12篇)

教案是小班教学中的核心要素，有助于规范教学内容和教学
流程。掌握好教案编写的基本要求和技巧，可以帮助教师更
好地开展教学工作。

幼儿园教案草莓课件篇一

1.看图谱学唱歌曲《摘草莓》第一段，理解并记忆歌词。

2.学唱歌曲中的空拍节奏，并初步尝试倚音的唱法，感受歌
曲轻松愉快的情绪。

3.尝试仿编歌词，乐意说说歌曲意思。

4.对音乐活动感兴趣，在唱唱玩玩中感到快乐。

学唱歌曲《摘草莓》第一段，通过不同形式的演唱如齐唱、
分组唱、对唱等形式记忆歌词，感受歌曲轻快的节奏。

唱准乐句中的空拍节奏，及初步学唱倚音。

一、发声练习

引导幼儿用正确的方法发声。

二、熟悉歌词

1.教师清唱歌曲一遍，提问：你听到了什么?玛瑙缀是什么意
思?

2.教师清唱歌曲第二遍，提问：歌词是按照什么顺序出现的?



请一名幼儿将歌词按照顺序贴在图谱上。

3.提问：歌曲带给你什么感觉?

4.小结：这是一首节奏轻快跳跃，旋律活泼流畅的歌曲，题
目就叫《摘草莓》。

三、学唱歌曲

1.自由清唱歌曲，发现难点，通过同伴互助与教师帮助解决
难点。

2.难点乐句：理解图谱，提问：图谱上有什么?是什么意思?
怎么唱?通过试个别试唱、集体试唱、加动作试唱学习唱准空
拍和倚音。

四、完整演唱

1.幼儿看图谱集体完整演唱歌曲。

2.男女比赛唱，教师逐步撤走部分图片，可加上动作演唱。

3.教师撤走全部图片，幼儿表演唱。

4.幼儿分组唱。

5.幼儿挑战教师，与教师对唱。

五、巡回演出

结束活动，准备到小班中班巡回演出。

在活动中大部分幼儿表现积极，但忽视了能力弱的幼儿的表
现，在下次活动中需要个别指导。



幼儿园教案草莓课件篇二

本课在教材中第19——21页。本课通过对一颗晚熟的草莓的
联想，托物言志，抒发了作者的生活感想，表达了作者对青
青岁月的留恋和对时光易逝的感叹。

1．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作者表面描写的是草莓，实际上是
通过它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

2．要学生了解：作者感情变化的线索是一颗秋天的草莓，也
就是文章的题目；作者采用的是托物言志的手法，这是散文
的常用手法。

3．通过本课教学，应使学生了解时间是宝贵的，生命的演进
是大自然的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青春岁月是人一
生中最值得回味的；教导学生要珍惜现在的宝贵时光，努力
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素质水平，为将来的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

1．教师可以先拿一些草莓让学生品尝，然后问学生草莓的味
道，指出现在的草莓和其他季节草莓在味道上的区别。然后
引出草莓味道不同的原因是季节上的差异，从而把学生的思
路引向课文。

2．引导学生的联想能力，通过观察事物，把思绪展开，由物
及事及人及感，抒发自己的感情。

3．教师可以找一些关于劝戒人们珍惜时光的诗歌进行朗读，
让学生仔细体会和揣摩。

通过学习本课，使学生树立热爱生活的态度，培养珍惜生命
的情感，养成不浪费时间的好习惯。

1．掌握课文中的重点字词。



2．了解本文的中心思想和作者的写作手法。

1．让学生通过观察事物进行丰富的联想，提高学生的联想能
力。

2．使学生真正体会作者感情的变化，理解作者是怎样由物及
感的。

3．让学生理解为什么要珍惜时间和青春，怎样才能生活得更
有意义。

1．通过对一些物品的观察让学生谈谈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认识。

2．让学生谈谈他们认识、得到或失去这些东西的经历。

3．让学生谈谈他们对自己的经历的'感想。

教师准备

1．先让学生在课前预习课文，让学生提出自己的疑问。

2．课前先买一些草莓，准备上课时带到教室。

3．课前找一些描写由夏季到秋季转变时情景的文章。

学生准备

1．课前认真通读全文，找出自己的疑问。

2．找出本文的写作手法，并和前面几篇作比较。

教学步骤

（1课时）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1．给每个学生发一个草莓，让其品尝，导

1．品尝草莓后回答感受。入课文题目。

2．让学生分别找出作者描写六月和九月

2．读出教师要求的句子，并说它们的区的句子，并进行对比。
别。

3．向学生提出有关问题。

3．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

4．让学生回答作者此时的感受。

4．积极回答问题，进入作者的角色。

一．通过实物导入新课（约5分钟）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2．对学生的回答进行归纳，指出：最主要的是那时不是盛产
草莓的时候，是季节不同或时间不同导致的。人们在不同的
季节吃到同一样东西感受是不一样的。时间的变化会引起人
们感情的变化。

3．提问：本文作者因为什么原因而引起感情的变化？是什么
把作者的思绪带到了夏季的六月？瓜一样，感觉就不一样，
因为物以稀为贵。



2．听教师讲解，体会到时间的不同会导致人们对事物的看法
也不同，明白一个道理：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人
们对同一事物的认识是会因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3．回答：一颗晚熟的草莓，使作者回忆起六月的景象。领会
到，实际上是因为晚熟的草莓引起作者敏锐的感觉，这就是
时间实际上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只不过是自己原来没有察觉
而已。

二、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进入情境（约10分钟）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1．让学生分别说出作者心中的六月和九月各是什么样子的。

2．提问：整个第三段都是说二者的不同，这些不同最后可以
归结到什么原因上？让学生从课文第三段上找出一句可以印
证的句子。

3．提问：第四段在文章中的作用是什么？作者现在是不是还
处于人生的青春阶段？

1．阅读课文第三段和第一段，在文中找到答案。

3．回答：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作者已经过了青春期，但还很
年轻，从第四段第一句话和第五段第六句话可以看出来。

三、进入作者角色，体会情感（约25分钟）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3．让学生概括指出第五段的中心思想，提问：最后一段六月
的气息是指什么？作者在最后一段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总
结本文作者在整篇文章中所表达的情感：表达了光阴易逝、
时不待我的感慨。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

2．可以用书本上的话回答，也可以自己概括，但一定要恰当。

3．回答：时间改变了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六月的气息是指青
春岁月；第六段表达了作者对青春易逝的感慨和留恋。

本节总结

本课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作者采用托物言志的写作手法，通
过一颗草莓有感而发，层层深入，展开联想；通过对六月和
九月的细微差别，联想到青春期和成年期的不同，由此表达
了对青春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的
感慨。通过学习本文，应该让学生懂得一寸光阴一寸金的道
理，勉励他们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发愤学习，热爱生活，
全面提高自己。

草莓

六月：

青春期：

九月：

成年期：

幼儿园教案草莓课件篇三

1、学习本文运用的联想和由物及人、由物及理的象征手法。



2、体味生命在时光流转中不断成熟丰富的深刻哲理，珍惜过
往，正视未来。

【教学重、难点】

1、理解和体味生活中“变”的人生况味。（重点）

2、理解不同时节的“草莓”的象征含义和联想的运用。（难
点）

【课时安排】

一课时

【教学设想】

1、布置预习，课前让学生自行查阅解决有关文学知识，如作
者、体裁等。课上先理清全文思路（或构思），形成初步的
整体印象。

2、通过问题设置带动学生通读全文，把文章思路，进而体会
全文联想的巧妙运用。

【教学过程】

一、导入

?草莓》这个题目，同学看看可以写一些什么类型的文章？

明确：“草莓”只是引起作者情感波澜的触媒，作者的意图
是借“草莓”这一自然界的变化，阐明对人生的变化的感悟。

二、整体探究主旨

学生通过复读思考，自由讨论。



明确：1、自然与社会都处在无时不在的“变”的过程
中。“不变”是错觉，“变”是必然。对青春易老，岁月易
逝有赶上悲叹。（表层）

2、通过展示人生四季的不同风景，写出时光赋予生命的不同
色彩和形态。作者有对时光流逝的慨叹，更有对生命在时光
流转中不断成熟丰富的喜悦，珍惜过往，正视未来，是作者
寄寓的生活哲理。（深层）

三、围绕问题，品读课文

1、问题：一颗普通的草莓怎样引发作者想到自然的变化，再
由自然的变化想到人生的变化？（思路探究）

（提示：也就是说，它们有着某些共同之处和联系，可联系
文本解读。）

2、问题：为什么以“草莓”为题？六月草莓与九月草莓的象
征含义是什么？（主旨把握）

3、问题：开篇为什么不从草莓起头，而渲染“夏意正浓”？
结语的作用（表达效果）是什么？你如何理解？（表达效果
示例）

……

由草莓的“不变”与“变”，联想到自然中六月与九月
的“不变”与“变”，抓住树木、太阳、天空、空气、鸟儿
以及人们的欢笑，“但”字突现自然界的“不变”与“变”；
由自然界六月与九月的“不变”与“变”联想到象征着人生
命中两个截然不同的季节——春季和秋季，由此想到人生
的“不变”与“变”：“不变”的爱好、思想、感情等美好
的时光和回忆，“变”的是与“青春时代”不同的空气、时
光以及时光赋予的不同的人生——心性和容颜、思想和情感、



思虑、生活、经验、信仰和理性。作者通过这种联想，领悟到
“变”是一种永恒，对过去应该珍视，但更要正视未来，因
为生命成长的希望在前面。

2、明确：文章最后一层意思：六月的气息“虽然曾经使我们
惴惴不安，却浸透了一种不可取代的香味，真正的六月草莓
的那种妙龄十八的馨香。”香味浓郁的六月草莓象征着生气
蓬勃的青春时代，寄托着作者对过去生活的热爱和对时光流
逝的感慨；而成熟的九月草莓象征一种日益丰富成熟的人生，
它失去了以往的一些外在香味，但含在嘴里让人越品尝越有
滋味。

在结构布局上，结尾的设置给人一种节奏感，尺水兴波，对
景物特征的细微描写增添诗情画意之美，回味文章寄寓的生
活的哲理——生命之“变”会给人带来不安，但唯有“变”
才能让人生丰富，让生命成熟，让馨香不随时光流逝而永葆。
珍视过去，正视未来吧。

四、教师结尾点评

通过对本文的学习，让我想起《匆匆》里的一句话：“燕子
去了，有再来的时；杨柳枯了候，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
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
一去不复返呢？”

五、拓展阅读

朱自清《匆匆》

张洁《我的四季》（附一篇）

我的四季

张洁



生命如四季。

春天，我在这片土地上，用我细瘦的胳膊，紧扶着我锈钝的
犁。深埋在泥土里的树根、石块，磕绊着我的犁头，消耗着
我成倍的体力。我汗流浃背，四肢颤抖，恨不得立刻躺倒在
那片刚刚开垦的泥土之上。可我懂得我没有权利逃避，在给
予我生命的同时所给予我的责任。我无须问为什么，也无须
想有没有结果。我不应白白地耗费时间。去无尽地感慨生命
的艰辛，也不应该自艾自怜命运怎么不济，偏偏给了我这样
一块不毛之地。我要做的是咬紧牙关，闷着脑袋，拼却全身
的力气，压倒我的犁头上去。我绝不企望有谁来代替，因为
在这世界上，每人都有一块必得由他自己来耕种的土地。

我怀着希望播种，那希望绝不比任何一个智者的希望更为谦
卑。

每天，我望着掩盖着我的种子的那片土地，想象着它将发芽、
生长、开花、结果。如一个孕育着生命的母亲，期待着自己
将要出生的婴儿。我知道，人要是能够期待，就能够奋力以
赴。

夏日，我曾因干旱，站在地头上，焦灼地盼过南来风，吹来
载着雨滴的云朵。那是怎样地望眼欲穿、望眼欲穿呐！盼着、
盼着，有风吹过来了，但那阵风强了一点，把那片载着雨滴
的云吹了过去，吹到另一片土地上。我恨过，恨我不能一下
子跳到天上，死死地揪住那片云，求它给我一滴雨。那是什
么样的痴心妄想！我终于明白，这妄想如同想要拔着自己的
头发离开大地。于是，我不再妄想，我只能在我赖以生存的
这块土地上，寻找泉水。

没有充分地准备，便急促地上路了。历过的艰辛自不必说它。
要说的是找到了水源，才发现没有带上盛它的容器。仅仅是
因为过于简单和过于发热的头脑，发生过多少次完全可以避
免的惨痛的过失——真的，那并非不能，让人真正痛心的是



在这里：并非不能。我顿足，我懊悔，我哭泣，恨不得把自
己撕成碎片。有什么用呢？再重新开始吧，这样浅显的经验
却需要比别人付出加倍的代价来记取。不应该怨天尤人，会
有一个时辰，留给我检点自己！

我眼睁睁地看过，在无情的冰雹下，我那刚刚灌浆、远远没
有长成的谷穗，在细弱的稻杆上摇摇摆摆地挣扎，却无力挣
脱生养它，却又牢牢地锁住它的大地，永远没有尝受过成熟
是什么一种滋味，便夭折了。

我曾张开我的双臂，愿将我全身的皮肉，碾成一张大幕，为
我的青苗遮挡狂风、暴雨、冰雹……善良过份，就会变成糊
涂和愚昧。厄运只能将弱者淘汰，即使为它挡过这次灾难，
它也会在另一次灾难里沉没。而强者会留下，继续走完自己
的路。

秋天，我和别人一样收获。望着我那干瘪的谷粒，心里有一
种又酸又苦的欢乐。但我并不因我的谷粒比别人干瘪便灰心
或丧气。我把它们捧在手里，紧紧地贴近心窝，仿佛那是新
诞生的一个自我。

富有而善良的邻人，感叹我收获的微少，我却疯人一样地大
笑。在这笑声里，我知道我已成熟。我已有了一种特别的量
具，它不量谷物只量感受。我的邻人不知和谷物同时收获的
还有人生。我已经爱过，恨过，欢笑过，哭泣过，体味过，
彻悟过……细细想来，便知晴日多于阴雨，收获多于劳作。
只要我认真地活过，无愧地付出过。人们将无权耻笑我是入
不敷出的傻瓜，也不必用他的尺度来衡量我值得或是不值得。

到了冬日，那生命的黄昏，难道就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只是
隔着窗子，看飘落的雪花，落漠的田野。或是数点那光秃的
树枝上的寒鸦？不，我还可以在炉子里加上几块木柴，使屋
子更加温暖；我将冷静地检点自己：我为什么失败，我做错
过什么，我欠过别人什么……但愿只是别人欠我，那最后的



日子，便会心安得多！

再没有可能纠正已经成为往事的过错。一个生命不可能再有
一次四季。未来的四季将属于另一个新的生命。

但我还是有事情好做，我将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人们无聊的
时候，不妨读来解闷，怀恨我的人，也可以幸灾乐祸地骂声：
活该！聪明的人也许会说这是多余；刻薄的人也许会敷衍出
一把利剑，将我一条条地切割。但我相信，多数人将会理解。
他们将会公正地判断我曾做过的一切。

在生命的黄昏里，哀叹和寂寞的，将不会是我！

概述人生四季的象征意义，谈谈作者的人生信念和人生态度。

人生的春季是生活艰辛但仍充满希望；夏天是历经磨难仍不
放弃；秋天是感悟收获但不后悔；冬天是人生黄昏仍老有所
为。/春季，播种希望；夏天，战胜磨难；秋天，感悟收获；
冬天，发挥余热。

从文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执着追求的人生信念和永不退缩的人
生态度。

附：

伊瓦什凯维奇简介（1894—1980）波兰诗人、小说家、剧作
家。出身于乌克兰农村一个爱国家庭，1912至1918年在基辅
一所大学学习法律和音乐。1919年发表第一部诗集，同时在
华沙和杜维姆、斯沃尼姆斯基等组织“斯卡曼德尔”诗
社。1927至1932年在外交部门工作，曾游历意大利、法国、
西班牙等国。这期间发表的诗集《白天的书和黑夜的书》
（1929）、《回到欧洲》(1931)、《1932年的夏天》(1933)
等记述了诗人游历国外的各种感受，同时表达了作者的艺术
观。长篇历史小说《红色的盾牌》(1934)以波兰11世纪社会



为背景。剧本《诺汉特之夏》（1936）、《假面舞
会》(1939)分别写肖邦和普希金的生平。他战前的作品常表
现出孤独感，以普通人的遭遇来反映时代的面貌，有时流露
出悲观主义情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波兰议会议员、保卫和平者委员会主
席和作协主席。他的诗集《另外的生活》(1938)、《奥林匹
克颂》(1948)揭露德国法西斯屠杀各国人民的罪行。《秋天
的辫子及其他诗歌》(1954)、《阴暗的小道》（1957）、
《明天收割节》（1963）、《一整年》(1967)等，表现了诗
人对祖国、生活、大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热爱之情。中短
篇小说集以《新的爱情及其他短篇小说》(1946)、《老砖瓦
厂》(1946)、《意大利短篇小说》(1947)、《1918至1953年
短篇小说集》(1954)、《菖蒲及其他短篇小说》（1960）、
《关于狗、猫和魔鬼》(1968)等写得较为成功。中篇小说
《圣女约安娜》(1943)描写17世纪波兰修道院的生活，1961
年被改编成电影。长篇小说《荣誉和赞扬》(1956～1962)描
写波兰贵族地主和其他阶层人物的命运，反映了第一次世界
大战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波兰的生活。此外还著有关于
肖邦和巴赫的评传等。他的作品语言朴质、流畅，情节引人
入胜，心理描写细致入微。他曾三次获得波兰国家文学奖一
等奖，1969年获得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授予的约里奥－居里
金质奖章，1970年获列宁奖金。

幼儿园教案草莓课件篇四

一、组织教学：

播放欢快的音乐，创设良好的音乐氛围。（背景音乐《摘草
莓》伴奏乐）

二、导入新课：

可是就有这样一位小姑娘，有一竹篮草莓，她却没有吃，这



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段动画.

三、讲授新课：

1、播放《摘草莓》flash动画。

大家知道答案了吗？（小姑娘把自己摘到的草莓送给了军属
老奶奶）

2、复听：看歌谱

同学们可以用手拍腿、拍肩膀，用脚轻轻跺跺地面、~~~~来
为歌曲打节奏。

3、三听，刚才我看到好多同学都要忍不住唱出来了，不过不
要着急，我们先来模唱一遍(想用什么词来模唱就用什么词);
好,我们唱得再整齐一些,用“la”来一起唱一遍。

5、她读得真棒，我的嗓子都痒痒了，大家想不想听一听我来
唱一唱？要求同学们听的时候，概括一下这2段歌词分别说了
些什么？学生概括：草莓的样子美、小姑娘的心灵美。（教
师范唱），掌声鼓励一下吧！

6、刚才我看到好多同学都跃跃欲试，想一展歌喉，来，我们
跟琴把歌词唱一遍。唱完之后，告诉我你觉得哪些地方比较
难唱，我们一起来解决。（学生跟琴唱，找难点）

四、解决难点：

1、哟喂：八分休止符可以用手轻轻的拍一下桌子。

2、前倚音：让声音舒展开，加、不加的效果，通过对比来让
学生进行比较哪个好听。



3、结束句高音：大家可以试着微笑着来演唱。

难点都被我们一一克服了，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好象缺点什
么？

五、歌曲情绪处理：

1、前12小节要唱得轻快、欢跃。风儿轻轻吹、彩蝶翩翩飞，
小姑娘迈着轻盈的步伐上山摘草莓，一串串的红草莓像玛瑙
一样十分诱人，她的心情肯定非常高兴，我们就用这种情绪
来唱一下前12小节。

2、哟喂，这时候就好象是小姑娘在摘草莓，看见这个草莓，
又红又大，看看那个草莓，又新鲜又水灵，满眼的草莓个个
赛玛瑙，那个喜呀那个乐呀，同学们带着这种感觉来唱一下。

3、第二段说的是小姑娘把自己摘的草莓送给了军属老奶奶，
大家说，当你帮助别人做了一件好事，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高兴~~~~）那么在演唱时，我们就要把这种由外到内的高
兴劲用歌声表达出来。试一试。

4、最后一句结束句，出现了换气符号，速度渐慢，为后面的
高音打下基础。充分赞扬了小姑娘美好的心灵。声音要舒展，
微笑着，放开声音来唱。试一试。

六、歌曲表演：

歌曲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完成了，下面，我们也该活动
活动了。我们把同学们分成三个小组，每个小组派出1名同学，
来把这首歌曲表演一下，扮演小姑娘，（每名学生都戴有头
饰）你们都有漂亮的'头饰，那我扮演谁啊？（军属老奶奶）
开始准备吧。（分发道具）

七、歌曲拓展：



歌曲当中的小姑娘把草莓送给了军属老奶奶，那么，如果是
你的话，你会送给谁呢？（走到学生中间询问）谁能自己创
编歌词唱一唱？（1~~2名学生演唱）他们唱得真棒！

相信大家都是有爱心、有孝心的好学生！非常高兴与同学们
度过了一堂愉快的音乐课，就让我们在这优美的旋律当中结
束这节课，同学们再见！

幼儿园教案草莓课件篇五

1、想一想。说一说。

先利用以有的经验估一估，再算一算。

（1）看图说图意。

（2）指名汇报。

（3）怎样列式？

（4）估一估，每盘放几个，你是怎样估计的？

2、试一试，算一算。

在估一估的基础上掌握试商方法。

（1）说一说你是怎样估一估的。

（2）想一想你估计的对不对，讲给你的同桌听。

（3）议一议：为什么商是6？

学中做

1、试一试。



完成第4页的试一试。

2、练一练。

（1）完成第5页的第1题。

（2）完成第5页的第2题。

（3）完成第5页的第3、4、5题。

幼儿园教案草莓课件篇六

一、练声。

“孩子们，让我们先来亮一亮咱们的嗓子吧!”

二、学习歌曲。

1、欣赏教师范唱，了解歌曲与内容。

“今天，有位小姑娘，她也要上山摘草莓，我们一起来听一
听。”

“好听吗?”“这首歌曲比较轻快，非常的好听。歌曲的名字
就叫《摘草莓》。”出示背景图。

2、再次欣赏教师范唱。

“再来仔细地听一听，听听歌曲里唱了什么?”

根据孩子的回答，取出大图谱，放于黑板。

3、摆放图谱。

“谁来把这些图谱根据歌曲摆一摆?”摆得对不对呢?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

4、看图完整演唱第一声部，将歌词与图谱匹配。

“让我们看着图谱跟着老师轻轻地来唱一唱。”

三、练习两个声部。

1、讨论、了解第二声部演唱的位置。

“老师这儿还有一些小图谱，为了使歌曲更好听，我们还要
在歌曲里加入小图谱，放在哪儿呢?”

“不仅要唱大图谱，还要唱小图谱，小图谱怎么唱呢?”

2、教师唱第一声部，并用体态提示幼儿演唱第二声部。

“我们来试一试唱这首歌，你们唱大图谱，我来唱小图
谱。”

3、将幼儿分成两个声部演唱2——3遍。

“在唱歌的时候，我们要一边唱歌，一边听别人的声音，和
别人的声音和谐一致就好听了。”

四、活动结束。

“我们把这么好听的歌去唱给弟弟妹妹们听听吧!”

幼儿园教案草莓课件篇七

活动意图：

?草莓田里的小老鼠》讲述了小老鼠在草莓田里邀请小蜗牛、
小蚂蚱、小蝴蝶、小青蛙等小动物品尝草莓而发生的一系列



慷慨助人的温馨故事。故事中小老鼠把小草莓化身为快艇、
足球、草莓伞、草莓火炬、草莓铃铛、草莓心、草莓笔，生
动、有趣的形象极大地丰富了幼儿的想象，同时句式相同的
人物对话，还为幼儿提供了讲述故事的可能。活动中我使用
交互式电子白板播放ppt、拖动动物图片操作图表，让幼儿借
助情节记录表理解故事内容、讲述故事，幼儿在自主、生动、
活泼地参与活动的同时习得了借助图表学习的能力。

活动目标：

1.尝试借助图表理解故事内容，学说人物对话。

2．尝试通过拖动图片大胆地讲述故事。

3．体验朋友间慷慨带来的快乐。

活动准备：

白板、多媒体课件（含故事情节记录表）、小老鼠手偶。

活动过程：

一、倾听故事，初步感知故事内容。

1．手偶激趣，猜测故事内容。

2．连续观察多幅画面，猜测故事情节。

师（播放ppt）：我们连着看这四幅图，就明白了。小老鼠又招
呼了谁来尝尝它的草莓？他们又是怎么说的？小老鼠又是怎
么做的呢？（小蜗牛、小蚂蚱、小蝴蝶、小青蛙；会……）

3.完整倾听老师讲故事并讨论，感知故事内容。



（1）师：小老鼠都邀请谁品尝它的草莓？他们是怎么说的？
小老鼠又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一起听故事。

（2）教师边播放ppt边讲故事。

（3）幼儿根据倾听到的信息展开讨论，教师进行引导。

二、动手操作，借情节表感知故事情节和人物对话。

1．尝试拖动图片，完成故事情节记录表。

师：老师这里有一些图片，谁来边拖动图片，边讲讲这个故
事呢？

故事情节记录表

小老鼠请谁尝草莓？

他们要做什么？

小老鼠怎么做的？

小蜗牛

过河

草莓快艇

小蚂蚱

踢足球

草莓足球

小蝴蝶



躲雨

草莓伞

小青蛙

传火炬

草莓火炬

小昆虫

学校

草莓铃铛

稻草人

孤独

草莓心

小青虫

听故事

草莓笔

2．观看故事情节记录表，学说人物对话。

小蜗牛是怎么说的呀？你觉得小老鼠会有什么办法呢？

小蚂蚱要干什么？小老鼠是怎么做的？如果是你，你会怎么
做？小蚂蚱又踢足球了吗？



小蝴蝶遇到什么事情了？如果你是小老鼠，你会怎么做？小
老鼠怎么做的？

小青蛙匆匆忙忙在干嘛？小老鼠是怎么做的呢？

小老鼠在一座刚刚建好的昆虫学校，小老鼠做了一件什么事
情呢？

这是什么？稻草人回答小老鼠了吗？为什么？小老鼠会怎么
做呢？

到了晚上，好朋友们一起聚到小老鼠的草莓田里，小青虫得
到了什么？

3．小结

三、完整欣赏，升华故事情感。

1．师：小朋友们自己绘制了这张故事情节表，我们一起来讲
讲这个故事吧。

2．引导幼儿讨论：现在，你觉得这是一只什么样的老鼠呢？

活动延伸：

1．故事表演：小朋友们，你喜欢这只慷慨的小老鼠吗？那我
们一起来制作故事中需要的道具，然后来演一演这个故事吧！

2．故事续编：引导通过替换动物进行故事续编或绘制故事图
书。

幼儿园教案草莓课件篇八

1、理解故事内容，感受小刺猬和好朋友分享草莓的快乐心情。



2、懂得好吃的东西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

理解故事内容，乐意用语言表述自己对故事的理解。

懂得好吃的东西要与好朋友一起分享。

一、故事导入谜语："小小刺儿身上长，背上果子满山跑"今
天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四只小刺猬的故事，这四只小
刺猬分别叫：小一、小二、小三、小四。

二、教师出示挂图讲述故事。

小一吃了一颗草莓，是什么味道的？

它正想吃第二颗时，想到了什么？它是怎么做的？

小刺猬们身上的草莓都是给谁吃的？

提问：为什么它们觉得这颗草莓特别甜、特别美味呢？

三、教师播放故事录音。

讨论：你们喜欢这四只小刺猬吗？为什么？

教师总结：我也喜欢这四只小刺猬，这四只小刺猬真是太友
好了，他们不仅一起玩，还能一起分享好吃的。

四、分享活动请小朋友表演小刺猬分享草莓。

《草莓甜蜜蜜》这个有趣的文学作品，正是讲述了朋友之间
的友谊。引导幼儿融入到故事的情景中，懂得“什么是好朋
友”、“有朋友真好”。小班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虽然有限，
但是他们的语言表现欲往往表现得很强。本活动的内容比较
适合小班年龄特点，同时也抓住了幼儿的兴趣点，因为小班
孩子都比较喜欢小动物，以动物形式进行拟人话，懂得好吃



的东西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不吃独食。当我提问：“为什
么他们觉得这颗草莓特别甜、特别美呢?”孩子其实已经理解
了其中的意思，但是由于他们不会用完整的话语描述它、表
达它，从而不能很好地讲述。有些时候他们理解的东西老师
应该以鼓励和引导的方式帮助幼儿理解，从而逐步提高他们
的语言表达能力。在这个语言活动中，我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在以后的活动中，我们教师特别是新教师，要“先思而后言、
先思而后行”!在以后的活动中要保持比这样更好的教育成果，
需要对每节活动都要做到课前课后认真分析思考，《纲要》
中指出好的要继续保留，不好的要及时改正，这样在以后的
教学活动中有进一步好的反思点，同时也让我对孩子的年龄
特点和能力有更多的了解。

幼儿园教案草莓课件篇九

1、欣赏、理解故事内容，感受小刺猬和好朋友分享草莓的快
乐心情。

2、懂得好吃的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

3、引导幼儿细致观察画面，积发幼儿的想象力。

4、喜欢并尝试创编故事结尾，并乐意和同伴一起学编。

欣赏故事，理解故事内容

感受小刺猬和好朋友分享草莓的快乐心情

1、草莓甜蜜蜜的挂图;

2、刺猬头像;草莓图片若干。

3、轻音乐、电脑



一、出示头饰，引出故事。

师：它是谁?(刺猬)它长得怎么样?

提问：故事里有几只刺猬，它们叫什么名字?

二、出示挂图，讲述故事。

1、出示挂图1。

小一出去了，发现了什么?有几颗?这些草莓是什么样的?

小一吃了一颗草莓，是什么味道的?

它正想吃第二颗时，想到了什么?它是怎么做的?

2、出示挂图2。

小二也出去了，它发现了几颗草莓?它又是怎么做的?

3、出示挂图3

太阳出来了，四个小刺猬身上都背了什么?有几颗?

猜一猜，小刺猬们身上的草莓都是给谁吃的?

4、出示挂图4

想一想，小刺猬们还吃了谁给它们的草莓?

为什么觉得这颗草莓特别甜，特别美呢?

三、欣赏故事，理解内容。

播放轻音乐，教师完整讲述故事。



四、情境表演，角色体验。

分组进行角色表演，进一步理解故事内容，加深幼儿记忆。

《草莓甜蜜蜜》这个有趣的文学作品，正是讲述了朋友之间
的友谊。引导幼儿融入到故事的情景中，懂得“什么是好朋
友”、“有朋友真好”。小班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虽然有限，
但是他们的语言表现欲往往表现得很强。本活动的内容比较
适合小班年龄特点，同时也抓住了幼儿的兴趣点，因为小班
孩子都比较喜欢小动物，以动物形式进行拟人话，懂得好吃
的东西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不吃独食。当我提问：“为什
么他们觉得这颗草莓特别甜、特别美呢?”孩子其实已经理解
了其中的意思，但是由于他们不会用完整的话语描述它、表
达它，从而不能很好地讲述。有些时候他们理解的东西老师
应该以鼓励和引导的方式帮助幼儿理解，从而逐步提高他们
的语言表达能力。在这个语言活动中，我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在以后的'活动中，我们教师特别是新教师，要“先思而后言、
先思而后行”!在以后的活动中要保持比这样更好的教育成果，
需要对每节活动都要做到课前课后认真分析思考，《纲要》
中指出好的要继续保留，不好的要及时改正，这样在以后的
教学活动中有进一步好的反思点，同时也让我对孩子的年龄
特点和能力有更多的了解。

幼儿园教案草莓课件篇十

1、图谱与歌曲的结合。

在活动前，我准备了背景图、大图谱以及小图谱，活动中，
我先利用大图谱来学习歌曲的第一声部，在用小图谱来学习
歌曲的第二声部，吸引、调动孩子来参与活动，并通过摆一
摆、看一看，使孩子们从中理解了歌词，记忆了歌曲。

2、动作与歌曲的结合。



由于孩子是初次尝试演唱两声部的歌曲，对于第二声部的切
入，孩子们不能很好地把握节奏，所以在活动中我利用肢体
动作来提示孩子，被分成两部分的孩子看了指挥就能很好地
演唱歌曲了。

3、活动流程层层递进，过渡流畅。

用《摘苹果》的曲调来唱《摘草莓》练声，从两声部练声到
学习新歌，再加入第二声部，环节层层递进、环环相扣。

过渡时，紧接练声时的情景衔接道：“有位小姑娘，她也要
上山摘草莓”来引出新歌，引出老师的范唱。在出示大图谱
时，由于每张大图谱上有两句歌词，所以范唱完让孩子说，
当孩子说出一句的时候，我会追问与之一起的另一句，“除
了风轻轻吹，还有什么在飞?”“什么在风中飘香味?”“一
颗颗红草莓好象什么?唱了几次?”等等语句组织得很自然、
流畅。

当然，“有完美的教案，没有完美的课堂。”课堂是活的，
总会存在一些不足，或者说有些地方可以上得更好。在这个
活动中，让孩子摆大图谱的.时间控制得再短一点，再紧凑一
些，在请两三个孩子摆完后，我就可以清唱来纠正孩子摆放
的对错与否。

幼儿园教案草莓课件篇十一

1、感受歌曲轻快的情绪，初步学习用两个声部进行演唱歌曲。

2、在图谱的帮助下演唱歌曲。

3、积极参与活动，体验歌唱活动的快乐。

4、通过学唱歌曲，体验歌曲的氛围。



5、能唱准曲调，吐字清晰，并能大胆的在集体面前演唱。

幼儿园教案草莓课件篇十二

在有余数除法里，余数一定要比（）小。

二、探索新知

1、探究试商方法。

（1）课件显示p8“分草莓”的画面，让学生理解题意。

（2）55个草莓平均放在8个盘子里，每个盘子里可以放几个？
还剩几个？

列算式：55÷8

（3）让学生估算每盘大约放几个。

小组讨论：怎么判断估计得对不对。

8×7=56比55大；8×6=48比55小。所有商6。

（4）思考：：如果商是5可以吗？

如果商是5，则会出现余数比除数大的情况，所有商不能是5，
更不能是比5小的数。

（5）讨论：怎样估计两数相除所得的商？

可以利用乘法口诀，两数相乘的积要最接近被除数，但又要
比被除数小。

（6）计算有余数除法的四个步骤：一商，二乘，三减，四比。



2、填空：p4“试一试”。（订正时可以让学生口述思路过程。）

三、巩固练习

p5“练一练”的第1~5题。

四、总结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