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蜗牛的教案及反思 小班小蜗牛
教案(精选7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优秀的教案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
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小班蜗牛的教案及反思篇一

1、学习用分割的方法装饰蜗牛螺旋形的壳。

2、学会用漂亮的彩笔以及简单的点、线、圈等花纹装饰蜗牛。

3、感知分割装饰的风格，产生关爱小动物的情感。

4、培养幼儿与他人分享合作的社会品质及关心他人的情感。

1、范画一张。

2、彩色笔人手一盒。

一、听谜面，引起幼儿兴趣

1、教师：名字叫做牛，不会拉犁头，说它力气小，背着房子
走。

2、你知道它是什么动物吗?

二、欣赏范画，学习用分割的方法给蜗牛壳装饰花纹。

1、出示范例，建议教师这样引导

(1)小朋友，小蜗牛的房子漂亮吗?



(2)怎样才能使小蜗牛有一个美丽漂亮的房子呢?

(3)请你说说：画面上蜗牛的壳是什么形状的?

(4)你知道怎样打扮小蜗牛的房子吗?

2、引导并启发幼儿想出用线条分割法螺旋形切割成若干块，
再用圆、点、线或简单的图形在每一个空格中装饰各种图案
或花纹。

三、交代绘画要求，幼儿作画，教师巡回指导。

鼓励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艳丽的色彩给蜗牛房子和长长的身
体涂色。

四、展示幼儿作品，结束活动。

表扬大胆作画的幼儿，对大胆分割图形，认真装饰画面和色
彩和谐的作品给予赞赏，引导幼儿看一看，比一比，谁的蜗
牛房子最漂亮。

1、幼儿在愉快的'氛围中制作出各种各样的拖鞋，有些动手
能力稍弱的幼儿在同伴的积极帮助下也完成了作品，促进了
幼儿之间的交往。

2、幼儿运用自己喜欢的材料、自己喜欢的拖鞋样式制作出了
样式各异的拖鞋，发展了幼儿的创造力及动手能力。

3、让幼儿找朋友交换拖鞋穿着玩是幼儿最高兴的时候，不仅
让幼儿以游戏的方式高兴地玩耍，幼儿还欣赏到了同伴的作
品。



小班蜗牛的教案及反思篇二

情感目标：欣赏童话故事，产生积极好学，为大家服务的美
好愿望。

技能目标：能用完整连贯的语言表达自己对故事的理解。

知识目标：了解通讯工具，对通讯工具感兴趣，扩展想象力。

1、谜语：叮铃铃，叮铃铃，一头说话一头听。俩人不见面，
说话听得清。（电话）

2、电话、信的图片，牵牛花与话筒的对比图，牵牛花藤与电
话线的对比图。（ppt）

3、《蜗牛城的故事》故事动画。

（一）导入部分，猜谜语，出示图片，回答预设问题。谜语：
叮铃铃，叮铃铃，一头说话一头听。俩人不见面，说话听得
清。（电话）请幼儿猜谜语，同时出示电话及信封图片。（ppt）
提问：图片上有什么？我们用它们能做什么？电话和信都是
通讯工具，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在一个城里住着的都是蜗
牛，我们一起去看看它们是怎样联系的。

（二）基本部分，完整欣赏故事——分段理解故事

2、分段听故事，理解故事，体会帮助别人的快乐。欣赏第一
段故事（从开头到“蜗牛们常常会吵架”）并提问：

a、刚开始的蜗牛城是什么样子？居民用什么联系？

b、谁能告诉我它们用信联系时发生了什么事？

c、它们总是因为时间过的快而吵架，真是时间过的快吗？



欣赏第二段故事（从“后来一个聪明的蜗牛姑娘”到结束）
并提问：

a、蜗牛城里是谁发明了电话？

b、那个电话是用什么做的'？牵牛花是怎么来的？它是在哪里
得到的牵牛花的种子？怎么种出来的？牵牛花的花像什么？
藤像什么？（同时出示牵牛花与话筒的对比图及牵牛花藤与
电话线的对比图）（ppt）

c、有了电话以后蜗牛城居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什么
事都不耽误了）

d、那个发明牵牛花电话的蜗牛姑娘，每天都忙着在总机接电
话，它快乐吗？为什么？

小班蜗牛的教案及反思篇三

1、学习用卷的技能做蜗牛，学会使用辅助材料。

2、引导幼儿初步学习看示范图。

3、激发幼儿喜欢小动物的情感，感受泥工活动的乐趣。

课件、图谱、音乐、布置场景、橡皮泥、美工板

(一)活动导入

1、教师出示“海绵宝宝”，提问：宝宝，你们看，谁来
啦?”

2、海绵宝宝有个好朋友，它是谁呀?小蜗牛长什么样子呀?海
绵宝宝说：小蜗牛今天要去参加“蜗牛跑步比赛”呢!



3、跑步比赛?我也要请我的小蜗牛参加。教师出示“蜗牛”，
宝宝，你们看，我

的小蜗牛是用什么做的呀?那是怎么做的呢?宝宝，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

(二)示范讲解

1、教师出示图谱一、二，有意识地指画箭头

提问：这是一块橡皮泥，怎样把它变成长长的呢?(教师示范
搓：搓，搓，搓一搓;搓，搓，搓一搓;身体变得长长的)

2、教师出示图谱三，有意识地指画箭头

提问：长长的身体怎样变成卷卷的呢?(教师示范卷：卷，卷，
卷一卷;卷，卷，卷一卷;身体变得卷卷的)

3、教师出示图谱四，有意识地指画箭头

提问：怎样把它变成蜗牛呢?(教师示范添上眼睛和触角：小
绿豆点一点，小绿豆点一点，蜗牛眼睛做好啦;小牙签，戳一
戳，小牙签，戳一戳，蜗牛触角做好啦;我请蜗牛去比赛!)

(三)幼儿操作，教师指导

1、提出要求：老师给你们准备了两份材料：这边是长长的橡
皮泥，这边的橡皮泥需要宝宝搓成长长的，老师还给你们准
备了小绿豆和小牙签。宝宝，快来做小蜗牛吧，好参加蜗牛
比赛呀!

2、幼儿操作，教师拍照、指导

(四)教师讲评



(五)结束活动，播放课件

宝宝你们看，蜗牛比赛开始啦!我们快带着小蜗牛去比赛吧!

小班蜗牛的教案及反思篇四

1、能大胆地用蜡染的方法表现蜗牛赛跑的情景。

2、体验美术活动和成功的乐趣。

3、体验运用不同方式与同伴合作作画的乐趣。

4、进一步学习在指定的范围内均匀地进行美术活动。

5、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

每人一张白纸、绿色预料、白色油画棒、范例。

1、直接引出课题

小朋友，今天老师带来了一幅画，看看，画的是什么?

2、出示范例(课前用油画棒画好画面)

呀!怎么看不清楚，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看得清楚些?对，用
蜡染的`方法。

3、操作演示并讲解

画笔在预料中蘸些，然后在旁边刮一刮。在纸上从上到下慢
慢得一层一层涂下来。

4、幼儿作业

动手画蜗牛赛跑时的各种情景。



5、巡回指导

提醒幼儿要大胆用力，涂色时预料不要太湿。

6、分享作品

将幼儿的作品放在桌上，供幼儿互相观看和交流。

在这次活动中幼儿对蜡染有了初步的感受，同时也体验到了
成功的快乐，树立了信心。教师始终以组织者、引导者、合
作者的角色出现，注意培养幼儿动手操作能力和创作能力的
培养，同时也对幼儿进行了审美教育。

小班蜗牛的教案及反思篇五

1、学习用螺旋线表现出蜗牛的基本特征。

2、鼓励幼儿大胆作画，并能丰富画面。

3、在创作时体验色彩和图案对称带来的均衡美感。

4、大胆尝试绘画，并用对称的方法进行装饰。

5、培养幼儿的欣赏能力。

1、图片：蜗牛。

2、幼儿用画纸，蜡笔。

1、出示蜗牛图片，引起幼儿兴趣。

教师：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一张很有趣的图片，上面有小朋友
最喜欢的小动物，你没看!

图片上的小动物是什么



仔细看看蜗牛的身子是什么样子的?

引导幼儿观察蜗牛壳的外形特征。

2、理解“螺旋线”

教师边讲边做动作：蜗牛小时候也很小的，后来它一点一点
长大，背上的壳也一圈一圈越长越大，后来就长成了一只大
蜗牛。

教师：你们说蜗牛的身子是怎样长大的呢?

引导幼儿做书空练习。

3、幼儿绘画，教师辅导。

教师：可爱的小蜗牛画好以后，再给小蜗牛布置一个漂亮的
家好不好?

想一想，怎样才能把小蜗牛的家布置的'漂亮一些呢?

启发幼儿可添上些花、草。

绘画要求

用好看的颜色给蜗牛画出螺旋形的背壳，将蜗牛画大。

引导幼儿多画一些蜗牛，并能丰富画面。

4、展示幼儿作品，集体欣赏。

孩子们对今天的这个绘画技法还是比较熟悉。在讲解示范环
节我将重点放在了怎么样将螺旋线在小蜗牛的背上完美的布
局，引导孩子们要画的饱满，并尽可能的使线与线之间的距
离均等一些。从孩子们的操作上看，还是把握的不错的，基



本上小蜗牛的壳都能撑得满满的。

小班蜗牛的教案及反思篇六

1、会运用搓长、由内向外盘的技能用油泥来制作蜗牛。

2、有喜欢小动物、爱护小动物的情感。

1、彩色油泥、泥工板每人一份，火柴头、红豆若干。

2、背景图：蜗牛的家。

3、视频转换仪、电视机。

由内向外盘的技能用油泥来制作蜗牛。

由内向外盘的技能用油泥来制作蜗牛。、

一、看老师变，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初步了解蜗牛的'制作
过程。

1、先出示长条的彩泥，猜猜这像什么动物?

2、老师从一头开始卷，要卷得紧一点。卷呀卷，猜猜这又像
什么动物呢?

3、对了，这是蜗牛，这是蜗牛的身体，这是它的壳。最后用
火柴插在小蜗牛的头部做触角，用红豆做眼睛。蜗牛就做好
了。

二、幼儿讨论制作方法，进一步了解制作步骤。

1、这个蜗牛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刚才老师是怎么做出来
的?(幼儿讨论并回答)



2、教师根据幼儿说的再进行示范制作。(教师制作，带幼儿
空手练习一次。)

三、幼儿操作，教师指导能力比较弱的幼儿。

提醒幼儿把彩泥搓长，从一头开始卷，要卷得紧一点。最后
在头上可以用火柴做小蜗牛的触角，用红豆做眼睛。

四、游戏：蜗牛搬家，渗透幼儿保护动物的情感。

1、你知道小蜗牛喜欢生活在哪里吗?

2、出示草地背景图，告诉幼儿：小蜗牛喜欢潮湿的环境，所
以能在花丛中看到它。

小班蜗牛的教案及反思篇七

1、通过阅读，了解故事内容，知道蜗牛吃什么颜色的东西就
会变成什么颜色的蜗牛。

2、乐意学说故事中的短句，并根据已有的`经验，初步尝试
仿编故事情节。

3、在看看、说说、玩玩的过程中体验阅读活动的快乐。

蜗牛图片，变色蜗牛大图书，青菜、梨子、草莓等图片若干

一、出示小蜗牛图，导入活动。

（出示蜗牛的图片）

师：（出示小蜗牛图）看，原来是一只小蜗牛慢慢吞吞地爬
过来了。你会像小蜗牛一样慢慢吞吞地爬吗？我们一起来学
一学。



师：小蜗牛“啊呜啊呜”的吃了起来，我们一起来学学！

师：小蜗牛吃完了绿色的树叶会变成什么颜色的蜗牛呢？

师：蜗牛吃了绿叶变成了绿蜗牛。

（教师逐一出示图片讲述故事并提问）

重点：引导幼儿初步理解故事内容，并学说短句。

二、我是小蜗牛

1、师：小蜗牛爬呀爬，它要带我们一起去找好东西吃，你们
想去吗？

那赶快变成小蜗牛吧！（从小房子里把蜗牛请出来自己戴好）

老师也变成了蜗牛，我是蜗牛妈妈，你们是蜗牛宝宝。蜗牛
宝宝们，请你们去找一样好吃的东西带回家尝一尝吧！（跟
着妈妈一起出发吧！）

2、幼儿自由找东西

3、师：你们看蜗牛妈妈找了一样什么好吃的东西？

你吃了什么？变成了什么颜色的蜗牛？（学说短句）

重点：引导幼儿扮演小蜗牛在游戏中练习学说短句。

三、阅读图书

（出示大图书，教师讲述故事）

师：这么有趣的事情连起来就是一本有趣的故事书，我们给
它起个好听的名字，书名叫《变色的蜗牛》。



重点：引导幼儿一边阅读图书，一边提问：蜗牛吃了xx变成x
蜗牛

四、延伸环节

师：那小蜗牛还会吃到什么颜色的东西呢？它又会变成什么
颜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