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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兔子分萝卜》故事讲述的是小兔
子们想要得到萝卜，但大家互不相让，
你争我抢，乱作一团。最后终于找到
了分萝卜的好办法。故事中的老爷爷
慈眉善目，从他担忧的表情、惊喜的
神态，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充
满爱心的老人。小兔子的形象天真可
爱，就像一群刚刚融入群体的孩子们。
他们视乎只知道快乐地拥有，却不懂
得顾及他人，不懂的分享与谦让，这
正是生活中小班年龄阶段大多

数孩子的真实写照。
故事中的画面色彩主要以

白色为背景，很好的凸显出了
这是一个发生在寒冬的故事。
整个画面除了以白色以外，还
运用了红色与咖啡色这两种主
色调，分别显现萝卜和深山的

景物让人一目了然。

故事的构图简单而清新，通篇
以彩色铅笔勾画出人物的造型。
画面充满童趣，很符合小班幼

儿的阅读、欣赏特点。



知识目标

阅读画面，理解
故事内容。知道
故事的名称、角
色、和故事的主
要情节。

情感目标

初步理解故事中蕴
含的教育内涵：学
会谦让和感恩。

培养幼儿阅读的
兴趣，愿意用简
短的语言大胆表
达小兔子分萝卜

的过程。

能力目标



根据小班幼儿语言发展的实际水平、年龄特点确定本活动的目标为以

下几点：

1 、根据小班幼儿的认知水平和心理发展特点。3至4岁的幼儿理解能

力还很肤浅，注意力往往受兴趣的影响和支配，有意注意初步得到发
展，所以需要教师利用各种教学手段，恰当、巧妙地引导幼儿理解故

事内容，还要注重培养幼儿认真倾听的习惯。

2 、现在绝大多数幼儿都是独生子女，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规则意

识比较模糊，不懂得去关心别人，向幼儿进行规则意识和情感教育教
育也显得尤为重要。

3 、《新纲要》在语言领域中提出：“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创设一

个能使他们想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
以及要“鼓励幼儿大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发展幼儿语
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根据这一目标和要求，结合小班幼儿年龄
特点和语言发展水平，由此制定了情感、能力、认知三方面的教学目

标。



教学原则：
本次教学活动遵循“三个原则” ：

一、是“教师主导、幼儿主体，以问题的引导
为主线”的原则。

二、是“教师在前、幼儿在后”的教学原则，
既当幼儿积极主动的投入到学习过程时，教师
要观察了解幼儿的学习行为进行分析和施加影
响。

三、是“同时进行原则”，即在教学活动中，
要同时顾及兴趣，态度和行为的培养，既有明
确的重点，又相互渗透。



阅读画面，愿
意用简短的语
言大胆猜测、
表达小兔子分
萝卜的过程。

理解故事中
蕴含的教育
内涵：学会
谦让和感恩。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符合故事情节
发展，动画形象生动有趣，
能激发幼儿的兴趣，吸引幼
儿注意力。



教法：

托尔斯泰指出：“成功的教学需要不是强制，
而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不是为了教
而教，而是应采用恰当的教学方法。

教育心理学认为“学习者同时开放多个感知
通道，比如开放一个感知通道，能更准确有效
地掌握学习对象。”根据幼儿的学习情况，以
及教学要求，本次活动会运用观察法、猜测法、
提问法、讲述法等教学方法。



学法：

遵循幼儿学习的规律和幼儿的年
龄特点，在《纲要》新理念的指
导下，整个学习活动，始终以幼
儿为主体，遵循由浅入深的教学
原则，幼儿在看、听、想、说、
玩的轻松气氛中掌握活动氛围。



一 、导入部分：激发学习兴趣，引出故事主题
1、这是在什么季节？画面上有什么？
2、谁最爱吃胡萝卜？（引出书名：小兔子分萝卜）
3、出示封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听一个发生在冬天里关于小兔子分萝卜的故事。

二、倾听故事，理解故事内容
1、出示第2~9页
（1）老爷爷给小兔子送来了什么？
（2）小兔们表现的怎样？（观察画面，引导幼儿说出小兔看见萝卜后的动作，
模仿小兔看见萝卜后兴奋的话语）
2、出示第10~11页
小兔们看见萝卜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可能会说些什么？（模仿小兔子争抢
萝卜时话语：“我先来的”! “是我先到的” ）



3、出示第12~19页
（1）小兔们想了哪些办法来分萝卜？有谁得到萝卜了吗？
（2）如果你是小兔爷爷，你会怎么分萝卜呢？（激发幼儿自由思考，
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
4、出示第20~25页
最小的兔宝宝想了个什么办法分萝卜？（引导幼儿说出排队的重要性、
学说小兔排队领萝卜互相谦让的话语）
5、出示第26页~结束
（1）为什么兔子们会给老爷爷送礼物呢？
（2）你喜欢老爷爷吗？为什么？（引导幼儿谦让和关心他人）

三 结束部分：迁移故事经验
小兔子们学会了排队，你们会吗？请你们听老师的口令也来排排队

好吗？ （感受排队可以让活动变得快乐有序）



一节生动有趣的活动结束了，但对孩子
们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却仍在继续，我
们将其延伸到各项活动中，如喝水、做
操、上下楼梯等，让幼儿从中学会谦让，
懂得分享。当然我们还要根据孩子的实
际情况及时调整，以良好的应变能力和
灵活的教育机制，努力体现“以幼儿发
展为本”的教育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