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语言有趣的汉字说课稿 大班语言有
趣的汉字教案(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大班语言有趣的汉字说课稿篇一

：谈话：有趣的汉字 (大班)

设计思路：我们班的小朋友在中班下学期对汉字已经有了兴
趣，经常把在家写的字拿来给老师看，以次为骄傲。进入大
班后，一天一个孩子提出一个问题：“汉字是怎么来的？”
我接住这个球后，就把这个抛给全班孩子。这一下有个别孩
子回家询问，于是就有了答案：“象形字”、“甲骨文”。
那么到底什么是象形字？我把知识及时给了孩子，还拿出两
个象形字让孩子观察。在收集材料中，孩子兴趣不断蔓延，
并产生了这个主题活动。

1、在看看讲讲中，鼓励幼儿大胆地用语言发表自己的见解和
看法，从中感受人的聪明。

2、激发幼儿对汉字的兴趣。

：汉字（现代、象形字）若干

一 导入语，激发幼儿说的兴趣

师：最近，我们小朋友对字宝宝特别感兴趣，收集了许多字
宝宝，张老师把你们的字宝宝集合在一起，让大家看得更清
楚。



二 说说我们的字宝宝

师：1 谁愿意来向我们说说你认识的字宝宝？

（在幼儿说的过程中，老师随机引导，鼓励幼儿发表不同的
见解。）

2 师：你们有什么看不懂的字宝宝吗？

三 设疑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字宝宝有个秘密？

（鼓励幼儿仔细观察，并积极参与讨论）

四 延伸活动

根据幼儿的热点继续对文字进行探究。

大班语言有趣的汉字说课稿篇二

激发幼儿学习汉字的兴趣，愿意认读常见汉字

一课时

日，水，月，山，火的图片以及象形文字的图片

师：今天老师带来了几幅图片，下面老师贴一个你们说一
个(太阳，水，月亮，山，火)

老师还带来了几个汉字宝宝(大声读出日，水，月，山，火)

谁来把这些汉字宝宝贴到对应的图片下面(幼儿积极参与)

师：好，小朋友们真棒认识这么多汉字宝宝，接下来呀，老



师要给你们看一些奇怪的字宝宝(展示象形文字)，它们和今
天我一开始看到的汉字宝宝是同一个字，只是长得不太一样，
这些字宝宝有些像画，你们看看那是不是呀，好，老师要找
一个小朋友把这些字对应的贴起来。

师：现在老师要说说这些奇怪的汉字宝宝了，她们有一个名
字叫做象形文字，它们呀是根据实物的形状变化而成的文字，
今天我们学习的汉字大部分是从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所以
可以说象形文字是现代汉字的父母。

1.培养幼儿对汉字的兴趣，让幼儿产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大班语言有趣的汉字说课稿篇三

1.对汉字的来源产生兴趣，知道汉字是中国人发明的文字，
感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与骄傲。

2.了解汉字的演变过程：事物的外形--象形字--汉字，尝试
进行图画、象形字、汉字的对应匹配。

3.通过观察与分析，了解汉字产生的规律并对相似性原理进
行运用和迁移。

4.通过教师大声读，幼儿动情读、参与演，让幼儿感知故事。

5.通过多种阅读手段理解图画书内容，了解故事，感受故事
诙谐幽默的情节。

1.资源包材料：教学cd《仓颉造字》。

2.汉字演变过程示意图;象形文字、图卡和汉字卡若干套(山、
火、水、月、日);轻快的音乐。

1.出示汉字宝宝(山、火、水、月、日)让幼儿认读，导入活



动。

提问：你们认识这些汉字吗?汉字有什么用?

小结：很多地方都有汉字，汉字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的汉
字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有了汉字，可以让我们很方便地交
流，知道更多的东西。

2.欣赏教学cd《仓颉造字》，初步了解汉字的起源。

(1)教师：汉字是谁发明的，你们知道吗?

(2)播放故事后提问：是谁发明了汉字啊?他是怎么发明
的?(可视情追问：没有发明文字时，仓颉想了哪些办法记录
他管理的工作?这些办法好吗?他后来又想了什么办法?)(3)幼
儿发言后教师小结：为了方便管理自己的工作，仓颉根据事
物的外形发明了象形字，后来的人们把这些象形字慢慢地进
一步简化了，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用的汉字。

3.大胆想象与匹配，感知汉字的演变过程。

(1)教师出示"人"的外形，引导幼儿猜想：看到这张图片后你
们会发明什么字?(可视情追问：为什么或根据什么发明"人"
字呢?还有谁愿意来说说自己的想法?)肯定幼儿的想法，演
示"人"字的演变过程：你们的想法可真棒!我们来看看仓颉根
据人的外形发明的象形字"人"，和后来人们把它变成的简单
的"人"。古代的人记录下来的字就像一幅图画，使人们一看
就知道。后来，人们为了使用方便，又把古代的字慢慢改简
单，变成现在的汉字，我们祖祖辈辈的中国人真了不起。

(2)逐一出示火、月、水、日、山的象形字的图片，提问幼儿，
你们猜猜会是什么字呢?

(3)引导幼儿发现汉字的演变过程并小结：事物的外形--象形



字--汉字。汉字是最优秀的文字，日本、朝鲜人用的文字就
是根据汉字创造的。现在有很多的人从不同的国家来中国学
习汉字。作为中国的孩子，我们要努力学习汉字，长大后让
更多的人喜欢中国的汉字，喜欢中国!

4.游戏：找个朋友变变变。巩固对汉字演变过程的了解。

(1)游戏：找朋友。放背景音乐，幼儿每人选择一张卡片(事
物的外形卡、象形文字卡、汉字卡)，玩"找朋友"游戏(3人一
组)。找到的幼儿坐到座位上，教师引导幼儿相互检查是否找
对，将结果展示在白板上，展示时引导幼儿说：我是图
片……我是象形字……我是汉字……句式。

(2)游戏：变变变。教师出示目的字：口、大、小、人等，鼓
励幼儿和朋友一起运用肢体动作表现字形，及时发现并肯定
幼儿的创意和合作行为。

5.拓展讨论，迁移经验。

1.本活动的重点是对汉字的来源产生兴趣，了解汉字的演变
过程，知道汉字是对中国人发明的文字;难点是了解汉字产生
的规律并对相似性原理进行运用和迁移。

2.汉字的演变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过程，有条件的话可以制作
动画，变抽象为具体。游戏环节应给予幼儿充足的时间，让
幼儿尽情表现，充分体验与汉字互动的乐趣;迁移经验环节可
根据幼儿的经验和兴趣进行取舍。

3.在语言区提供操作卡《象形文字》，引导幼儿观察、猜想
和对比，进一步了解文字从象形文字到汉字的演变过程。

4.请家长和孩子一起收集更多不同的象形字，一起探讨汉字
的演变，感受汉字的奇妙与魅力。



附录仓颉造字相传仓颉在黄帝手下当官。那时，当官的可并
不显威风，和平常人一样，只是分工不同。黄帝分派他专门
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食物的多少。仓颉这人挺聪明，
做事又尽力尽心，很快熟悉了所管的牲口和食物，心里都有
了谱，难得出差错。可慢慢的，牲口、食物的储藏在逐渐增
加、变化，光凭脑袋记不住了。当时又没有文字，更没有纸
和笔。怎么办呢?仓颉犯难了。

仓颉整日整夜地想办法，先是在绳子上打结，用多种不同颜
色的绳子，表示多种不同的牲口、食物，用绳子打的结代表
每个数目。但时间一长久，就不奏效了。这增加的数目在绳
子上打个结很便当，而减少数目时，在绳子上解个结就麻烦
了。仓颉又想到了在绳子上打圈圈，在圈子里挂上各式各样
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增加了就添一个贝壳，减少
了就去掉一个贝壳。这法子顶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

本课结束时学生都热血沸腾。沉浸在汉字艺术的博大精深与
无穷的`魅力之中。他们能与枯燥的汉字历史、大量的文献资
料融合在一起，依托的是兴趣。这也是本节课设计之初的目
标——激发学生了解汉字文化的兴趣。为什么要探讨汉字的
起源问题呢?翻开生活这本最好的教科书，从孩子们最熟知
的“新华书店”、“肯德基”的牌匾到名胜古迹的楹联，从
喜结良缘的“双喜字”到祝寿时的“寿”字，都让学生们感
受到汉字无处不在，它很有用。汉字从生活中来，就应该让
它回归到生活中去。小孩儿爱听故事、爱讲故事，那就让故
事的内容集中到汉字上吧!

从汉字起源的“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到“仓
颉说”，从王懿荣在龙骨上发现甲骨文的故事到程邈在监狱
里造出隶书的故事，把枯燥的学术知识一下变得趣味盎然，
学生学得乐在其中。当然，历史文化的那份厚重是任何传说、
故事所不能替代的。

在这节课上，不仅让学生们立足世界，了解了四个文明古



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我们中国的文字，还让
他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字一直发展
演变下来。在感受这份奇迹的同时，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也溢
于言表。

大班语言有趣的汉字说课稿篇四

1，了解汉字的起源，知道汉字是从象形字慢慢演变过来的。

2，激发学习汉字的兴趣。

1，电脑动画《汉字变身》，

2，汉字：日、月、天、星、山、石、田、土

3，汉字和象形字配对若干，

1，汉字的起源（认识天、山等字）

这是什么字？你们知道它们是怎么来得吗？

小结：我们的汉字是从象形字变过来的。那么你们知道它们
是怎么变得吗？

2，汉字的演变（欣赏电脑动画《汉字变身》）

（1）你看到了哪个汉字宝宝变身？

（2）它是怎么变的？

小结：古时候字没有发明的时候，古人就把要讲的事画下来，
我们现代的`人把这些象图画一样的文字叫象形字。可是画画
很麻烦，也很占地方，我们的祖先很聪明，他们就把这些象
形字慢慢地简化了，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用得汉字。世界上有



一些国家，比如日本、朝鲜人用的文字就是根据我们的汉字
创造的。我们中国人很了不起吧！

3，猜一猜：出示象形字，猜一猜是什么汉字

（鼓励孩子猜的时候说出理由）

4，配对游戏：找朋友。

大班语言有趣的汉字说课稿篇五

1、了解汉字的起源，知道汉字是从象形字慢慢演变过来的。

2、激发学习汉字的兴趣。

3、初步理解故事情节，理解故事中语言的重复性特点。

4、知道故事中象声词运用的趣味性。

1、电脑动画《汉字变身》

2、汉字：日、月、天、星、山、石、田、土

3、汉字和象形字配对若干

1、汉字的起源（认识天、山等字）

这是什么字？你们知道它们是怎么来得吗？

小结：我们的汉字是从象形字变过来的。那么你们知道它们
是怎么变得吗？

2、汉字的演变（欣赏电脑动画《汉字变身》）

（1）你看到了哪个汉字宝宝变身？



（2）它是怎么变的？

小结：古时候字没有发明的时候，古人就把要讲的事画下来，
我们现代的人把这些象图画一样的文字叫象形字。可是画画
很麻烦，也很占地方，我们的祖先很聪明，他们就把这些象
形字慢慢地简化了，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用得汉字。世界上有
一些国家，比如日本、朝鲜人用的文字就是根据我们的汉字
创造的。我们中国人很了不起吧！

3、猜一猜：出示象形字，猜一猜是什么汉字

（鼓励孩子猜的时候说出理由）

4、配对游戏：找朋友。

本单元的课文是两篇综合性学习的文章，主要介绍了我国汉
字的发展过程和悠久的文化。本来自己对这方面的知识比较
匮乏，一直发愁如何学习。要想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
桶水。在学习这一单元之前，我自己先多方搜集资料，学习
汉字历史，又邀请了中文系刘奉光教授来给我们讲课，这是
一位对甲骨文很有研究的学者，通过这一节课，我和同学们
不光了解了汉字的历史，还从人类历史、文化、地理各个方
面综合学习了我国的灿烂文化，了解了骨刻文、学写若干甲
骨文。

这小小的收获，大大激发了同学们学习研究汉字的兴趣，所
以，对第一个实践活动《有趣的汉字》，同学们表现得非常
积极，搜集资料、小组交流、制作手抄报都很认真，我选取
了一半优秀作品张贴在墙壁上。本单元的自读课本、《奇迹
课堂》等都有大量的资料。同学们兴趣盎然，通过交流活动，
也使我学到了不少新知识、小典故，教学之初的茫然一扫而
空。下一课《我爱你，汉字》我更有信心。

通过交流、欣赏、分析，以及教师的演示和师生互动，本次



实践活动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了解汉字的演化过
程。体验用水墨画及点线面结合的形式表现汉字的特点，并
大胆夸张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