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语言树叶教案 大班幼儿语言教学反思
(优质8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
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
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大班语言树叶教案篇一

《购物》这一课的主要内容是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进一
步理解乘法的意义，探索两、三位数乘一位数(不进位)的计
算方法，并能正确进行计算。在具体的情景中，能运用不同
的方法解决生活中的简单问题。

计算对孩子来说是干巴巴的，既单调又枯燥。我想怎样创
设“购物”这一情境，把学生熟悉并十分感兴趣的“购物”
这一生活情境引入课堂。首先，我以谈话的形式导入：同学
们，新学期开始了，图书馆需要添置一些物品，淘气作为图
书助理员想邀请我们三(6)班的同学一起去，但是有一个小小
要求，需要做对他出的口算题，在这儿很自然的对旧知进行
了复习，同时也为新课奠定了基础。

教学时，我通过和淘气一起购置柜子，桌子和椅子引入，让
学生进入情境，让学生体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由学生自
己理解所给信息，并提出数学问题，在解决学生提出的`4把
椅子多少钱的时候，我放手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去交流，去
合作，去展示，学生出现了多种算
法：(1)12+12+12+12=48，(2)画图(3)口算(4)通过列竖式进
行计算12x4=48。根据学生的4种解答，我先鼓励学生的做法，
让学生体会哪种算法既简单又不会出现错误，由学生交流后
最后得出列竖式，并结合教具来理解竖式计算的算法，让学
生了解算理，从而学会了本节的新知。



看了孩子们能自己提出问题又能自己解决问题，我心里不知
有多高兴，真的孩子的能力是无法估计的。我真是笑在脸上，
喜在心里呀!因为，这节课不仅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学会了计
算，体会了算法多样化，达到了本节课预定目标。更重要的
是让学生知道了如何进行小组交流;如何倾听、借鉴、反思，
达到算法的优化;如何进行相互评价;如何学习数学等等。同
时，也让我明白了：课堂中让学生在小组合作交流中能进行
更有效的学习。

大班语言树叶教案篇二

这已经是又一次上这一课了，记得去年上《碟恋花.答李淑一》
这一课的时候，所有学生就表现出了很不感兴趣的样子，今
年再一次给六年级的同学上这一课，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和
上一届的也差不多。学生似乎还是对曲艺没有一点兴趣，上
课一点感觉也没有，基于这种现状，我也只能是课前搜集大
量的资料，课上采取轻松愉快的'方式，通过各种方式的引导
来完成欣赏，欣赏完后，我会安排一些他们喜欢的乐曲去欣
赏，这样也能适当的调动一下他们积极性。

这首乐曲共分为四段，在欣赏时，我先采用分段欣赏的方法，
让们对乐曲大概先有一个了解，然后在整体欣赏，这个样有
助于他们对乐曲情绪的理解。但是效果还不是很理想，他们
总是不愿意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或者是不经过思考就乱说。

总之，在以后的教学中，尽量引导他们去多接触各种音乐，
让他们对各种音乐都能有一个了解。

大班语言树叶教案篇三

《七色花》这篇文章是一篇童话故事。主要写了一位名叫珍
妮的小姑娘，因为迷路，从老婆婆那里得到了一朵神奇的七
色花，就用这七片花瓣实现了她的七个愿望，用最后的一片
花瓣，帮助残疾人维佳恢复了健康，故事告诉我们在生活中



要做有意义的事，要做一个善良的好人。

在《七色花》的教学过程中，我重点体现“以边阅读边猜想
为主”的教学方式，引导幼儿采用多种形式的阅读，在读中
思考、读中感悟。教学活动中通过设计不同的互动环节，如：
师幼互动、生生互动等，把幼儿的学习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在讨论中，我又让幼儿展开想象的翅膀：如果你有一朵七色
花，你想实现什么愿望？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大家都争着要
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与别人分享，给幼儿充分的想象空
间和交流时间，让大家畅所欲言，大胆表述自己的想法，一
下子激活了他们的思维火花。

课堂是幼儿舒展灵性的空间，只要留给他们一定的思维、想
象的时间和空间，创造良好的课堂氛围，让幼儿畅所欲言，
再加上老师的引导、鼓励，那么孩子的灵性可以进一步得到
舒展。这一节课，我最大的收获是感动，让我发现孩子们都
有一颗善良、美丽的心灵。

1、这节课中幼儿的思维始终都在活动。

2、在学习的过程中，对幼儿进行了情感教育。

3、激发了幼儿阅读童话的兴趣。

1、个别回答时给孩子们更多地表述机会。

2、充分运用好幼儿的发散性思维，合理引导幼儿的想象力。

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我将努力让幼儿拥有积极参与活动的
热情，勇于表述自己见地的机会，给孩子们创造自主、宽松、
充满乐趣的互动环节，让幼儿在不知不觉中获得知识，在快
乐中学得本领。



大班语言树叶教案篇四

绘本《转不停的小狗》内容有趣、幽默，深受孩子们的喜欢，
故事通过向幼儿介绍了从以前手工制作蛋糕，到现在机器化
制作蛋糕的过程，让孩子们感受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也将这
一部分作为了活动的重点，活动过程中我借助设置悬念，让
孩子们学做小侦探，整个活动我利用了游戏的贯穿，为孩子
们设了宽松愉悦的阅读氛围，提高了幼儿阅读兴趣。现就这
一活动作反思。

在做活动准备时，我认真做到三点：

1、考虑到孩子们对蛋糕房不是很理解，课前提前让幼儿知道
并认识蛋糕房所用到的工具。

2、为让幼儿活动中不分散注意力，在重点部分用心形图片把
蛋糕房的机器遮挡住。

3、从幼儿现实生活出发。充分活动准备考虑到孩子们对故事
的接收能力，把重点部分用ppt的形式向幼儿展示，为孩子们
创设了一个“想说、敢说、愿意说”的轻松氛围。充分调动
了幼儿学习的主动性，让活动变得更加的精彩。活动中吸引
了孩子们的注意，对老师的提问能积极应答。

在活动开始部分，谈话设疑，引出故事内容中。要求幼儿用
一句话说一说自己家的小狗最喜欢做什么事情。“用一句话
来说”的要求，既然能提高幼儿概括总结的语言表达能力，
同时也能控制时间，因为对于这个问题，孩子们可能会有说
不完的事情，而此环节只是起到唤醒孩子经验的作用。接下
来观察封面上小狗怎么了也是受用快速过度。因为“转不停
的小狗”形象非常明显，尤其是小狗的眼睛以及小狗身体四
周表示旋转的线条，所以，这里的观察不是无意义的，而是
也有着很强目的性的。但这里我对幼儿的回答一下子到点上，
就没有深入地让幼儿讨论交流得出螺旋形旋转的图形，这是



一个失误，以后教学还要多加注意。

故事《转不停的小狗》非常有趣，本身就能吸引幼儿的注意
力。但故事学习理解的词比较多，幼儿不是能很好地掌握。
为帮助幼儿理解故事，为阅读解决掉关键词。在教学中，我
边去掉红色的心形图形边让幼儿观察理解。自然的引导幼儿
关注蛋糕房机器及大侦探和小狗的表情和变化，丰富幼儿的
词汇表达。如用词汇描述表情，用肢体模仿表现蛋糕房的机
器的运作，及大侦探和小狗的动作和表情，达到动静交替。
在阅读的同时也可以锻炼幼儿小肌肉的发展，从而让幼儿喜
欢朗读故事。在故事结尾处老师运用夸张的肢体动作，表情，
绘声绘色的语气、语调帮助幼儿进行情景化的观察讲述，希
望可以制造悬念让幼儿被故事深深吸引，不由自主地进入角
色，从而顺利完成活动目标。

活动第三个环节中，为进不步让幼儿深入到故事中来，老师
请幼儿来做小侦探，仔细观察画面，说说小狗为什么打转？
真正进入到“理解故事内容”的重点环节，给予幼儿观察、
想象、交流的空间，同时，以“小侦探”的角色扮演吸引幼
儿加入到挑战中来，既满足了幼儿“侦察”的需求，更发展
了幼儿观察理解等能力。

在讲述故事时，老师说：小侦探们，你发现小狗在干什么呢？
当老师出示四种机器的图片，幼儿个个聚精会神，对老师的
提问也竞相回答。进入到第五个环节启发幼儿想象故事结尾。
老师提问：小狗看着这些旋转的机器，头昏眼花，不停地跟
着转圈圈，大侦探也在跟着看，猜猜看，大侦探会怎么样？
幼儿磊声说出了大侦探也跟着头晕了。老师再问：大侦探晕
了，小侦探你们呢？幼：没有。老师露出夸赞：你们还清醒
的很。那小狗到底有没有生病啊？幼：没有生病。老师问那
你有什么办法让小狗不转呢？幼儿直接就回答：让它不要看
旋转的机器了。所以说《转不停的小狗》这一故事的幽默感
此刻得以真正体现，幼儿的猜测、观察、讲述，则能进一步
地感受到故事所传递的一种幽默感。



活动后同事给予的建议，为我指明了以后在阅读活动教学的
方向。现记录下来，

1、建议在引导幼儿观察画面的时候，注意引导幼儿掌握一些
物体的表现符号，如表示“晕”“转"“风”等的螺旋线条，
等等，有利提高幼儿的故事阅读能力。

2、幼儿园的孩子由于年龄小，生活经验还比较不足，像做蛋
糕的过程大多数的幼儿还没有看见过，现在的生活质量提高
了；有条件的家庭不妨自己家添置一套做蛋糕的器具，这样
既可以饱了口福也可以丰富了孩子的阅历。只有眼界打开了，
才能获得更多课外知识。同时幼儿的理解力、表现力也就会
大大的增强。

3、果再增加自主阅读这一环节！建议教师在引导幼儿阅读的
时候，要有充足的时间让幼儿自主观察画面，让幼儿有更多
的机会说一说，提高幼儿观察力和自主阅读的能力。觉得孩
子会有更大的阅读空间！

4、在教师讲述故事前，教师先给幼儿一个悬念：小狗为什么
会转不停？是不是生病了呢？带着这个悬念幼儿有了继续阅
读的愿望。

大班语言树叶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感知、理解诗歌，学习用轻柔、优美的声音朗诵诗歌。

2.尝试根据诗歌的结构进行仿编，表现诗歌美好的意境。

活动准备：

1.布娃娃和摇篮各一个。



2.音乐《摇篮曲》。

3.图片：蓝天、星星、大海、小鱼、花园。

活动过程：

1.师幼共同欣赏《摇篮曲》，引出活动。

教师播放《摇篮曲》音乐，引导幼儿感受《摇篮曲》优美、
温馨的意境。

师：听了这首乐曲，你想做什么？

教师出示小摇篮，并请一位幼儿上来摇摇篮，鼓励其他幼儿
用自己的手臂当摇篮，随着音乐摇娃娃睡觉。

师：小床是摇篮，摇着布娃娃，小床轻轻推，布娃娃睡着了。
下面老师给大家朗诵一首诗歌《摇篮》。

2.引导幼儿学习诗歌《摇篮》。

师：诗歌里有哪些摇篮？摇篮里有哪些小宝宝？

教师根据幼儿的讲述出示相应的图片，并鼓励幼儿和自己一
起朗诵诗歌。

3.教师提问，帮助幼儿感知、理解诗歌内容。

师：为什么说蓝天是摇篮？

为什么说大海是摇篮？

教师带领幼儿一起完整朗诵诗歌《摇篮》。

4.启发幼儿根据诗歌的结构进行仿编。



师：在蓝天这个大摇篮里，除了摇着星宝宝，还摇着谁呢？

师根据幼儿的讲述，在图片旁边添画相应的内容，然后带领
幼儿根据诗歌原有的结构，仿编诗歌的第一段。

同样的方式引导幼儿仿编每二段、第三段。

师带领幼儿完整地朗诵仿编的诗歌。

5、配乐朗诵诗歌《摇篮》

再次播放《摇篮曲》音乐，教师指着黑板上的图，引导幼儿
随音乐完整地朗诵原文和仿编的诗歌。

活动反思：

表达出来，既能让人感受到诗歌的韵律美，又极富画面感，
让人浮想联翩，整首诗歌洋溢着浓浓的爱意，是一篇有较高
文学价值的幼儿作品。

2、本次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欣赏感受；
第二部分是学习理解；第三部分是尝试创编。重点是理解，
难点是创编。为了能让幼儿充分感受诗歌优美、温馨的意境，
我采用了两个手段，先是让幼儿听《摇篮曲》，让幼儿在音
乐中体味。其次是适当的体验，我让幼儿用自己的手擘来当
摇篮，跟随音乐来摇晃，体验妈妈哄宝宝入睡的温馨。在此
基础上，利用直观的画面和针对性的提问帮助幼儿理解诗歌
的内容。最后又通过先部分后整体的方法，循序渐进地引导
幼儿创编诗歌，这样破解了难点，同时也达成了目标。整个
活动中，我还将诗歌朗诵贯穿始终，每一部分都能听到诗歌，
感受到其中的美好，潜移默化中将温馨的意境传递给了幼儿。

3、从幼儿参与程度来年，整节活动幼儿的兴趣还是比较浓厚
的，参与点也比较多，特别是在创编部分，大家联想的比较



丰富，创编的诗歌也有好几个版本，可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大班语言树叶教案篇六

活动目标：

1．知道故事的主要情节，体验故事中动物之间相互帮助的情
感。

2．领略蒲公英所见到的祖国山河，感受祖国山河的美。

3．了解我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山、最长的长城、最大的广场。

活动准备：

1．挂图第7号，故事磁带，录音机，实物小图：蟋蟀、螳螂、
月亮船仙女等

2．幼儿每人一本图书

活动过程：

1．划小船。

（1）老师和幼儿一起做“划小船”的动作。

（2）（出示月亮船的小图）：刚才，你们是划着自己的小船，
老师这儿也有一条小船，它是月亮船。今天就请你们听一个
关于月亮船的故事。

2．倾听故事。

（1）老师有感情地完整讲一遍故事后提问：

师：故事的名字叫什么？



师：蒲公英被风吹到了很远的地方遇到了谁？看到了什么？

师：是谁帮助她找到了家？

（2）幼儿边看挂图边听第一段故事后提问：

师：蒲公英被吹到了很远的地方，它睁开眼看到了什么？

师：讨论：故事中说到的“陌生的地方”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师：蒲公英碰到了谁？蟋蟀是怎样劝说蒲公英的？

师：蒲公英又碰到了谁？螳螂是怎样劝说蒲公英的？

师：蒲公英最后碰到了谁？蒲公英是怎么对她说的？

（3）幼儿边看挂图边听第二段故事后讨论：

师：世界上最高的山是什么山？（喜马拉雅山）

师：世界上最长的长城在哪里？（中国的万里长城）

师：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是什么广场？（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
场）

师：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是哪一个？（太平洋）

师：蒲公英的家到底在哪儿？（万里长城大墙下的一棵小草
旁）

3．尝试分角色故事。

（1）幼儿人手一本活动材料，边看图边讲故事

（2）尝试分角色表演故事。



大班语言树叶教案篇七

一、活动目标：

1、了解中国特有的地貌和文明建筑，知道我国有世界上最高
的山、最长的城墙、最大的广场。

2、学讲故事，萌发热爱祖国的情感。

二、活动准备：

1、挂图8号、《小朋友的书·我的祖国叫中国》、磁带及录
音机。

三、活动过程：

1、谈话引题。

提问：蒲公英迷路了，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里，你有什么好
办法？

我们来听听蒲公英是怎么迷路的，最后，有没有找到自己的
家。

2、教师出示挂图并完整讲述故事《月亮船》。

3、结合《小朋友的书·我的祖国叫中国》，教师讲述故事第
二遍。

提问：蒲公英为什么哭了？

提问：好心的蟋蟀、善良的螳螂是怎么安慰蒲公英的？

提问：蒲公英是怎么对仙女说的？



提问：仙女又告诉蒲公英什么？

4、完整欣赏故事录音一遍，强化幼儿对中国几个重要特征的
认识。

5、活动延伸。

1）故事听完了，现在老师请小朋友来表演仙女和蒲公英，说
说故事里它们的对话。

提问：你家住在哪里？你可以做一些介绍吗？

《月亮船》反思

一、环节设置方面

教师开门见山地引出《月亮船》的故事，孩子们听的十分认
真，能够清晰明了的回答问题。但在故事的后半部分，由于
有些名词幼儿平时很少接触，如喜马拉雅山，孩子们听了两
次故事还是说不上来。为了让幼儿更深入了解故事内容和含
义，第三遍故事我让孩子们和我一起复述，目的是学习故事
中的一些对话和了解祖国的一些世界之最，加强对故事的熟
悉程度。

二、教师组织方面

在幼儿谈论自己的家园时，许多幼儿只是说出自己家在哪里，
没有将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在此环节之前，教师可以让孩
子们欣赏另外的一些祖国的美丽山河和世界之最，感受自己
祖国的富强，铺垫自豪感，激发幼儿介绍自己家乡时的亲切、
热爱的情感。



大班语言树叶教案篇八

设计意图：

在建构主题《中国娃》中，我们让孩子从古代的四大发明到
现代的火箭卫星，从有趣的汉字、京剧脸谱到多民族的大中
国进行了学习了解。为了让孩子更加领略祖国山河的秀丽，
激发幼儿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所以我设计了本节活动。

一、活动内容：

大班语言社会活动——月亮船。

二、活动目标：

1、知道故事的主要情节，了解我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山、最大
的海洋、最大的广场和最长的长城。

2、领略蒲公英所见的祖国秀丽山河，激发幼儿爱祖国、爱家
乡的情感。

三、活动准备：

“划小船”音乐月亮船图片。

《月亮船》故事课件我爱家乡新密短片。

“大中国”歌曲幼儿课前会唱“大中国”歌曲。

四、活动过程：

1、幼儿做着划小船的动作进活动室。

2、出示月亮船的图物，引出故事主题。



3、教师一边演示课件，一边讲故事。

提问：故事的名字叫什么？故事里都有谁？故事发生什么事？

4、教师分段演示、讲述课件，引导提问、模仿表演。

一段：从开始——蒲公英沿着兔子的尾巴，攀上了月亮船。

提问：蒲公英被风吹到了很远的地方，它睁开眼看到了什么？
什么是“陌生”呢？

蒲公英迷路了，它出现了什么表情？

谁来到了蒲公英身边，它们是怎样对话的？（教师引导幼儿
模仿表演）

最后谁来帮助了蒲公英？它们又是怎样对话的？（教师引导
幼儿模仿表演）

最后蒲公英上月亮船没有？它是怎样上去的？

二段：月亮船在云海里飘呀飘——结尾。

蒲公英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仙女告诉它那叫什么？

蒲公英看到了世界上最长的城墙，仙女告诉它那叫什么？

蒲公英的家到底在哪儿？仙女告诉蒲公英它的家叫什么？

5、教师自然过渡提问：蒲公英的家乡在中国，我们的家乡在
哪里呢？你们喜欢她吗？请小朋友互相说说我们的家乡新密
都有什么？（幼儿讨论后提问）

6、幼儿欣赏短篇：我爱家乡新密。



7、教师小结：教育幼儿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家乡。

8、师生共唱“大中国”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