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前班语言教案(通用9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
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学前班语言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2.边读边想象诗句描
绘的画面，体会作者的孤寂与忧愁。3、认读生字。

活动准备：

《枫桥夜泊》课件、古诗作业纸活动过程：

（一）、导入

1.猜谜语：有时挂在树梢，有时挂在山腰，有时像个圆盘，
有时像把镰刀。谜底（月亮）

2.师：小朋友你们猜出来了吗？那月亮在什么时间出现呢？
秋天的夜晚景色很美，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二）、出示《枫桥夜泊》古诗视频，幼儿欣赏，初步感知
古诗。

1.师：小朋友，你们觉得这首古诗所写的景象是一天中的什
么时间？ 幼儿自由回答。

2.呈现“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分句图片，并讲解本句含义：
月亮已落下，乌鸦不停地啼叫，茫茫夜色中弥漫着一层薄薄



的.秋霜。

3.呈现“江枫渔火对愁眠”的分句图片，并讲解本句含义
（诗人坐在小船上，看到周围有些什么景象？）江边的枫叶
若隐若现，江中鱼火点点，照着我的愁，我怎能安眠。

4.呈现“姑苏城外寒山寺”分句图片并讲解诗意：姑苏城外
那寂寞清静寒山古寺。

5.呈现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分句图片，并讲解施迤崇拜的钟声
是在什么时候传来的？夜半十分沉沉的钟声传到了诗人乘坐
的客船里。

（三）、听了解释，那这首古诗描写了什么时候的景色？表
达了作者怎样的心情？（描写了秋天深夜的美景，表达了作
者心中的愁绪）

（四）、教师领读，幼儿跟读。

（五）、古诗接龙游戏：教师说古诗名字，幼儿接龙可以
（分组也可以分男女）

（六）、小结师：我们今天学习这首古诗的题目叫什么？师：
作者是谁？师：这首古诗描写了什么？描写了秋天深夜的美
景，表达了作者心中的愁绪。

（七）圈生字结束活动

学前班语言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理解古诗的内容，能按古诗的韵律、节奏朗诵，体验诗中



所表达的情感。

2、懂得粮食是农民伯伯用汗水换来的，来之不易，萌发幼儿
热爱农民的情感。

活动准备：古诗挂图，小朋友的书。

活动过程

一、分组引导幼儿讨论

白米饭从哪里来的？是怎么来的？容易吗？

二、教师朗诵古诗，解释诗意。

1、“锄禾日当午”中的“锄”是锄草的意思；“禾”是指庄
稼。“日当午”指到了中午，太阳当头照。

2、“汗滴禾下土”是农民的汗水一滴滴地到禾苗下面的土里。
形容农民劳动很辛苦。

3、“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中“盘”指碗，“餐”指粮
食，“皆”是都的意思，谁知道碗里的饭，一粒一粒都是农
民辛苦种出来的。

三、指导幼儿朗诵：

1、韵律节奏为：每一句的前两字相连，后三字相连，中间略
停顿。

2、重音字为：日、午、土、餐、粒粒。辛苦。

四．结合学古诗，带幼儿去田间观察农民劳动的情景，从而
帮助幼儿自然而然地习得古诗。



五、教育幼儿从小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

学前班语言教案篇三

1、仔细观察画面，尝试用简单完整的语句描述故事内容。

2、能积极参与故事情节的讨论。

活动准备

幼儿用书、挂图

活动过程

一、用提问的方式引导幼儿观看第一幅图，了解故事发生的
原因，激发幼儿兴趣。

1、教师：谁来了？你觉得小兔子今天要去干什么？你从哪里
看出来的？

幼儿看小兔子的装扮，自由猜测。

2、教师：小兔子走到哪里？它们遇到了什么困难？心情怎么
样？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猜猜它们在叫喊什么？

二、观察第二三幅图，进一步理解故事内容。

1、到底谁来了帮助小兔子的呢？

2、集体交流理解图片内容

（1）观察图片



教师：是谁来帮助小兔子的？象爷爷是什么样子的？它是怎
样帮助小兔子的`呢？

你觉得象爷爷的什么像小桥？

（2）观察第三幅图

教师：雄兔子过了河心情怎么样？它们会对象爷爷说什么？
它们是怎样感谢象爷爷的呢？

学前班语言教案篇四

小班语言《悯农》教案是怎样的呢？我们又该怎么去设计安
排一份小班语言《悯农》教案，对这课进行教学和引导呢？
下面是小班语言《悯农》教案，一起来看看吧！

【活动目标】

1、在初步了解诗意的基础上学习有表情地朗诵古诗。

2、尝试用配乐诵读、歌唱等方式学习古诗，激发吟唱古诗的
乐趣。

3、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要爱惜粮食。

【活动准备】

ppt课件

【活动过程】

一、谈话引出课题。

1、师：小朋友，你们今天早饭都吃些啥呀?



师：那你们知道你们早上吃的馒头、粥都是用什么做出来的
呢?(老师根据幼儿的回答继续提问，直至幼儿答不出)

师：告诉你们吧，它们都是农民伯伯种出来的。瞧!农民伯伯
来了。

2、(出示农民锄地的图片)：农民伯伯在干什么呀?

3、师：古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叫李绅，他看到农民伯伯这么辛
苦的劳动就写下了一首古诗，名字叫《悯农》，我们一起来
听一听。

二、学习古诗，初步理解诗意。

1、(出示视频)完整欣赏古诗一遍。

2、师：这首古诗名字叫什么?(出示ppt1)

3、师：那这首古诗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逐句讲解并学念古诗。

(出示ppt2)：图上有谁?他在干什么?小朋友看，挂在天空中红
红的是什么呀?那

你们知道什么时候的太阳最红最热?

老师小结：中午的太阳火辣辣的照着大地，农民伯伯还在田
里锄草松土。

齐念第一句诗句，并学做农民伯伯除草的动作。

(出示ppt3)：你们看农民伯伯的脸上都流出了什么?汗水一滴
滴都滴到哪里?



齐念第二句诗句，并学做农民伯伯(jy135幼儿教育)擦汗的动
作。

(出示ppt4)：这是什么?谁知道我们每天吃的饭是从哪里来的?

齐念第三、四句诗句，并学每天吃饭的动作和牢记在心的动
作。。

4、师：下面我们一起来完整的念一念，(完整朗诵两遍)

5、师：小朋友念得真不错，如果配上音乐来念一念会怎么样
呢。(配乐朗诵两遍)

6、师：小朋友念得真棒，都像一个个小诗人了。下面我们再
把刚才的动作加上去念一念。(加上动作配乐朗诵两遍)

7、师：刚才我发现有几个小朋友朗诵非常好，我们请他们上
来表演，(个别幼儿表演)

三、引用《月亮婆婆喜欢我》的曲调学习用歌唱古诗，萌发
喜欢古诗的情感。

1、师：老师还把这首好听的古诗编成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一
起来听听。(老师示范唱)

2、幼儿学习歌唱《悯农》。

四、教育幼儿要从小爱惜粮食，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

(出示图片)：小朋友看，这两个小朋友在干什么?你喜欢哪个
小朋友?为什么?

五、结束。



师：小朋友我们一起去把今天学的这首古诗念给后面的客人
老师听听。

学前班语言教案篇五

1、通过学习儿歌，引导进一步体会清洁，讲卫生的好处。

2、在理解“清洁”“讲卫生”的基础上学习句式。

二、活动准备

1、儿歌教学光盘，dvd机，挂图

2、《幼儿用书》

三、活动过程

1、出示“开学了”挂图。

教师：“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副非常好看的图片。”
引导幼儿仔细观察。

教师：“小朋友们图中都有什么？他们都在干什么？”

2、播放歌曲。请幼儿说一说歌曲里都唱了什么？

3、教师示范表演，边唱边做动作。

4、幼儿跟教师一起朗诵，老师唱一句，小朋友们唱一句。

5、跟录音学唱。

教师：“请小朋友们跟着dvd机一起唱。”

6、幼儿看着图片和老师一起唱。



7、请个别幼儿到前面来表演。

结束部分：

可以跟读，小声读，分组朗诵等。注意朗读的音准和节奏。

四、温馨提示。

生活中常播放儿歌，请幼儿模仿发音，要求幼儿园回家后念，
给爸爸，妈妈听，或给小朋友们表演。

儿歌：开学了

太阳米米笑，

小鸟喳喳叫。

我和小朋友，

背起小书包。

来到幼儿园，

做个好宝宝。

学前班语言教案篇六

设计意图：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诗，适合小班幼儿朗读和背诵，本首
古诗读背并不难，关键是要从中体会到粮食的来之不易，懂
得从小要爱惜粮食。为此，在设计时围绕一个“辛苦”，从
谈话引出古诗，看图了解“辛苦”，读诗句感受“辛苦”，
到情景中演绎“辛苦”。从而把幼儿并不容易体会到的“辛



苦”突破了。

活动目标：

1.理解古诗大意。

2.能感受农民劳动的'辛苦，粮食来之不易。

3.懂得爱惜粮食。

活动重点：

感受农民劳动辛苦，懂得粮食来之不易。

活动难点：

感受诗的节奏美，韵律美，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

活动准备：

1.古诗悯农图一张，小朋友吃饭图一张(做成幻灯片)

2.古诗《悯农》朗读视频

3.适量的米和面

活动过程：

一、谈话，引入课题

1、提问：宝宝们每天肚子饿了，都吃什么呀?引导幼儿说出
米饭和馒头等;

2、出示米和面，让幼儿观察和体验，区分米和面。然后提问：



(1)、香喷喷的米饭和馒头是用什么做的?(米和面)

(2)、粮食是从哪里来的?鼓励幼儿大胆发言

(3)、教师总结：粮食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我们要
爱惜粮食，珍惜每一粒米。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古诗《悯农》。

二、学习古诗《悯农》，感受古诗特点，理解古诗内容。

1.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观察后说说图片上的内容。

2.帮助幼儿理解古诗所表达的意思。

3.教师有感情的朗读古诗，解释古诗的含义，中午的太阳，
红红的照在地上，农民在地里松土除草，汗水一点一点落在
禾苗下面的土地里，可有谁知道碗里的饭呀，颗颗粒粒都是
农民辛辛苦苦的劳动得来的。

4.播放古诗朗读视频，让幼儿完整欣赏一遍，感受古诗的节
奏美和韵律美。

5.出示古诗图片，让幼儿看着图片，跟着教师朗读古诗。

6.指导幼儿有感情的、完整的朗读古诗。

三、背诵古诗，情景表演

1、请个别幼儿在集体面前背诵古诗。

2、集体背诵。指导幼儿进行情景表演

四、活动小结



1.教育幼儿从小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

2.我们应该如何做才算爱惜粮食?(让幼儿说说吃饭时的常规。
)

学前班语言教案篇七

活动目标：

1、在会朗诵基础上，理解诗的大意和诗中所表达的情感。

2、理解诗中“辛苦”一词，并能说一句话，发展幼儿词汇的
运用能力。

3、懂得粮食是农民伯伯用汗水换来的，来之不易，萌发幼儿
热爱农民的情感。

4、引导幼儿在古诗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活动准备：

挂图42号、古诗、小米粒的头饰若干。

活动方法：

直观教学法、提问讲解法、游戏法。

活动难点：

1、理解诗的大意和所表达的情感。

2、学会运用辛苦一词。



活动过程：

一、幼儿念儿歌《大馒头，哪里来》，引出主题。

1、大馒头是从哪里来的?

2、农民伯伯种出来容易吗?

附：大馒头，哪里来?

大大馒头哪里来?白白面粉做出来。

白白面粉哪里来?黄黄小麦磨出来。

黄黄小麦哪里来?农民伯伯种出来。

农民伯伯劳动忙，大家都要爱惜粮。

二、出示挂图，朗诵古诗，解释诗意。

1、指导幼儿朗诵韵律节奏及重读音(日、午、土、餐、粒粒、
辛苦)。

2、当太阳最热的时候，有一位农民伯伯还在田里锄草，他的
汗一滴滴掉到土里。唉，谁知道我们碗里的饭，都是农民伯
伯一粒粒辛苦劳动出来的。

3、“锄禾日当午”：“锄”指锄草的动作，“禾”指庄
稼，“日当午”指到了中午太阳当头照。中午太阳当头照的
时候，农民在地里松土、锄草。“汗滴禾下土”：农民的汗
水一滴滴都滴在禾苗下面的土里，形容农民劳动很辛
苦。“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盘”指碗，“餐”
指粮食，“皆”都的意思。谁知道碗里的饭，一粒粒都是农
民辛苦劳动得来的。



4、学习词汇“辛苦”，来说一句话。例如：爸爸工作很辛苦。
(出示图片)妈妈干家务辛苦等。

5、爸爸、妈妈、农民伯伯这么辛苦，我们应该怎么做呀?教
育幼儿要从小爱惜粮食，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

三、游戏：(捡米粒)，教育幼儿日常中要爱惜粮食。

附：小小一粒米呀，来得不容易，小小一粒米呀，别把它看
不起，农民伯伯早出晚归，忙着种田地，小小一粒米呀，来
得不容易。

2021学前班语言教师教案4

猜谜语

活动目标1、让幼儿初步掌握谜语的特点，引起对猜谜语的兴
趣。

2、在老师的启发下，学习按物体的主要特征来猜谜语。

3、发展幼儿的思维能力，想象力及大胆在集体面前表达自己
想法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重点：让幼儿懂得谜语的特点，并喜欢猜谜语。

难点：让幼儿知道猜谜语要仔细听清楚每个字和每句话，并
把几句话连起来想，因为谜面的每句话都是与谜底有关联的。

活动准备两只盒子，里面分别装有小青蛙玩具和肥皂。

活动过程一、集中幼儿注意力，引起对猜谜的兴趣。

1、出示两只盒子,提问：每只盒子里都装着一样东西不能看
怎么猜出里面的东西呢?



2、告诉幼儿,老师要给大家念一首儿歌,这首儿歌是讲一样东
西,但儿歌中不讲出这样东西的名称只讲出它的样子,用处或
者是颜色,声音和其他特点,这样的儿歌叫谜语。

3、提醒幼儿仔细地听，听完后把几句话连起来想一想，猜猜
是什么东西。

二.幼儿学习猜谜语。

1、先猜第一只盒子里的东西。

(1)教师朗读谜语：小小游泳家，说话呱呱呱，常在田里住，
捉虫保庄稼。

(2)先请幼儿想一想，猜一猜，猜出的幼儿到老师耳边来讲。

(3)再次朗读谜语，并解释谜语。(帮助能力较差的幼儿理解)

(4)再请幼儿猜。(有意请能力中等及稍差的幼儿)

(5)教师出示小青蛙玩具，分析谜语内容，帮助幼儿掌握猜谜
的方法：第一句是讲小青蛙的爱好，第二句是讲小青蛙的叫
声，第三句是讲小青蛙的住处，第四句是讲小青蛙的本领。

(6)小结(巩固掌握谜语的特点)：儿歌中的四句话都和小青蛙
有关系，说出了小青蛙的爱好，声音特点和本领。但儿歌中
并没有“青蛙”两个字，而是让小朋友猜，这就是谜语。

2、猜一猜第二只盒子里的东西。

(1)教师朗读谜语：看看像块糕，不能用嘴咬，沾水搓一搓，
都是白泡泡。

(2)教师解释“沾水”的含义。



(3)请幼儿自己猜，猜出后到老师耳边说出来。

(4)教师在桌上准备一盆水，再准备一块肥皂，一块方积木，
一只小纸盒，请一名幼儿到前面来取出自己所猜的物品，请
大家评评他猜得对不对。

(5)通过操作活动帮助幼儿理解谜语，并请幼儿一起告诉老师
谜语讲的是什么东西

(6)提问：你们怎么会猜出是肥皂的?(鼓励幼儿大胆地表达想
法)

(7)小结：这四句话中虽然没有肥皂这两个字，但把肥皂的样
子和特点讲出来了，所以小朋友一下就能猜出是“肥皂”了。

3、老师再请幼儿猜一则谜语，要求幼儿猜出来后不要用嘴讲
出来，而是到教室里去找出来。

(1)教师念谜语：一个宝宝，圆头圆脑;拍一拍，跳一跳;拍得
轻，跳得低，拍得重，跳得高。

(2)猜到的幼儿就去找。(教室内放若干只皮球)

(3)找到的幼儿可以拍一拍，讲一讲，这个谜语说出了皮球的
什么特点?

(4)提问：你们为什么找皮球?除了皮球还能猜别的吗?

三、分组活动：猜谜语

1、幼儿自由组合，四人一组围坐成一个小圆圈。要求幼儿在
老师讲的时候认真听，听完后动脑猜。猜出来后，小组内幼
儿相互讲讲为什这样猜。

2、教师巡回指导，重点帮助理解力差的幼儿理解谜语。



3、教师每次朗读一则谜语，幼儿猜出后，就出示挂图，指导
幼儿看看，讲讲。

教师共提供三则谜语：

丁零零，一头说话一头听，两人不见面，说话听得清。

红眼睛，白皮袄，长耳朵，真灵巧，爱吃萝卜爱吃草，走起
路来蹦蹦跳。

身上穿着花花衣，两只翅膀真美丽，不会唱歌爱跳舞，花丛
里面采花蜜。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编一则谜语，并请爸爸妈妈写在
纸上交给老师，让大家一起来猜。

学前班语言教案篇八

活动目标：

1、了解春天给自然界带来了什么变化，表达对春天的热爱。

2、感知儿歌《春天是什么》中描绘的春天美景。

3、让幼儿自己寻找美丽的春天。

活动准备：1、小铲子、篮子。2、之前已过本首儿歌。

活动过程：

1、来到公园，一路上朗诵诗歌《春天是什么》等儿歌或唱关
于春天的歌曲。



2、在公园里寻找儿歌中说到的春天景象。

3、“说”春天：教师带着幼儿来到一片草坪上，总结在一路
上及公园里看到的景象：春天来了，在植物、动物、人、景、
气候等种种方面产生了哪些变化？（植物都发芽了，小动物
们也都慢慢的出来活动不再冬眠了，人们都越穿越少了，气
候也越来月暖和了等。）

4、“诵”春天：和着节拍诵读儿歌《春天是什么》。

（1）先由老师带着幼儿一起复习儿歌。

（2）幼儿一同朗诵儿歌。

（3）老师带着幼儿一起加上动作朗诵儿歌。

5、“拍”春天：幼儿分组寻找春天，并与自己找到的春天美
景拍照。（老师在一旁协助并帮忙拍照）

6、“吃”春天：幼儿分组拿起自己的小铲子在草地上寻找野菜
（老师在一旁协助），将春天带回幼儿园，分享春天大自然
的馈赠。

学前班语言教案篇九

丑小鸭

1、把握故事主要情节。

2、理解故事的.寓意。

3、对故事的理解感受。

理解故事的寓意



：了解小动物

1、欣赏故事。

2、感受丑小鸭的性格特点。

3、理解故事寓意。

4、表达经验与感受。

5、再次欣赏故事。

6、相互讲故事。

活动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