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谁跟小羚羊去避暑教案中班反思(优
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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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教案这么重
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
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谁跟小羚羊去避暑教案中班反思篇一

《谁跟小羚羊去避暑》讲了一只可爱的小羚羊约请伙伴们随
自己的妈妈去高山地带避暑的故事。故事想象丰富，将单调
的自然知识蕴含在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中，让我们了解几种
动物不同避暑方法的同时，深深地喜欢上这只热情、主动关
心他人的小羚羊。

活动目标：

1、能结合已有经验，表达对夏天的感受。

2、了解动物和人类夏天避暑、消暑的'方法。

活动准备：

1、挂图《谁和小羚羊与避暑》

2、图画纸。

活动过程：

1、和幼儿一起讨论：天气非常炎热时，我们会有什么感觉？

2、结合挂图，讲夏天动物避暑的故事《谁跟小羚羊去避暑》，



帮助幼儿了解小动物是怎样避暑的。

3、请幼儿讲讲我们人类是通过什么方式避暑的，帮助幼儿掌
握夏天保护自己不中暑的方法，体会人类的聪明和智慧。

4、制作消暑妙方海报。教师将讨论结果记录在图画纸上，制
作消暑妙方的海报。如：

（1）穿什么样的服装比较凉快？（裙子、短衣、短裤、凉鞋
等）

（2）可以到哪里去玩？（海边、游泳池、树阴下等）

（3）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待在室内不会热？（扇扇子、开空调、
吹点扇、洗澡等）

（4）有什么清凉的食物？（冰棒、冰水、水果等）

活动延伸：

1、将动物避暑的图片放在科学区，以便幼儿操作。

2、小制作：消暑工具――扇子（团扇：将卡纸剪成想要的形
状，画上图案，后面粘上雪糕棍即可。折扇：卡纸来回折叠
即可。）

3、惊醒夏季食品品尝会。每人带一种适合夏天吃的食品来园，
幼儿一起品尝。活动过程中请幼儿边吃边说说这些食品为什
么适合在夏天吃，了解夏季食品的特点。

谁跟小羚羊去避暑教案中班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了解一些动物避暑的方法。

2．喜欢动物，有了解动物的兴趣和愿望。

活动准备：

1．故事：《谁跟小羚羊去避暑》。

2．动物图片，水笔，教师用“谁跟小羚羊去避暑”表格，

3．多媒体课件。

活动过程：

一、谈话活动。

1．师：现在是什么季节？感觉怎么样？

幼：夏天，感觉很热。

2．师：天热的时候，怎样让自己凉快一点呢？

幼：吹电扇，吃冷饮……

幼儿回答。

师：原来小羚羊会跟着妈妈去高山地带避暑，高高的山上有
茂密的大树，非常凉快（边画边说）。小羚羊一边走一边
喊“谁跟我去避暑”。

二、观看课件，了解小动物的避暑方法。

2．教师边播放课件，边完整得讲述故事。

3．师：你听到小羚羊去请了哪些好朋友一起去避暑？



请幼儿回答，教师将动物图片一一贴在表格中。

师：这些好朋友和小羚羊去避暑了吗？（没有）那它们到底
是怎样度过夏天的呢？

4．请幼儿一一说出故事中动物的避暑方法，教师在表格中画
出相应动物的避暑方法。

小红马单独听录音，幼儿根据对话回答。师：小红马的方法
真有趣，我们小朋友出了汗会觉得难受，可是小红马出了汗
像洗了冷水澡一样凉快，原来小红马身上有许多汗腺，就像
我们小朋友皮肤上的汗毛孔一样，热了就会出汗，使自己凉
快起来。

小黑狗、小松鼠灵活听录音。

和幼儿学一学小黑狗和小灰兔避暑时的动作。

5．小结（边指表格）：小羚羊想邀请它的好朋友去高高的山
上去避暑，可是小红马靠出汗来调节体温。小黑狗伸出舌头
来排汗，让自己凉快。小松鼠换掉厚厚的皮毛，穿上薄薄的
夏装。小灰兔靠两只大耳朵来散热，让自己变得凉快。所以，
它们都不会跟小羚羊去避暑。

三、拓展经验，通过观看另一个电脑课件，了解其他动物的
避暑方法。

1．师：小羚羊继续去找好朋友，瞧（出示幻灯片），它们是
谁呀？（梅花鹿、河马、长颈鹿、大象），究竟这些好朋友
会不会跟它去避暑呢？它们都有什么样的避暑方法呢？请你
和旁边的小朋友轻轻讨论一下。

2．请幼儿来说一说这些动物是如何避暑的，回答正确的，教
师出示幻灯片。



四、结束活动。

谁跟小羚羊去避暑教案中班反思篇三

（1）知道一些动物避暑的特殊生理功能。

（2）能运用角色表演的方法进行故事角色中的对话，发展幼
儿的口语表达能力，并有较强的角色意识。

（3）通过绘画的形式让幼儿充分地表现出各种小动物过夏天
的方法。

（4）培养探索自然的兴趣。

（5）体验解决问题的成就感。

活动准备：

（1）cai课件：动画故事《谁跟羚羊去避暑》、袋鼠、猩猩、
骆驼、河马的图片。

（2）羚羊、马、狗、鸡、松鼠、兔子的头饰。

（3）绘画纸、彩笔等绘画工具。

（4）《健康歌》、二个背景音乐。

活动过程

（一）热身运动《健康歌》。

“小朋友们跳得真棒，我们做完运动后有什么感觉？现在天
气是一天天地热起来了，都到什么季节了？在夏天很热很热
的时候，我们都有些什么好办法来避暑、降温，让自己感到



凉快呢？（空调、吃冰棒、游泳、旅游等）那小动物呢？它
们怕不怕热？它们是怎样度过夏天的，你们想不想知道？今
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部好看的动画片，我们一起来看看
动画片中有哪些小动物？它们是怎样用自己特殊的方法来过
夏天的。”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及探索的欲望。

（二）欣赏故事，播放cai课件。听故事并回答问题：

1、天气炎热，小羚羊请小伙伴和自己去高山地带避暑，第一
个碰到的是谁？（小红马）

小红马是怎样过夏天的？（我出了汗就像洗过冷水澡一样凉
快了。）

2、小羚羊又想到了谁？（小黑狗）小黑狗是怎样过夏天的'？
（我只要伸出舌头排汗就凉快了。）

3、小羚羊又碰见了谁？（小黄鸡）小黄鸡是怎样过夏天的？
（我只要在阴凉的沙土里打个滚儿就凉快了。）

4、小羚羊又去约了谁？（小松鼠）小松鼠是怎样过夏天的？
（夏天来到在之前我就退去厚厚的皮毛了。）

5、最后小羚羊又找到了谁？（小灰兔）小灰兔是怎样过夏天
的？（夏天我挺着两只大耳朵，可以散热。）

在幼儿回答完每一个问题之后都再次回放其中动物的对话，
加深幼儿的记忆。最后，再次回放动画故事，让幼儿完整地
欣赏一遍。

教师小结：原来小动物都会用自己特殊的方法来避暑，所以
它们都能顺利地度过夏天。

（三）角色游戏《谁跟羚羊去避暑》。



1、引起幼儿的扮演兴趣：“小朋友，你们觉得故事中的小动
物们漂亮吗？可爱吗？那你们想扮演它们吗？”

2、教师引导幼儿自由选择故事中小动物的角色，并让幼儿讨
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对话与其相应地动作。（教师扮演小
羚羊）

3、在优美的音乐声中教师与幼儿共同游戏，并在游戏中注意
个别能力较弱的幼儿的引导，及时鼓励大胆表现的幼儿。

（四）延伸活动：《小动物过夏天》。

1、“小朋友，故事中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过夏天的好办法，
让我们来看看还有些小动物是怎样过夏天的。”引导幼儿观
看cai课件。

（1）袋鼠用舌头将两只前肢舔得湿湿的来降低温度。

（2）猩猩躲在山洞里乘凉或将树叶放在头上遮阳。

（3）沙漠之舟的骆驼身上的皮毛具有防晒功能，而且骆驼的
驼峰能储存食物和水分，这样骆驼在沙漠中就不会缺水。

（4）河马因为水分散失的速度快，所以炎热的夏天大都躲在
水里。

2、“小朋友，你们知道小动物它们还有哪些过夏天的方法吗？
请你们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好吗？”幼儿在音乐伴奏声中
作画，教师巡回指导。

3、作品展示并讨论。



谁跟小羚羊去避暑教案中班反思篇四

1、认识本课生字，会写课后的字。

2、了解小羚羊、小马、小狗、小松鼠这几种动物避暑的知识，
产生了解小动物的兴趣。学习小羚羊主动关心他人的品质。

3、分角色朗读课文。

认写生字。

了解小动物们不同的避暑方法。

教师：小黑板，生字、词卡片。

学生：收集一些关于小动物避暑的资料。

2课时

1、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一位新朋友，它就是（板书：羚羊）

你们想不想知道它的故事呀？在听故事之前，请看老师写
字(板书避暑)。你知道什么叫避暑吗？你去避过暑吗？给同
学们说一说。

人会避暑，那么动物们呢？（板书：谁跟小羚羊去避暑）

2、对比读课文题目。

先用一般的语气读，再用提问的语气读。比一比，哪种读法
好？

从课文题目中你想到了什么问题？

3、小结过渡：



小羚羊去哪里避暑？谁跟它一起去避暑？带着这些问题去学
习这篇课文吧。

1、借助拼音自读课文。

（1）在读课文的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认真地读，对不容易读通
顺的地方多读几遍，圈出生字词再读读。

（2）学生自学，老师随堂指导，对学生不会、不懂的地方，
加以点拨。

（3）汇报交流自学情况。

（4）老师拿着生字卡片抽读，并且纠正读音。

（5）送生字娃娃回家(读课文中带有生字的词语和句子)。

2、互相评议读的情况。

教师问：小羚羊去哪里避暑？谁跟羚羊去避暑了呢？

3、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可以让学生朗读第一句话。（小羚
羊的妈妈要带它到高山地带去避暑。为什么非得到高山地带
去避暑呢？联系生活实际说一说。）

4、提示：回答第二个问题时，不但要求学生弄清楚写了哪几
种小动物，还要有意识地指导学生进行说话的训练。（小羚
羊想请小红马、小黑狗、小松鼠和它一起去避暑，但它们自
己可以防暑，所以都没有和小羚羊去避暑。）在回答这个问
题时一定让学生把话说完整。

1、请学生再读课文，并拿笔勾画：谁也没有跟小羚羊去避暑，
可是课文却三次出现小羚羊放心了。这句话是在哪里出现的？
请在课文中勾画出来。



2、请几位学生朗读，并提问：从这句话你想到了什么？

3、小组合作学习，一边读课文，一边讨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
看法。全班交流。

（老师指导：小羚羊对谁放心了？为什么会放心？）

4、指名朗读第2、3自然段。

（回答：这次小羚羊对小红马放心了。因为小红马身上长着
许多汗腺，热了就出许多汗来调节体温，不需要避暑，所以
小羚羊放心了。）

（1）分角色朗读。注意引导学生抓住喊字，体会到小羚羊对
别人的关心；欢快的体会到心情高兴。读好角色的对话。

（2）师生共同总结学习方法。

（首先我们反复读课文，然后再来解决问题，最后通过自己
的理解再来读课文。）

5、分组比赛学习第4、5自然段。

（1）教师提问：小黑狗长得什么样？请用笔勾画出来。说说
自己从这两段中体会到了什么。

（体会到了小羚羊对自己的朋友非常关心，对待自己的朋友
非常真诚。）

（2）你从哪些词语中体会到小羚羊对他人的关心？（从放心
了、急了、忙问等词语。）

（3）分组朗读。（在朗读的过程中来感受作者用词的准确。）

6、总结：让学生把小羚羊、小红马、小黑狗、小松鼠避暑的



方法连起来说一说。

1、学习第6自然段。你读这段话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小羚
羊会和谁一起去避暑呢？请你根据收集的资料想想，然后大
胆地回答这个问题，看谁的课外知识丰富。

教师出示小黑板，解决课后练习2的问题。

2、学习生字，指导书写。

（1）你用的是什么方法记住生字？学生来回答，老师随堂总
结学习生字的方法。

（2）对于生字冷、继，要特别强调它们的笔画、笔顺。

（3）书写生字。

3、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表演课文内容，注意说话的语气和表情。

附：板书设计

谁跟小羚羊去避暑教案中班反思篇五

1、了解小动物避暑的方法。

2、尝试表演故事，根据所扮演的角色清楚地讲述避暑的方法。

二、活动准备

1、课件准备:《谁跟小羚羊去避暑》插图、故事音频、配乐
音频。

2、纸质教具：小羚羊、小红马、小黑狗、小黄鸡、小松鼠、



小灰兔的头饰。

三、活动过程

1、教师提问，引发幼儿讨论夏天有哪些避暑的方法。

——夏天天气很热，你有哪些办法能让自己凉快些呢?

2、播放故事音频及图片，带领幼儿了解小动物们避暑的方法。

——故事中，小羚羊要去做什么？

——小羚羊邀请哪些小动物跟它一起去避暑?

——它们去了吗？为什么都不去呢?

3、教师给幼儿发放角色头饰，引导幼儿角色扮演，指导他们
讲述自己避暑的方法，并配合相应的动作演绎出来。

——小红马用什么方法来避暑?如果你是小红马，出汗了很凉
快，会怎么表现呢？

——小黑狗用什么方法来避暑?你能学学它是怎么做的吗？

——小黄鸡用什么方法来避暑?你能学学它的动作吗？

……

4、播放故事配乐，引导幼儿一边说台词一边做出相应的避暑
动作。视情况，多请几组幼儿进行表演。

附【故事】

《谁跟小羚羊去避暑》



炎热的夏天来了，小羚羊的妈妈要带孩子到高山地带去避暑。
小羚羊想，还有许多小伙伴也一定热得难受，得约大家一起
去。“谁跟我去避暑?”她一面走，一面喊。

一匹小红马奔跑过来，对小羚羊说:“我不去，我一出汗就像
洗了冷水澡一样凉快极了。”原来她身上有许多汗腺，热了
就出许多汗来调节体温，防止中暑，不需要避暑。

小羚羊想:“听说小黑狗身上没有汗腺，一定热得受不了，去
约他避暑吧。”这时，小黑狗正趴在一间屋檐下，张着嘴，
伸出长长的舌头，直喘气。“黑狗弟弟，高山地带凉快极了，
你跟我一起去避暑，好不好?”小羚羊对他说。“谢谢你!”
小黑狗摆摆尾巴继续说，“我身上没有汗腺，可舌头上有许
多汗腺呢。我伸出舌头，就是用它排汗，调节体温呀。”

小羚羊说声“再见”走到一棵大树旁，看见小黄鸡躺在树下
的沙土里，两脚搔着沙土，还不断地打着滚儿。“你躺在沙
土里玩，多热呀!”小羚羊摇摇头说。小黄鸡“喀咯咯”地笑
了，他说:“我热得直喘气，在沙土里躺躺，浑身凉嗖嗖的，
可舒服了。”

小黄鸡不需要避暑，小羚羊多么失望呀!她走进林子里去约小
松鼠。“我不用去避暑，夏天到来之前，我就脱掉了冬天的
厚皮毛衣，换上了薄薄的夏装啦。”

再去找谁呢?小羚羊正犹豫着，小灰兔急急忙忙地从她面前经
过，小羚羊喊住他。小灰兔摆动着两只大耳朵说:“我不想去
避暑。夏天，我挺着这两只大耳朵，可以散热，调节体
温。”

小羚羊看看没有小朋友跟她去避暑，只好自已跟着妈妈去避
暑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