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雨教案幼儿园大班(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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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书写有哪些
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
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春雨教案幼儿园大班篇一

设计意图：

在中班下学期幼儿的探究、分析、观察能力都有了一定的发
展，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都充满了好奇心和强烈的探究欲，
能主动地去探究周围和环境的变化，能根据变化运用自己的
表达方式将感知到的变化加以表现。春天到处万物复苏，百
花争艳、绿草如荫、四处都能看到一派迷人的景色。“春
雨”亦是一幅美景，万物都在春雨的滋润下慢慢的苏醒成长，
为了让幼儿感受春天的生机勃勃，了解春雨与各种作物生长
的关系，我设计了本次活动。希望能激发幼儿热爱大自然的
情感，启发幼儿观察、发现自然界的变化，感知春的意韵，
尝试运用多种方法把春雨的色彩表现出来，以此来表达自己
的情感体验。

活动内容：诗歌《春雨》

活动目标：

一直以来教育活动的目标就是活动的起点和归宿，对活动起
着主导的作用，根据中班下学期幼儿的实际情况我制定了以
下几个活动目标：

1、让幼儿能够喜欢朗诵诗歌，能有节奏有感情的进行朗诵。

2、幼儿能初步了解春雨与各种作物生长的关系，感受春雨中



植物生机勃勃的情趣。

活动重难点：

重点：引导幼儿分角色朗诵植物的对话，感受散文诗的优美，
进而丰富词汇、发展幼儿的观察能力、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

难点：学习春雨的对话、诗句。

活动准备：

知识准备：活动前幼儿已有过观察春天雨季特征和该季节植
物生长特点的'经验。

物质准备：ppt课件《春雨》；种子、梨树、麦苗、小朋友头
饰若干；轻音乐。

活动过程：

一、教师以谈话的方式引导幼儿谈论春天，激发幼儿对活动
的兴趣。

“兴趣是幼儿最好的老师”。导入环节我选用了谈话的形式
导入，引导幼儿将自己已有的关于春天的经验进行整理，激
发幼儿活动兴趣。

1、现在是什么季节了？你觉得春天是什么样子的？春天来了，
植物会起什么样的变化？

2、春天到了，你们听：滴答，滴答，怎么啦？（下小雨啦！）
春天的雨我们把它称为《春雨》。

二、教师播放ppt《春雨》课件，引导幼儿欣赏感受诗歌的美，
并以提问的方式帮助幼儿理解诗歌的内容。



三、播放轻音乐，教师引导幼儿进行朗诵诗歌，渲染诗歌的
美好意境，启发幼儿想象春雨的美丽景象。

四、教师引导幼儿自由扮演种子、梨树、麦苗、小朋友中的
角色，以游戏的形式巩固加深幼儿对诗歌的认识。

1、师：“我们来玩个游戏，老师当春雨，我来问，你们来答。
谁要当种子？谁想当梨树？……”

2、师：“春雨落到种子、梨树、麦苗身上，他们心里会感觉
怎样？”

鼓励幼儿轻松地、有表情地跟着教师进行朗诵诗歌表演诗歌。

五、活动结束，教师进行总结，给幼儿留下一个对春天完整
的印象。

活动延伸：

活动延伸环节，我是想通过扩展延伸来升华本次活动的主题，
引导幼儿运用绘画工具，用绘画的形式将自己对诗歌《春雨》
意境的感受描绘出来，巩固和加深幼儿对春天及春雨的认知，
还可将幼儿绘画的作品展示出来，让幼儿互相欣赏和交流。

教学反思：本活动是以儿歌的形式锻炼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幼儿在念儿歌时有节奏感，能够对儿歌进行合理创编。

春雨教案幼儿园大班篇二

1、理解、欣赏故事，感受春天的美。

2、尝试根据自己的经验，仿编故事《春雨的色彩》。

图片



1、谈话引出活动主题。

2、欣赏故事《春雨的色彩》。

看图片，听教师讲述故事。

教师再次讲述片断，引导幼儿用原文回答。

3、仿编故事《春雨的色彩》。

春雨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术师，落到哪里，哪里就会变出美丽
的颜色。春雨还会落到哪儿，又会是什么颜色呢？你觉得还
会有什么小动物会来参加这场讨论？请你和你的好朋友说一
说。

幼儿两人一组，互相交流，尝试仿编故事《春雨的色彩》。

幼儿集体交流讨论，教师整理成完整的故事。

《春雨的颜色》

小白鸽说："春雨的没有颜色的。你们伸手接几滴瞧瞧吧。"
小燕子说："不对，春雨是绿色的。你们瞧！春雨落到草地上，
草地绿了；春雨淋在柳树上，柳枝儿绿了……"小麻雀说："
不不，春雨是红色的。你们瞧！春雨洒在桃树上，桃花红了；
春雨洒在杏树上，杏花开了……"小黄莺说："不对不对，春
雨是黄色的。不是吗？它落在油菜地里，油菜花黄了；它落
在蒲公英上，蒲公英的花儿也黄了……"春雨听了大家的争论，
下得更欢了，沙沙沙，沙沙沙——它好像在说："亲爱的小鸟
们，你们的话都对，但都没有说全面。我本身是无色的，但
我能给春天的大地带来万紫千红……"



春雨教案幼儿园大班篇三

1、能有节奏的念儿歌。

2、尝试用动作表演儿歌。

3、进行合理创编。

4、培养幼儿大胆发言，说完整话的好习惯。

5、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麦苗、梨树、小朋友、种子的图片和下雨的图片个一张

一、引出主题。

（若当天正好在下雨）师：小朋友们听，外面在干什么呀？
（回答）

（若当天没有下雨）教师出示下雨的图片，师：小朋友们看，
这是怎么了？（回答）嗯，下雨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
习一首儿歌，它的题目叫《春雨》，说说看叫什么？（集体
回答后请个别小朋友站起来回答）

二、第一遍。

教师念儿歌，幼儿欣赏，结束后幼儿回答：

1、这首儿歌的'题目是什么？

2、请你说说在这首儿歌中，你听到了什么？（幼儿回答后出
示图片）

三、第二遍。



教师念儿歌，幼儿欣赏，结束后幼儿回答：在这首儿歌中你
还听到了什么？（幼儿回答后出示图片）

四、第三遍。

教师念儿歌，幼儿欣赏，结束后幼儿回答：你能根据刚刚老
师念的儿歌把你听到的东西排一下顺序吗？（幼儿边回答边
调整图片的顺序）

五、第四遍。

教师与幼儿一起念儿歌，师：能干的小朋友和老师一起来念
这首儿歌

六、第五遍。

七、创编。

滴答，滴答，下小雨啦！

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

梨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

麦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

小朋友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

春雨教案幼儿园大班篇四

1、理解散文，感受散文所表现的春雨的美。

2、学习用优美的语言表述春天的景色，尝试改编散文。

1、活动前带幼儿欣赏过春雨的自然景色。



2、轻音乐磁带，录音机。

引导幼儿感受散文中的意境，并鼓励幼儿大胆用绘画的形式
表达自己的想象。

1、说春雨

（1）猜谜导入：千条线，万条线，落到水里全不见。（雨）

（2）讨论：春天是什么样的？春雨又是什么样的？春雨让人
感觉怎样？

反思：以猜谜语形式导入活动，能引起幼儿的兴趣。

2、欣赏散文《春雨沙沙》。

（1）配乐朗读，提问：

听了散文，你有什么感受？

散文中都写了春天里的什么颜色？

春雨像什么？是怎么落到地上的？

（2）出示挂图，再次欣赏。

（3）动作表现春雨。

反思：孩子在欣赏散文和讨论春雨的过程中，能利用自己的
生活经验讲述对春雨的感受，这样孩子在讲述时就能做到侃
侃而谈。

3、编春雨。

（1）改编：谁衔着雨丝？绿的，是什么？红的，是什么？



（2）教师将幼儿改编的内容连贯的描述一遍。

反思：在此环节中，幼儿能借助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词
汇进行组合，编出符合主题的儿歌。

4、画春雨。

尝试进行想象绘画，画出春天的景色。

幼儿把自己想象中的春雨以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进一步感
受到了春雨的美。

春雨教案幼儿园大班篇五

让幼儿在看看、说说、画画、玩玩中，理解儿歌内容，激发
幼儿大胆说话的愿望。幼儿园中班春雨诗歌活动教案，我们
来看看下文。

活动目标：

1、情感：在感知作品的基础上，萌发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

2、技能：学习有感情朗诵，体验诗歌中表现的雨中情趣。

3、认知：理解诗歌内容，感受春天的'美和春雨到来的喜悦；
初步了解诗歌中首尾呼应和压韵的运用。

活动准备：

1、物质准备：

（1）教学课件《春雨》。

（2）教学图片，幼儿表演用挂饰。



（3）磁带《春天在哪里》。

2、经验准备：幼儿对春雨有感性认识。

活动过程：

一、谜语揭题，直接导入主题。

猜谜“雨”：千条线，万条线。落入水中就不见。

二、配乐朗诵，感受诗歌意境美。

提问：你听到的诗歌中春雨是怎么样落下来的呢？

下了春雨谁说话了？怎么说的？

三、观看课件，理解诗歌内容。

1、播放课件，幼儿完整欣赏一遍。

2、提问：种子说了什么话？一起学说，学做。

梨树？麦苗？小朋友？。。。（同上）

分段演示课件，并出示相应图片。

四、指导朗读，欣赏诗歌语言美。

1、集体看图朗诵。

2、讨论怎样将诗歌的美读出来。

提醒幼儿读下雨时要轻轻地读，用高兴的声音读种子们的说
话。



3、结伴互读，读出美感。

4、集体配乐朗诵诗歌。

五、学习压韵，认识诗歌结构。

1、认识首尾呼应的运用。

教师：诗歌中哪两句话是一样的？

介绍首尾呼应，诗歌中用了首尾呼应会更完整，有强调主题
的作用。

2、认识诗歌中压韵的运用。

教师：这首诗歌听起来有什么感觉？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