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天小班语言活动 春天小班语言
教案(汇总9篇)

提纲可以帮助我们在写作过程中避免遗漏重要内容或者走题。
在填写提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多方面思考展开，将每个分
点下的细节进行充分拓展。通过阅读这些范文，我们可以发
现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

春天小班语言活动篇一

1、丰富关于春天生物象声词的词汇，并用乐器表达。

2、创编散文诗动作。

活动准备

课件准备：《春天是这样来的》散文音频；散文插图；春天
相关事物实拍图。

活动过程

一、结合音频《春天是这样来的》播放插图，赏析散文诗。

——都出现了什么？他们在干嘛？他们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心情是怎么样的？

——你最喜欢图里哪个部分？散文中的哪一句?

二、出示乐器，请幼儿一起来演奏。

1、幼儿操作乐器三角铁和串铃对诗词中第一句和第二句出现
的象声词进行表演。



2、幼儿操作乐器沙锤和双响筒对诗词中第三句和第四句出现
的象声词进行表演。

三、创编动作，完整念诵散文。

——小溪、柳树、春笋、花儿他们是怎么迎接春天的？你能
学做它们的动作吗？

——配合着动作再一起念诵下这首迎接春天的散文吧！

四、出示春天相关图片，幼儿自由讨论关于春天的其他事物。

——小朋友们，除了散文里面出现的事物还有谁也在欢迎春
天的到来呢?(出示田野、桃树开花、小燕子图片等。)

活动延伸

家园共育

请家长带着幼儿到户外观察，并说一说春天相关的事物有哪
些。

春天小班语言活动篇二

关注雨天的情景，体验看雨、听雨、玩雨的乐趣。

能积极地与同伴交流自己的发现，激发进一步探索事物变化
的`愿望。

激发幼儿乐于探索科学实验的乐趣。

活动准备：物质准备：歌曲《大雨和小雨》，播放器。

材料配套：亲自手册《领域活动·雨天的雨》。



1、说雨。

引导幼儿说一说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在路上看到了什么。

提问：雨是什么样子的？你平时见过什么样的雨？鼓励幼儿
大胆叙述。

2听雨让幼儿闭上眼睛，侧耳倾听雨声。

播放歌曲《大雨和小雨》，引导幼儿欣赏，并说说歌曲中大
雨是怎么样的、小雨是怎样的。

3观雨。

引导幼儿观察小草、小花、小树在雨中是什么样子的。

告诉幼儿：植物在雨中喝足了水才会长的更好。

4玩雨。

指导幼儿用小手接雨，。看看雨是什么颜色的，并说说雨点
落到手上有什么感受。

启发幼儿用肢体动作表现大雨和小雨。

一次科学活动的开始，应该来自幼儿已有的经验，一次科学
活动的结束，并不是真正的结束，应使幼儿有进一步的探索
可能，成为获取经验的开始。幼儿是学习的主人，所以我们
老师要尽其所有、创设各种学习环境，让幼儿能够用眼看、
用耳听、用嘴说、用脑思考，全身心地积极地投入到探究中
去，给幼儿自由展现的空间。让幼儿在游戏中、快乐中获得
知识，学得经验。



春天小班语言活动篇三

颜色是春天最直观、最明显的变化，对于小班的孩子来说充
满了新奇，也充满了神秘。我以春天的颜色为切入点，以春
天的事物为依托，将春天的景色作为一个秘密藏于颜色，把
动植物的变化融于颜色，设计了本次语言活动。意在通过活
动，让幼儿在看看、听听、说说中感知春天的色彩美，学会
诗歌并根据句型创编诗歌，萌发热爱春天、热爱大自然的情
感。

活动目标

1.在看看、听听、说说中感知春天的色彩美。

2.大胆表达春天的颜色，学会儿歌并根据句型创编。

3.萌发热爱春天、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带幼儿到户外找春天。

2.物质准备：小熊手偶、颜色宝宝图片、小展台。

活动过程

情境导入，激发兴趣

师：今天来了一位小客人，它想和大家做游戏，是谁呢?(出
示小熊手偶)

小熊：大家好。春天来了，听说外面的景色可美了，可我还
不知道春天是什么样的，更不知道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我得
去瞧一瞧!(小熊高兴地唱着《春天》的歌曲来到小展台前)



运用图片，感知诗歌

师：哇，这里有好多颜色宝宝，他们都争着要告诉小熊春天
的颜色呢!

这是谁呀?(绿色宝宝)它的里面藏着什么呢?大家想一想，猜
一猜。春天里哪些东西是绿绿的呢?(柳树、小草……)小草怎
么说的?(幼儿一起学说“小草说：春天是绿绿的。”)

逐一出示红色宝宝、黄色宝宝和粉色宝宝，让幼儿感知颜色
并学说儿歌。(草莓说：春天是红红的。迎春花说：春天是黄
黄的。桃花说：春天是粉粉的。)

借助手套，学说诗歌

师：小朋友一起用好听的声音把儿歌说给小熊听听吧。

小熊：你们说得太好了，我也想和你们说一说呢。(小熊和幼
儿一起说儿歌)

师：咦，我现在是绿绿的小草(将颜色宝宝变成的魔术手套，
戴在手上)：春天是绿绿的。

幼儿自主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魔术手套戴在手上，学说儿歌。

发挥想象，创编儿歌

师：瞧，又来了几个颜色宝宝，它们想请小朋友来告诉小熊
春天的颜色呢。

逐一出示黑色宝宝、白色宝宝、蓝色宝宝，让幼儿感知颜色
并创编儿歌。(梨花说：春天是白白的;小蝌蚪说：春天是黑
黑的……)

：哇，春天的颜色真多呀，有绿的、红的、黄的、粉的、黑



的、白的、蓝的……春天真美，如果要我们用一个好听的词
来说春天的话，可以怎么说呢?(五彩缤纷)

结束活动

结束语：小熊从儿歌里看到了美丽的春天，老师在教室的美
工区准备了春天的画卷，那里面还藏着许多春天的颜色、春
天的秘密呢，让我们一起去找一找吧!

春天小班语言活动篇四

1、理解故事内容，学说打电话内容，了解春天的特征。

2、懂得把美好的事情与人分享的快乐。

3、阅读故事，能细致的观察画面，大胆的表述对故事的理解。

4、理解故事内容，知道做事要认真、要有耐心。

1、事先带领幼儿外出找过春天。

2、故事图片。

一、谈话导入：春天来了，我们一起找过了春天。小朋友们
看到的春天里有些什么？

总结：我们看到的春天里有黄黄的油菜花、绿绿的麦苗、好
看的蚕豆花、青青的小草、美丽的豌豆花……春天真美啊！

二、完整欣赏第一遍故事。

师：小朋友们找的春天真美啊，很多小动物也想去找春天，
听一听有哪些小动物也找到了春天师幼互动，理解故事内容，
了解故事人物师：好听的故事欣赏完了，你们听到故事里有



哪些小动物呀？根据幼儿回答，教师逐一出示动物图片。如
有没有说到的，教师提醒：看，还有一个朋友被你们忘记了，
我们来把它请出来。

附：《春天的电话》

“轰隆隆！”打雷了睡了一个冬天的小胖熊被惊醒了。它揉
揉眼睛，打开窗户，往外一看：“啊，原来是春天来了！”
它连忙拿起电话，得儿得儿拨电话号码，“喂，小松鼠吗？
春天来了，树上的雪融化了，快出来玩游戏吧！”

小松鼠听了电话，得儿得儿拨号码，“喂，小白兔吗？春天
来了，山坡上的草绿了，快出来吃青草吧！”

小白兔听了，得儿得儿拨号码。“喂，小花蛇吗？春天来了，
河里的冰融化了，快出来游泳吧！”

小花蛇听了电话，得儿得儿拨号码。“喂，小狐狸吗？春天
来了，天气暖和了，快出来放风筝吧！”

你看，小动物们都出来了，大伙儿在草地上快乐地玩游戏呢！

故事是通过小动物们之间互相打电话，传递春天的信息，互
相告知春天的各种特征：春天来了，树上的树上的雪融化了，
快出来玩游戏吧！山坡上的草绿了，快出来吃青草吧！河里
的冰融化了，快出来游泳吧！天气暖和了，快出来放风筝吧！
通过小动物们打电话互相告诉春的信息，理解与朋友分享快
乐的事情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在整个说课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准备我觉得自己还是挺认真
的，我没有按照一般的要求的去设计这节课，我以为这会是
好的，没想到这却成了偏题，说实话有一点儿伤心，不过这
是第一次嘛，而且我觉得应该是我在设计的课中并不能体现
我的想法，所以老师们就更不能理解了，只是会觉得我设计



的课偏题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经验教训：在还没有把课
说好的情况下就不要去一昧的讲究新颖，这样反而会弄巧成
拙，不但不能表达自己的本意可能还会很乱。

春天小班语言活动篇五

黑乎乎的夜晚，鼹鼠爸爸准备睡个好觉。叮咚叮咚、咣当咣
当、呼啦呼啦、哗啦哗啦、沙沙沙、滴答滴答……各种各样
的声音吵醒了鼹鼠爸爸，到底是谁发出的声音呢？是门铃、
窗户、风、溪水、草儿吗？原来是春雨，滴答滴答……这就
是春天的声音！

故事通过讲述鼹鼠爸爸在一个春雨的夜晚，找寻各种声音的
来源，让孩子感受了春雨中各种不同的事物发出的声音，将
孩子的视野带入自然。

黑漆漆的夜晚，窗外一片静谧。一个深墨绿的窗户，一瓶不
知名的黄色小花，看到这样的画面，小读者的心顿时安宁下
来。

鼹鼠爸爸胖胖的身躯，挤在一张窄小的床上，充满喜剧效果
的画面，又抓住了小读者的视线。

叮咚叮咚、咣当咣当、呼啦呼啦、哗啦哗啦、沙沙沙……有
趣又多变的各种声音，调动了小读者所有的听觉细胞，也引
发了家和鼹鼠爸爸一样的好奇心。

在和鼹鼠爸爸一起找寻各种声音来源的过程中，小读者知道
了自然中各种事物能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最后和鼹鼠爸爸一起找到了原因，原来是春雨让不同的事物
发出了美妙的声音，原来这就是春天的声音。鼹鼠爸爸听着
春雨声，慢慢睡着了。相信小读者在这样的夜晚也会遐想联
翩吧！



故事的开始与结束，鼹鼠爸爸小小的眼睛一直迷迷糊糊的，
那是春日特有的慵懒的睡意；结束时是鼹鼠爸爸找到答案后，
在春雨叮咚中心满意足的惬意。

鼹鼠爸爸在一路的倾听与寻找中，小小的眼睛却瞪得滚圆。
截然不同的神情、身影里，是鼹鼠爸爸在捕捉春天的声音。

1、画面的色彩

整个故事的画面运用了水彩晕染的表现手法，一如春雨中烟
雨迷离、花影无踪的朦胧，让我们的心中、眼里充溢了美的
感受。

无论是粉米色、粉蓝色、粉绿色的色彩，静态的美与各种声
效的动态之美，似对弈、又似携手，将小读者带入了春天特
有的韵物。

图画中蕴藏的细节

在图书的第2面和第22面，同样的窗口却给人不同的感受：深
墨绿的色彩、黄色的小花，将人带入春夜的安宁；一盏煤油
灯，黄黄的光线也照亮了窗口，照亮了窗外的雨丝。细细品
味，春天的声音可以是宁静的，也同样是热闹的鼹鼠爸爸那
副可爱的小眼镜，前后始终展现着各种姿态、却不在鼹鼠爸
爸的鼻梁上，唯有当鼹鼠爸爸去寻找春天的声音时，才正儿
八经地戴着眼镜。小小眼镜，也传递着鼹鼠爸爸不同的状态。

故事中文字不多，充盈全文的是“叮咚叮咚、咣当咣当、呼
啦呼啦、哗啦哗啦、沙沙沙、滴答滴答、呼呼呼呼"等这些多
变的象声词、叠音词。

“沙沙沙……×××，是你吗？”这种句式在文中复出现，
有趣的词语与句式，足以引发孩子学习的愿望。



春天小班语言活动篇六

1、能用轻柔有弹性的声音演唱歌曲《大树妈妈》和《郊游》，
用歌声表达对春天的赞美。

2、对比聆听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能用线条、律动展示《春
之歌》的旋律走向，感受日本民歌《春风》的风格特点。

3、能准确读、拍带有“0”符号的节奏，并能用体态表现其
时值。

4、探索用身边的`物品自制沙锤并为歌曲《郊游》伴奏，能
随着歌曲的节奏边唱边做律动表演。

能用轻柔有弹性的声音演唱歌曲《大树妈妈》和《郊游》，
用歌声表达对春天的赞美。

能准确读、拍带有“0”符号的节奏，并能用体态表现其时值。

视听唱法结合

多媒体、琴、打击乐器等

第一课时

一、创设情境，故事导入

从前，有一棵大树，个子长得好高，每天都举着茂盛的叶子
为小花、小草们遮风挡雨，大家都叫他大树妈妈。有一天，
一只迷路的小鸟找不到妈妈了，他疲倦地停在大树妈妈的手
臂上，急得呜呜地哭。大树妈妈说：“别哭，别哭，孩子，
我就是你的妈妈！”大树妈妈用树叶做成了一个温暖的摇篮，
随着风儿摇呀摇，在大树妈妈的'怀抱里，小鸟甜甜地进入了
梦乡！听，大树妈妈微笑着为小鸟唱起了摇篮曲，多么温柔、



多么好听。小鸟幸福的笑了。

二、学唱新歌

1．引导学生看歌曲插图

我们为大树做过什么？

2．律动练习（小鸟飞）

3．按节奏读歌词

4．听全曲，感受歌曲的情绪。

5．请学生跟着录音轻声哼唱歌曲。

6．分句模唱法解决难点。

7．完整跟师的琴唱歌唱，记忆歌词。

8.师反馈教学效果（强调休止符）

9.引导学生处理歌曲

大树妈妈轻柔的唱这歌，小鸟们睡着了，那我们应该怎样唱
这首歌呀？

10．学生跟琴用轻柔的声音演唱歌曲。

三、分组创编，角色表演。

（1）学生分小组合作编排歌表演。

（2）邀请各组上台表演（小组成果展示，评出最佳表演奖和
最佳创意奖。）



（3）全班表演。

（4）师引导学生自评、互评

春天小班语言活动篇七

1、用不同的花瓣形状、颜色和数量画出各种花朵。

2、激发幼儿创作的欲望，提高幼儿的作画能力。

范例、笔、纸

1、传说天上有位美丽的春姑娘，黑头发，圆脑袋，穿着漂亮
的衣服，随着微风飘呀飘，她飘到哪里，哪里就会变得美丽，
因为她有一条奇妙的裙子。

2、春姑娘的裙子和我们的裙子有什么不同?她有一条用什么
做的裙子呢?

3、春姑娘穿着奇妙的裙子，飘呀飘，把嫩绿的小草和五彩的
花朵送到大地的每个角落，让世界更美丽。

示范与讨论

1、提示画人物的顺序：先画基本部分(头、身体、手臂)，再
画主要特征(五官)，即先画大，再画小，画人物面部时，从
上向下画：头发、眉、眼、耳、鼻、嘴。注意不遗漏。

2、请幼儿尝试示范画随风飘的柳条裙，飘得远，不折断。

3、进一步观赏作品，找一找不同大小的花蕊，不同形状和颜
色的花瓣，数一数花朵上花瓣的多少。

创作要求



请春姑娘飞来幼儿园。

幼儿作画，教师指导要点

1、确定春姑娘的位置，提示幼儿画在纸的上方。

2、按自己的想象，为春姑娘穿上美丽的柳条裙，并注意用弯
曲的线条表现飘动。

3、鼓励幼儿不断变化花朵造型。

小朋友一起欣赏。

春天小班语言活动篇八

1.学生能够正确朗读、理解并使用本课时的单词和短语。

2.学生能够听懂并运用本课时的句型进行对话。

3.学生能够通过本课时的绘本故事，理解春天的特点和变化。

1.学生能够正确朗读、理解并使用本课时的单词和短语。

2.学生能够听懂并运用本课时的句型进行对话。

3.学生能够通过本课时的绘本故事，理解春天的特点和变化。

1.本课时的ppt。

2.本课时的绘本故事《春天来了》。

3.本课时的单词和短语卡片。

4.本课时的练习册。



一、导入（5分钟）

1.教师播放一段春天的视频，让学生感受春天的气息。

2.教师向学生介绍本课时的主题和目标。

二、新课讲解（15分钟）

1.教师向学生介绍本课时的单词和短语，让学生正确朗读并
理解其含义。

2.教师向学生讲解本课时的句型，并进行模仿练习。

三、绘本故事阅读（20分钟）

1.教师向学生朗读本课时的绘本故事《春天来了》。

2.教师引导学生回答与故事相关的问题，让学生理解春天的
特点和变化。

四、对话练习（15分钟）

1.教师分组让学生进行对话练习，运用本课时的句型进行对
话。

2.教师巡视课堂，指导学生进行对话练习。

五、练习册完成（10分钟）

1.学生完成本课时的练习册。

2.教师巡视课堂，指导学生完成练习。

六、课堂总结（5分钟）



1.教师对本课时的`重点和难点进行总结。

2.教师鼓励学生，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成就感。

本课时的教学重点在于让学生理解春天的特点和变化，通过
绘本故事的阅读和对话练习，让学生能够运用本课时的句型
进行对话，加深对春天的理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
果。

春天小班语言活动篇九

1．通过故事的感受,发现春天的自然气候变化。

2、进行字卡与图片的'配对,理解文字的涵义。

3、激发对自然环境的探究兴趣。

图片、音乐《春天歌》

一、开始部分：

出示小熊先生气后又高兴的两张表情图片,进行对比引出活动,
同时也设一悬念,激发幼儿想听,认真听,想找到答案这一愿望。

二、基本部分：

1、结合图片讲述故事,并引导幼儿讨论,回顾故事的内容。

2、教师出示可活动教具,过操作边讨论故事中春天的景色3、
教师和幼儿共同讨论,除了蜜蜜找到的春天还有什么会让我们
觉得春天的认识。

三、结束部分：



师幼共同表演唱《春天歌》使活动再一次得到升华、更多元
化。

四、活动延伸：

建议小朋友也像蜜蜜那样,到户外找一找春天的踪迹。目的是
激发幼儿对自然环境的探究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