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雨的时候语言教案反思 语言活动下雨
的时候(通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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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的时候语言教案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记住故事名称、主要角色及对话

2、能用连贯语言讲出角色间的对话。

3、教育幼儿同伴间要互相团结。

活动准备：角色图片、背景挂图、角色头饰、雨伞

活动过程：一、出示雨伞，引起幼儿的兴趣

提问：1、这是什么？（雨伞）

2、我们是在什么时候用雨伞？

3、如果下雨时我们手中没有雨伞、雨具怎么办？（请幼儿带
着

最有一个问题安静的倾听故事）

二、学习故事

1、交待故事名称，教师有表情清讲故事一遍。



2、提出问题：（1）故事的名称是什么？

（2）故事里都有哪些小动物？

（3）故事里讲了一件什么事？

3、利用角色图片、背景图片

教师有表情的讲故事一遍。

4、提问：（1）小兔子玩着玩着天怎么样了？

（2）小兔子用什么办法避雨？

（5）小兔子看到小伙伴被雨淋湿时，它是怎么样做的？

5、利用角色头饰，请部分幼儿表演幼儿，启发幼儿学说故事
中的对

话。（引导幼儿用清楚、连贯的语言进行表达）

6、启发幼儿说一说：“如果下雨，手中没有雨具，我们还可
以用什么

方法避雨？”

三、教育幼儿相互间要团结友爱、互帮互助。

反思：

在整个活动中，孩子们的思维很活跃，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
经验，他们观察分析画面，想像一些故事情节，有自己独特
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幼儿能够了解图片中的含义，大概
说出图中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是不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遇
到困难的时候要互相帮助，应该随时抓住机会告诉孩子们遇



到困难要互相帮助，如：有小朋友没带铅笔、橡皮的时候，
要给予帮助等。

我想，我们所追求的应是“以儿童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
在教学活动中，我们不仅要关注教育目标的实现，更要考虑
实现这个目标是否有价值，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和方式
是否有助于孩子的发展。

我们不要太在意活动的结果是不是符合作品本身，而应更多
关注活动是否能激活孩子的思维，孩子的发言有没有自己的
理由，在交流中能否擦出火花，产生共鸣？文学作品本身也
是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家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

下雨的时候语言教案反思篇二

教案目标：

1、会用小动物的对话来对话。

2、幼儿愿意进行表演。

教案准备：小鸡、小猫、小兔头饰

教案过程：一、导入部分

师：看，谁来了？（出示小鸡、小猫和小兔）这三个小动物
一起来和小朋友讲一个，你们还记得叫《下雨的时候》这个
吗？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

二、复习

1、听第一部分

师：小兔子在草地上干什么？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是怎样



做的？（请小朋友来表演小兔子）

2、听第二部分

师：小兔子往前走，碰到了谁？他对小鸡说了什么？（练习
说小兔的话）小鸡是怎样说的？（请小朋友来表演）

兔：小鸡，快到叶子下面来吧。

鸡：谢谢你！

兔：不用谢。

3、听第三部分

师：小鸡和小兔往前走，碰到了小猫，他对小猫说了什么？
小猫是怎么说的？（再请一名幼儿表演小猫，三个小有一起
表演）

4、请另外三名幼儿来表演，主要是记住小动物的对话。

师：还有谁也想表演？你们也戴上头饰一起来表演，好吗？

三、结束

师：下次老师把头饰防在语言角里，小朋友早上来了再表演，
好吗？

下雨的时候语言教案反思篇三

1、懂得在别人遇到困难时，乐于帮助别人。

2、体验帮助别人的快乐，具有初步的口语表达能力。

3、能运用较恰当的语言、动作等表现自己的理解。



幻灯机，实物投影仪，胸卡，操作图片，录音机

1、放音乐进入活动室。

“今天天气真好，小鸡我们快来捉虫吃，小蚂蚁快来搬食物，
小白兔快来做游戏！突然，（雷声响）哎呀，下大雨了，我
们快找个座位躲雨吧！你们有没有被雨淋湿过？如果被雨淋
湿了会怎样？”

（幼儿讨论）

“所以我们可不能被雨淋着，小动物也不能被雨淋湿，谁会
来帮助小动物们呢？请听散文《下雨的时候》”

2、教师边操作幻灯图片边朗诵散文。

“散文的名字叫什么？你最喜欢散文中的哪句话？”

3、幼儿再次欣赏。

提问：（1）哗啦啦，哗啦啦，天空下起了大雨，小鸡正在捉
虫，没处躲雨，谁看见了？它又是怎样做的？（幼儿用动作
来体验一下）

（2）哗啦啦，哗啦啦，天空下起了大雨，小蚂蚁正在搬豆，
没处躲雨，谁看见了？它又是怎样做的？（幼儿用动作来体
验）

做的？（幼儿用动作来体验）

4、玩游戏“下雨的时候”

“小动物们真聪明，知道下雨的时候要找一把避雨的伞，小
鸡你会到哪儿去躲雨？小蚂蚁你会在哪儿去躲雨？小白兔你
会到哪儿去躲雨？等会儿你们听到雷声、雨声，得赶紧找伞



躲雨，可千万别让雨淋湿了，等太阳公公出来了，赶紧回到
座位上，听明白了吗？”

5.听录音，帮其他小动物找伞。

“草地上还有许多小动物也没处躲雨，我们一起来帮它们找
一把躲雨的伞，并且要说一句话：你看见谁没处躲雨，帮它
找一把什么伞？”

6、请幼儿上来介绍自己的作品。

“谁能带着小动物上来说一说？”

7、在音乐声中带着自己手上的小动物一起走出活动室。

“小动物们，雨停了，我们一起去游戏吧！”

下雨的时候语言教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记住故事名称、主要角色及对话。

2、能用连贯语言讲出角色间的对话。学习词语：蹦蹦跳跳、
摘、顶着。

3、教育幼儿同伴间要互相团结、互相帮助。

活动准备：

故事图片、角色头饰、雨伞

活动过程：

(一)出示雨伞，引起幼儿的兴趣



小朋友看，今天老师带来了一把什么?(雨伞)

那我们什么时候要用到这把雨伞呢?(引导幼儿说：下雨的时
候)小朋友真聪明，都知道下雨的时候我们要用到雨伞、雨衣，
这样我们身上就淋不到雨了，就不会湿了。

(二)学习故事

可是，有一天突然下雨了，小白兔在草地上玩耍没带雨伞，
那它是怎么办的呢?下面听老师给你们讲这个故事。

1、交待故事名称后，直接提问：故事的名称是什么?

2、逐一出示故事图片，教师边讲述故事边提问：

刚才，老师讲到谁在草地上玩?(小白兔)小白兔是怎样来到草
地上的?(学习词语：蹦蹦跳跳)跟幼儿一起用动作表示。小白
兔玩着玩着天怎么样了?(下雨了)小白兔有没有淋到雨，那它
想了一个什么办法来避雨的?(学习词：摘、顶)请个别幼儿上
来表演这些动词。

3、教师继续讲述故事，然后提问：

小白兔走呀走，前面遇到了谁?(小鸡)小白兔看见小鸡被雨淋
到了，它连忙说了一句什么话?(引导幼儿说出：小鸡，小鸡，
快到叶子底下来吧!)请个别幼儿回答，集体练习。这时候，
小鸡有礼貌的说了什么?(让幼儿学说：谢谢你，小白兔)请个
别幼儿上来扮演角色，练习动物间的对话。

方法同上，让幼儿练习小白兔、小鸡和小猫之间的对话。

4、幼儿与教师一起边表演边讲述故事。

5、启发幼儿说一说：“如果下雨，手中没有雨具，我们还可
以用什么方法避雨?”



6、利用角色头饰，请部分幼儿表演，启发幼儿学说故事中的
对话。(引导幼儿用清楚、连贯的语言进行表达)

(三)教育幼儿相互间要团结友爱、互帮互助。

听了这个故事后，你喜欢谁，为什么?

《下雨的时候》反思：

在整个活动中，孩子们的思维很活跃，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
经验，他们观察分析画面，想像一些故事情节，有自己独特
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幼儿能够了解图片中的含义，大概
说出图中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是不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遇
到困难的时候要互相帮助，应该随时抓住机会告诉孩子们遇
到困难要互相帮助，如：有小朋友没带铅笔、橡皮的时候，
要给予帮助等。

我想，我们所追求的应是“以儿童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
在教学活动中，我们不仅要关注教育目标的实现，更要考虑
实现这个目标是否有价值，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和方式
是否有助于孩子的发展。我们不要太在意活动的结果是不是
符合作品本身，而应更多关注活动是否能激活孩子的思维，
孩子的发言有没有自己的理由，在交流中能否擦出火花，产
生共鸣?文学作品本身也是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家未必然，读
者未必不然。

下雨的时候语言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记住故事名称、主要角色及对话……

2.能用连贯语言讲出角色间的对话。学习词语：蹦蹦跳跳、
摘、顶。



3.教育幼儿同伴间要互相团结、互相帮助。

活动准备：

幼儿画册、角色头饰、雨伞、实物一片荷叶、录音机等。

活动过程：

（一）出示雨伞，引起幼儿的兴趣。

小朋友看，今天老师带来了一把什么？那我们什么时候要用
到这把雨伞呢？

小朋友真聪明，都知道下雨的时候我们要用到雨伞、，这样
我们身上就淋不到雨

了，身上就不会湿了。

（二）学习故事。

可是，有一天突然下雨了，小白兔在草地上玩耍没带雨伞，
那它是怎么办的呢?

下面听老师给你们讲这个故事。

1.交待故事名称后，直接提问：故事的名称是什么？

2.逐一出示故事图片，教师边讲述故事边提问。

3.教师继续讲述故事，然后继续提问。

4.幼儿再次欣赏故事

5.邀请幼儿分角色表演；利用角色头饰，请部分幼儿表演，
启发幼儿学说故事



中的对话。

（三）教育幼儿相互间要团结友爱、互帮互助。

1.听了这个故事后，你喜欢谁，为什么？

2.你有没有关心过、帮助过朋友？

3.老师小结：我们要向这只小兔学习，遇到困难会动脑筋解
决，会关心别人，帮助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