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言领域大班教案 大班语言领域
教案(实用7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
的教案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
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语言领域大班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仔细观察画面，大胆讲述自我对画面的理解。

2、初步理解故事资料，体会小狐狸的天真和三个咕噜噜的机
智。

3、学习词：咕噜噜、烤红薯、小人书、敲鼓

活动准备：

1、大图书和人手一本配套小书。

2、配套字卡

活动过程：

一、谈话激趣小朋友们，你喜欢狐狸吗你听过的故事中都是
怎样评价狐狸的在今日我们要读的这个故事里，也有一只小
狐狸，它究竟是一只什么样的狐狸呢我们一齐来看看吧!

二、师幼共读



1.幼儿边观看小图书1-3，教师边提问。

3.幼儿边观看小图书5-7页，边提问：咦，刚才竹筐里说三个
咕噜噜，此刻怎样变成两个咕噜噜了请帮小狐狸出出注意吧，
到底是打开看看呢，还是不看说说你的理由。小狐狸到底有
没有打开盖子呢我们还是继续往下看吧。

4.观看小图书第8页。

小狐狸打开盖子了吗发生了什么事(认识动词：飞)请女孩子
来学一学飞的动作吧。

5.幼儿边观看小图书9-11页故事。

三、完整阅读此刻我们一齐把这个故事完整地讲一遍。

讨论：三个咕噜噜和小狐狸你喜欢谁为什么

教师小结：教师和你们一样，喜欢小狐狸的天真可爱、三个
咕噜噜的聪明机智。

四、拓展经验：

语言领域大班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1.理解故事资料，进一步了解月亮的变化过程，明白月亮每
一天都在变化.

2.学习故事中优美的语言，并根据故事展开丰富的想象.

准备:

月亮变化图4张，衣裳图3张



纸，剪刀，胶水，蜡笔，记号笔等.

过程:

1.谈话导入，引出月亮做衣裳的课题.

(1)以猜谜语的形式导入活动.

师:有时圆圆像个盘子，有时弯弯像只船，要问这个是什么晚
上抬头向天看.(月亮)

2.结合图片，分段欣赏故事.

(1)教师讲述第一段

提问:a﹑哎呀，为什么裁缝师傅给她做的衣裳会穿不上呢(因
为她长胖了一点，好象弯弯的镰刀)

b﹑那该怎样办呀幼儿回答。

（2）教师讲述第二段。

提问：a、这回裁缝师傅给她重新做的衣裳她能穿上吗？（不能）

b、唉！到底是怎样回事呀？（月亮姑娘又长胖了，弯弯的像
小船）

（3）教师讲述第三段。

提问：a、这回月亮姑娘能穿上新衣裳吗？（不能）为什么？
（因为她又像一只圆盘子了）

b、裁缝师傅会不会再给她做衣裳了？（不会，因为她的身材
量不准）



c、为什么她的身材会量不准？（因为她每一天都在变化）

师：今日我们学的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月亮姑娘做衣裳”。
那我们接下来再完整欣赏一遍故事。

3.结合图片，完整欣赏故事。

提问：月亮姑娘是怎样变的？（引导幼儿学习月亮变化词句，
如细细的、弯弯的像眉毛，好象弯弯的镰刀，弯弯的像小船，
圆圆的像盘子。

4.给月亮姑娘做衣裳。

（2）幼儿制作衣裳，教师指导。

（3）请幼儿介绍自我制作的衣裳。

语言领域大班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熟悉故事发展的情节，明白故事中对应的情景，并感受春
天的美丽；

2.尝试用创造性肢体语言表达故事中人物的特征和心理；

3．体验戏剧表演的乐趣和奔跑带来的欢乐。

活动重难点：

1．重点：熟悉故事发展的情节，明白故事中对应的情景，感
受春天的美丽。

2．难点：尝试用创造性肢体语言表达故事中人物的特征和心



理。

活动准备：

1．物质准备：情景布置及其图片(桃树林、狐狸家、篱笆湖
旁、老鼠洞、草地田野、大海边)，头饰(小男孩古古、狐狸、
小黑猫、老奶奶、鼠太太、鼠先生、小刺猬、小兔子、小甲
虫、小毛毛虫、一群鲸鱼、一群老爷爷老奶奶、一些桃花瓣
和柳絮)、道具（手工镱子、椅子、摇篮、枕头、水杯、帽子
水柱、大海平面场景）

2.经验准备：幼儿阅读绘本的经验

活动过程：

一、与幼儿一起回忆故事资料

1．教师出示故事大书，引导幼儿回忆故事的主要资料讲述了
什么，并讨论分享。

2．教师完整讲述故事，再次引导幼儿完整回忆故事的情节。

二、引出故事场景，并带领幼儿摆放场景的位置

1．师：小朋友们还记得故事有哪些场景么(引导幼儿自主讨
论并与同伴分享交流)

2．教师小结：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古古跑过桃树林，到了
狐狸的家，来到篱笆旁的湖水边，和柳树湖边，老鼠洞，再
到草丛田野，最终就是大海边。

3．教师供给情景图片，请幼儿按照情节发展的顺序张贴情景
图片。

4．教师与幼儿按照顺序共同布置场景。



三、创造性戏剧表演

1．教师引导幼儿讨论你最感兴趣的场景片段。

2．教师引导幼儿讨论如何表现每个情节。

如：教师引导幼儿讨论如何表现古古奔跑的动作，古古的表
情是怎样样的这个时候怎样才能表现出桃花瓣是随着古古的
奔跑而飘起来的呢(引导幼儿自主讨论：能够让小朋友扮演桃
花瓣，随着古古的奔跑也跑起来)

3．教师与幼儿尝试用创造性的肢体语言来进行戏剧表演(教
师可根据幼儿感兴趣的场景，挑选以下片段进行表演，能够
不一一进行)。

情景一：桃花林和狐狸家

情景二：篱笆湖旁

情景三：柳树边和老鼠洞

情景四：田野上

情景五：大海边

4．教师作旁白，让幼儿自主选择主角，并按照自我选择的主
角在情景中的出现而有序出场，用自我创造的动作来创造性
的表演故事情节。

5．师：让我们和古古一齐奔跑吧!(师幼一齐离开活动室)

活动延伸

能够根据绘本中主角的人物特点，用超轻黏土和一次性筷子
制作故事中的小人偶，并将自我制作的小人偶投放置表演区，



演绎舞台剧。

语言领域大班教案篇四

1.倾听故事，明白谁帮忙了小桃仁，了解小桃仁发芽的条件
和过程。

2.尝试用适当的语气表现出故事中主角的对话。

3.感受小桃仁成长的欢乐心境。

活动准备

1.幼儿了解植物发芽的相关知识经验。

2.教学挂图《小桃仁》。

教学过程

2.结合教学挂图，引导幼儿欣赏故事，初步理解故事资料。

教师可进行提问：小桃仁是怎样长成小桃树的？

语言领域大班教案篇五

设计意图:

我班幼儿对动物十分感兴趣，大部分幼儿对一些动物的特征
都有了必须的认识，设计此活动的目的是使幼儿进一步了解
动物的特征。学习理解诗歌资料，感受诗歌中稚拙美，激发
幼儿大胆想象，尝试仿编诗歌。

目标:



1.观察动物的明显特征，理解诗歌资料。

2.感受诗歌中的稚拙美，学习创编诗句。

3、感受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完美情感。

活动重点:理解、掌握诗歌的资料。

活动难点:创编诗歌，发展幼儿的创造性思维。

准备:森林环境设置，小象、小猴子、小鹿公仔各一个，诗歌
资料一张，音乐磁带，录音机。

过程:

一、创设森林情景，激发幼儿学习兴趣，初步感知诗歌的资
料。

幼:森林。

师:你们想去吗

幼:想。

幼:准备好了。

师:好，我的汽车开动啦，请小朋友坐好!(播放愉快的音乐，
带孩子进入活动室。)2.出示小动物，感知诗歌资料。

师:小朋友，我们已经到达大森林啦，森林里的景色漂亮吗

幼:漂亮。

师:请小朋友告诉教师，森林里有什么



幼:会。

师:好，请你跟小象打招呼。

幼:小象，好。

小象:小朋友，好。

师:小朋友，你们喜欢小象吗

幼:喜欢。

师:哦，请问你为什么喜欢小象呢

幼儿自由回答师:小朋友，你们明白小象的鼻子能够做什么吗

幼儿自由回答师:假如你有一个长鼻子你想干什么

幼儿自由回答师:小朋友都很棒。

幼:想。

师:好，请小朋友跟蔡教师说一遍"如果我是小象，我就会用
鼻子和小象握握手"。(请幼儿跟教师边说边做握握手的动作)
师:好，我们跟小象已经握握手了，做了好朋友了，我们不打
扰小象了，跟小象说再见吧!

幼:小象，再见。

依次介绍小猴和小鹿，引导幼儿学会:如果我是小猴，我想用
尾巴和小猴拉拉勾，如果我是小鹿，我想用犄角和小鹿顶顶
牛。

二、欣赏、理解诗歌，并表演诗歌。



1.有一首诗歌，写的就是刚才我们在森林里讲的事情，名字叫
《我想》。

2.教师示范朗诵一遍。

3.师幼一齐朗诵2-3遍，边朗诵边做"握握手""拉拉勾""顶顶
牛"的动作。

三、仿编诗歌师:小朋友，那么大的森林里面，你们猜猜，还
藏着哪些小动物

请幼儿回答四、活动结束师:小朋友，你们想像小鸟一样在天
空中飞吗

幼:想师:好，此刻教师当小鸟妈妈，小朋友当小鸟宝宝，我
们一齐在天空中飞翔吧，来，小鸟宝宝，我们一齐飞到天空
中去吧!

(播放音乐)附我想

看见小象，我想有个长鼻子，和小象用鼻子“握握手”。

看见小猴，我想有条长尾巴，和小猴用尾巴“拉拉勾”

看见小鹿，我想有对长犄角，和小鹿用椅角“顶顶牛”。

看见小兔，我想有对长耳朵，和小兔用耳朵说说悄悄话

看见长颈鹿，我想有个长脖子，和长颈鹿用脖子拔拔河。

看见小猫钓鱼，我想有个钓鱼竿，和小猫用鱼竿去钓鱼。

语言领域大班教案篇六

1、学习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培养幼儿阅读的兴趣。



2、学会根据故事内容进行绘画并进行故事创编，发展孩子
的`想象力、创造力及语言表达能力。

3、培养孩子主动与同伴交流的良好习惯。

4、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5、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1、《梨子小提琴》的图书（人手一本）

2、图画纸、蜡笔等

1、出现“梨子”，“以梨子有什么用”引入课题；

3、帮助孩子理解故事内容。

（1）谁，捡到了什么？它用它做了什么？（个别回答后，师
与孩子们一起阅读故事。）

（2）小松鼠用半个梨子做成小提琴后，森林里发生了什么事？
（个别回答后，师与孩子们一起阅读故事。）

（3）为什么大家都有了梨子提琴，大家在森林里干什么？
（个别回答后，师与孩子们一起阅读故事。）

4、请个别能力强的孩子上来讲故事。

画画，编故事。

水平一：要求孩子能选择故事内容来绘画并进行讲述；

水平二：要求孩子能在原有图书画面的基础上画出新的图画，
并创编新的故事情节；



水平三：能主动地将创编的故事讲给同伴听。

由于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因而引起了孩子们阅读的
兴趣，大家也都能在老师的提醒下一页一页地翻书阅读。在
延伸活动中，大多数孩子能在原有图书画面的基础上画出新
的图画，并创编新的故事情节。如岱逸小朋友，他把森林画
得很美，而且狮子后面不只跟着小鸡，还带来了小老鼠等。
但尚有个别孩子虽画得好、编得好，却未能主动地讲给同伴
听。总的来说，通过这个活动，培养了孩子们阅读的兴趣，
也发展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及语言表达能力。

语言领域大班教案篇七

谜语是幼儿很感兴趣，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课间时候很多
幼儿都互相猜谜语，有的幼儿还会兴高采烈的，很神秘的给
老师出谜语，看到他们那神秘的，高兴的样子，我灵机一动，
我们要试着自己编谜语，所以我设计了一下活动。

1，教幼儿学会编谜语的简单方法。

2， 引导幼儿从物体初步的形状，特点，颜色，功能等方面
概括事物的特征，从而发展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和抽象思
维能力。

3， 要求幼儿用完整，连贯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

1， 重点是 幼儿要仔细观察事物的特点。抓住事物的主要特
征。

2， 难点是幼儿用连贯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力，抽象的思维
把事物的特征表达出来。

一架玩具飞机，两张青蛙和大象的图片，谜语树。



一， 猜谜语

“有人说我像老鹰，我说我像只大蜻蜓。请你到我肚里来，
立刻带你去北京。”(飞机)

二， 教师通过提问和幼儿一起分析谜语。

1， 你们是怎么猜出来的?

2， 为什么编成“有人说我像老鹰”而不说像牛和马?

3， 为什么编成“我说我像只大蜻蜓”?

4， 为什么编成“立刻带你去北京”?

三， 教师小结编谜语的方法。

1， 说出事物的外形，颜色，声音，用途，但不能说出是什
么，可以打比方。

2， 谜语编的不能太长，念起来要像儿歌一样好听。

四， 幼儿观察大象图片，教师提问：

1， 大象的鼻子像什么?(钩子)

2， 大象的耳朵像什么?(扇子)

3， 身体高大像什么? (房子)

4， 四条粗腿像什么? (柱子)

幼儿根据大象的特征编谜语，教师朗诵幼儿集体编的谜
语：“鼻子长长像钩子，耳朵大大像扇子，身体高大像房子，
四条粗腿像柱子。”



全体幼儿说一遍。

五，结束部分：

猜谜游戏

“谜语树”上挂有谜语卡片和纸做的玩具。教师念卡片上的
谜语幼儿猜，谁猜对了就把玩具送给谁。

六，延伸部分：

幼儿让家里人或幼儿园的弟弟妹妹们猜编的谜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