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绕口令教案大班教案及反思 大班
绕口令教案(精选12篇)

在编写小班教案时，教师需要综合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学
习需求，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步骤。小班教案的编写并
不容易，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教案案例，希望对您有所
启发和帮助。

绕口令教案大班教案及反思篇一

1、初步学会念绕口令，发音正确。

2、能初步的区别绕口令与儿歌的不同之处。

1、符合绕口令内容的图标。

2、幼儿已掌握较多的儿歌及绕口令。

3、磁带。

1、学习绕口令《盆和瓶》，分析绕口令的特点。

（1）快速的.念绕口令，引起幼儿的兴趣。

（2）出示图标，引导幼儿边看图标边说绕口令。

（3）分析绕口令的特点。

绕口令容易念吗？为什么绕口令不容易念清楚？

小结：绕口令是由许多读音相近的字排在一起的，念的时候
要分清楚。

（4）采用多种形式继续念绕口令，集体、分组、个别相结合。



绕口令教案大班教案及反思篇二

师：老师把这个故事改成了一首儿歌，我们来听一听(师快速
朗诵绕口令)师：和平时听到的儿歌有什么不一样?(速度更
快)

二、理解绕口令，梳理句子

1.师：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儿歌叫做绕口令，让我们再仔细
的听一次，狗和猴发生了什么事!

2.教师再次朗诵。(慢速)问：你听到了什么?追问,能用儿歌
中的话来说吗?(幼儿回答，老师借用图谱理解绕口令内容)

3.师朗诵。完整呈现图谱。

三、尝试朗诵绕口令

1.看图谱，朗诵绕口令(师大声)师：我们看着图谱把绕口令
念一念。

2.对字音进行引导，再次朗读。(师小声)

5.再次快速拍手朗诵师：我们可以再快一点吗?1234准备开
始······

四、手指游戏师：我们把它改成手指游戏，一起来动一动我
们的手指。先看我做。

五、接龙游戏

1.请你们和我一起接龙游戏游戏：我念前半句"桥东走来"你
们念后半句"一只狗"。我们来试一次，准备开始。



2.加大难度：我念一句：桥东走来一只狗;你们念一句：桥西
走来一只猴。小手，准备开始。

六、表演

1.合作练习师：请两个小朋友一起做手指游戏练习儿歌。练
习的时候可以玩手指游戏和接龙游戏。

2.分组表演师：请你们表演，其它几组认真听，他们念得怎
么样?

3.评价师：(选个别幼儿)说一说，他们朗读得怎么样?(一组
比一组要求可以更高)

活动延伸：

请孩子们回家后把这首绕口令朗诵给自己的家长欣赏。

绕口令教案大班教案及反思篇三

打醋买布》是一首妙趣横生的绕口令，语言生动幽默。这首
绕口令贴近幼儿生活，节奏感强，由于大班幼儿的口齿发育
已经达到朗读绕口令的条件，但是对于绕口令中的个别字音
还不能完全掌握。《指南》中指出，“应通过多种活动扩展
幼儿的生活经验，丰富语言的内容，增强理解和表达能
力。”基于以上分析，结合我班幼儿的实际水平，我设计了
此次活动，通过幼儿对绕口令的练习，使幼儿的口齿唇舌得
到发展，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得到提升，也体验绕口令带来
的乐趣。

1.理解绕口令的主要内容。

2.能准确发音“顾(gu)布(bu)醋(cu)兔(tu)”并尝试加快语速
朗读绕口令。



3.主动参与语言活动，在比赛中体验绕口令的.乐趣。

活动重点：理解绕口令的主要内容。

活动难点：能准确发音“顾(gu)布(bu)醋(cu)兔(tu)”并尝试
加快语速朗读绕口令。

经验准备：幼儿已具备朗读绕口令的能力；

物质准备：一张“老爷爷”挂图；三张画有绕口令内容的挂
图；

一、图片导入，激发幼儿兴趣。

师：小朋友们，请仔细观察图片中是谁？（老爷爷）你是怎
么看出来的？（他有胡子、他头发是白色的…）小朋友们观
察的很仔细，悄悄告诉大家，老爷爷姓顾，我们可以叫他顾
爷爷（顾爷爷）那么谁能告诉我顾爷爷心情是怎么样的？
（不高兴、失落、生气…）哦~老爷爷看起来不太好，看来他
发生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吗？那我们
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二、学习口令，理解内容。

1.出示图片，理解内容。

师：图片一：顾爷爷上街去买东西。买了醋和布。

2.浏览图片，教师范读。

师：今天发生了那么多糟糕的事情，它被编写成了绕口令，
名字叫做《打醋买布》。我们先来一起来听一听（教师一边
朗读绕口令一边引导幼儿再次观看图片）



三、练习字音，加快语速。

1.出示字图，练习字音。

师：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绕口令吧！不过顾爷爷
的绕口令可不是这么容易就能读好的，我们先来看看这四张
图片吧！这四张图上都画着什么呢？（顾爷爷、布、醋、小
兔子）你能用一个字表示吗？（顾、布、醋、兔）我们一起
来玩一个游戏，老师指着哪一张图片，小朋友们尝试用最快
的速度念出代表这张图片的字音，看看谁的反应最快！（教
师反复引导幼儿练习字音）

2.完整朗读，加快语速。

师：看来顾爷爷的绕口令一点儿也难不倒大家，现在可要完
整的朗读绕口令了哦，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大家先一起来
朗读吧！（多次完整朗读绕口令）

师：这样也难不倒大家，那我可要想一个好法子，现在我要
请小朋友们加快语速来朗读绕口令了！谁可以做到？来试一
试！

四、分组比赛，感受乐趣。

师：大家都已经能够很快的朗读绕口令了，现在我将小朋友
们分组，小组成员来练习，小朋友们可要听听自己的小伙伴
发音是不是准确，然后小组商量选一位代表来进行比赛，看
看那个小组可以获得胜利，看看谁读的又快又好！

五、延伸活动，情境表演。

师：今天我们不仅学习了一个绕口令还了解了糊涂的顾爷爷
今天发生的有趣的事情。那在区域活动时小朋友们可以去表
演区表演绕口令或者将这个有趣的故事表演出来哦。



附录：《打醋买布》

一位爷爷他姓顾，上街打醋又买布。

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鹰抓兔。

放下布，搁下醋，上前去追鹰和兔。

飞了鹰，跑了兔，打翻醋，醋湿布。

此篇活动设计使用的教法有观察法、讲解法，使用的学法有
操作法、游戏法、练习法。在活动设计中，我针对幼儿年龄
特点与认知水平根据学习内容的要求，注意突出教学的直观
性、趣味性、感染性，充分调动幼儿学习的积极性，突出重
点，突破难点。但是由于个体差异，部分语言表达能力强的
幼儿已经可以加速诵读绕口令，能力比较弱的幼儿还需要加
强训练，以促进幼儿最大限度的发展。

绕口令教案大班教案及反思篇四

1.初步学会念绕口令，发音正确。

2.能初步的区别绕口令与儿歌的不同之处。

1.符合绕口令内容的图标。

2.幼儿已掌握较多的儿歌及绕口令。

3.磁带。

1.学习绕口令《盆和瓶》，分析绕口令的特点。

(1)快速的念绕口令，引起幼儿的'兴趣。

(2)出示图标，引导幼儿边看图标边说绕口令。



(3)分析绕口令的特点。

绕口令容易念吗?为什么绕口令不容易念清楚?

小结：

绕口令是由许多读音相近的字排在一起的，念的时候要分清
楚。

(4)采用多种形式继续念绕口令，集体、分组、个别相结合。

绕口令教案大班教案及反思篇五

1、理解内容，能区分绕口令中“六、漏、右”的字音，认真
倾听同伴的发音。

2、体验念绕口令“绕口”“快速”的乐趣。

“翻跟斗”图文结合的文字图片、音乐节奏、肚兜、绕口令。

一、讨论“绕口令”。

师：你知道什么是“绕口令”吗？你会念绕口令吗？

二、玩玩“绕口令”。

（一）教师展示“翻跟斗”。

1、师：我念的怎么样？你听清楚我说的吗？它说了一件什么
事情？

2、教师出示图示：小妞妞围兜兜，兜兜是什么？你围过兜兜
吗？（教师出示肚兜，介绍肚兜是中国特有的）

师：左边翻个六，漏了九颗豆，右边翻个九，漏了六颗豆，



是什么意思？

（二）幼儿初步尝试念“翻跟斗”——相近字音的练习。

1、大家已经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试着念一念？

2、相近字音反复念：这个绕口令中，哪些字音比较容易说错？
（鼓励幼儿找出“妞妞、兜兜和豆豆”、“漏、六、右”的.
字音）

三、赛赛“绕口令”（小组挑战）

1、教师幼儿分组朗诵，幼儿互评。

2、加上节奏，让幼儿集体挑战。

师：（教师敲打节奏）我们和这个音乐节奏，也能说清楚吗？
（集体朗诵）

3、分组进行比赛。

4、个人挑战赛。

师：有没有小朋友觉得不服气的，你觉得如果你自己一个人
念这个绕口令速度还要快，可以上来挑战一下的。

四、活动延伸。

师：有小朋友还要挑战的吗？一会回教室后，可以找你的朋
友挑战一下。

绕口令教案大班教案及反思篇六

1.能发准字音狗和猴，能口齿清楚准确流畅地朗诵绕口令。



2.了解绕口令的句式特点，感知绕口令的韵律和节奏。

3.感知绕口令内容的趣味性，体验同伴合作朗诵绕口令的有
趣。

4.能自由发挥想像，在集体面前大胆讲述。

5.在理解故事的基础上，尝试续编故事。

绕口令教案大班教案及反思篇七

1、在语言角看图练习读绕口令。

2、在美术区放置白猫和黑猫图让幼儿涂色。

情景表演（幼儿戴着猫面具出场，自我介绍与表演）

白猫：我叫白猫。黑猫：我叫黑猫。

白、黑猫：我两颜色相反，你们千万别搞错哟！

白猫：我是白猫黑鼻子。黑猫：我是黑猫白鼻子，有趣吗？

白猫：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出去玩耍，好吗？

黑猫：好，到草地上玩吧。（白猫走到有粉笔灰的绿色地毯，
并在地上滚来滚去，乘幼儿不注意时，，往面具的.鼻子上擦。
）白猫：哎呀，你的鼻子脏了，我来给你擦鼻子（用沾有泥
巴的手去抹黑猫的鼻子）。黑猫：你的鼻子也脏了，我来给
你擦鼻子。（动作同上）（白猫黑猫相互对视，手指点对方
的鼻子，捧腹大笑。）



绕口令教案大班教案及反思篇八

一．导入：

出示与绕口令相关的图片，引出故事。

师：小朋友都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啊？秋季是个多雾的季节。
今天我们来听听看三个小动物好朋友在大雾天遇到了什么事
情。

二．新授：

通过故事，引出绕口令，学习绕口令（游戏：图片没有了）

1.学习绕口令

对故事内容进行提问，在教师示范的基础上能比较完整的念
出绕口令。

2.游戏：图片没有了

按照一定的顺序将部分图片藏起来，练习绕口令

3.绕口令表演

用不同的速度表演来巩固绕口令，并可以分角色表演（加入
比赛的环节）

三．总结绕口令

引导幼儿了解绕口令（绕口令的含义）。

绕口令教案大班教案及反思篇九



一、图片导入，激发幼儿兴趣。

师：小朋友们，请仔细观察图片中是谁？（老爷爷）你是怎
么看出来的？（他有胡子、他头发是白色的…）小朋友们观
察的很仔细，悄悄告诉大家，老爷爷姓顾，我们可以叫他顾
爷爷（顾爷爷）那么谁能告诉我顾爷爷心情是怎么样的？
（不高兴、失落、生气…）哦~老爷爷看起来不太好，看来他
发生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吗？那我们
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二、学习口令，理解内容。

1.出示图片，理解内容。

师：图片一：顾爷爷上街去买东西。买了醋和布。

2.浏览图片，教师范读。

师：今天发生了那么多糟糕的事情，它被编写成了绕口令，
名字叫做《打醋买布》。我们先来一起来听一听（教师一边
朗读绕口令一边引导幼儿再次观看图片）

三、练习字音，加快语速。

1.出示字图，练习字音。

师：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绕口令吧！不过顾爷爷
的绕口令可不是这么容易就能读好的，我们先来看看这四张
图片吧！这四张图上都画着什么呢？（顾爷爷、布、醋、小
兔子）你能用一个字表示吗？（顾、布、醋、兔）我们一起
来玩一个游戏，老师指着哪一张图片，小朋友们尝试用最快
的速度念出代表这张图片的字音，看看谁的反应最快！（教
师反复引导幼儿练习字音）



2.完整朗读，加快语速。

师：看来顾爷爷的绕口令一点儿也难不倒大家，现在可要完
整的朗读绕口令了哦，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大家先一起来
朗读吧！（多次完整朗读绕口令）

师：这样也难不倒大家，那我可要想一个好法子，现在我要
请小朋友们加快语速来朗读绕口令了！谁可以做到？来试一
试！

四、分组比赛，感受乐趣。

师：大家都已经能够很快的朗读绕口令了，现在我将小朋友
们分组，小组成员来练习，小朋友们可要听听自己的小伙伴
发音是不是准确，然后小组商量选一位代表来进行比赛，看
看那个小组可以获得胜利，看看谁读的又快又好！

五、延伸活动，情境表演。

师：今天我们不仅学习了一个绕口令还了解了糊涂的顾爷爷
今天发生的有趣的事情。那在区域活动时小朋友们可以去表
演区表演绕口令或者将这个有趣的故事表演出来哦。

附录：《打醋买布》

一位爷爷他姓顾，上街打醋又买布。

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鹰抓兔。

放下布，搁下醋，上前去追鹰和兔。

飞了鹰，跑了兔，打翻醋，醋湿布。



绕口令教案大班教案及反思篇十

此篇活动设计使用的教法有观察法、讲解法，使用的学法有
操作法、游戏法、练习法。在活动设计中，我针对幼儿年龄
特点与认知水平根据学习内容的要求，注意突出教学的直观
性、趣味性、感染性，充分调动幼儿学习的积极性，突出重
点，突破难点。但是由于个体差异，部分语言表达能力强的
幼儿已经可以加速诵读绕口令，能力比较弱的幼儿还需要加
强训练，以促进幼儿最大限度的发展。

绕口令教案大班教案及反思篇十一

1、介绍角色，引起学习兴趣。

（1）猜一猜（教师）：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对好朋友，
请你们猜猜是谁？教师念谜语：：“胡子翘，妙妙叫，夜晚
捉老鼠，白天睡大觉。”猜猜是谁？（幼儿回答）

（幼儿回答）

2、跟读绕口令，理解绕口令的内容。

（1）情景表演（事先让两个幼儿准备）

（2）表演后问全体幼儿：白猫、黑猫为什么哈哈大笑？

（3）幼儿回答，分享答案。

3、师：听听！刚才呀，老师把白猫黑猫玩耍时发生的趣事，
编成一首绕口令给你们听。

（1）教师以平时速度示范朗读绕口令。朗读后问：你听到了
什么？你觉得哪句话很有趣？（幼儿按自己的意思讲，教师
以绕口令句强化印象。）



（2）以三幅小图提示，帮助幼儿理解，记忆词句。

图一：白猫、黑猫有什么不同？它俩怎么会成花鼻子？（学
习1-2句）观察图二-四：在自由讲述的基础上，学习3-7句。

（3）幼儿看图，教师以较快的速度朗读绕口令，给幼儿一个
完整的印象。

（4）互助与练习。看谁的本领大，会自己看着图，自己学会
这绕口令，千万别把词读错了。

（5）教师以快速示范朗读绕口令，增进幼儿学习的兴趣，知
道绕口令要念得很快。

（6）幼儿跟随教师快速念，体会和找出念得快时，容易读错
的词。

鼓励幼儿在日常生活中练习多使用普通话说话，只有这样词
句才会更加清晰。

绕口令教案大班教案及反思篇十二

1.能发准字音狗(gou)和猴(hou)，能口齿清楚准确流畅地朗诵
绕口令。

2.了解绕口令的句式特点，感知绕口令的韵律和节奏。

3.感知绕口令内容的趣味性，体验同伴合作朗诵绕口令的有
趣。

4.理解绕口令内容，丰富相关词汇。

5.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