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语言小桃仁课后反思 大班语言
领域活动方案(大全6篇)

答谢词需要展示自己的真诚和诚恳，以使对方能够感受到自
己的诚意。写一篇较为完美的答谢词需要注意情感的真实性
和表达的精准度，那我们该如何写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亲爱的朋友们，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有了你们
的鼓励和帮助，我才能走得更远、更高。

大班语言小桃仁课后反思篇一

1、通过活动，让孩子进行创造性的想象和讲述，促使幼儿大
胆创编故事传说，发展幼儿的创造能力。

2、培养幼儿大胆表达的习惯，提高幼儿口语的连贯性与完整
性，发展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各种形状的山楂饼每人一个盘子一条手帕

示范图一张

1、引起兴趣。

师：今天，我给小朋友带来了一些礼物，它不但能吃，还会
讲故事传说呢!

2、会变魔术的山楂

出示圆形的山楂，请幼儿看一看想一想它像什么?

出示方形的`山楂，请幼儿看一看想一想它又像什么?

将圆形和方形的山楂随意并在一起，让幼儿看看像什么?



请幼儿将圆形和方形的山楂分别咬一口以后，看看像什么?

让幼儿充分想象和讨论交流。

3、创造性讲述活动：吃出来的故事传说

提供山楂，请幼儿拼出各种造型，并充分发挥想象，编讲一
个与众不同的故事传说。

教师出示示范图，编讲一个短小的故事传说。

幼儿吃吃编编讲讲，并把自己编的故事传说讲给同伴听。

利用多媒体幻灯机，请幼儿出来讲述自己编的故事传说。

请幼儿互相交流，分享同伴的作品和故事传说。

大班语言小桃仁课后反思篇二

1、喜欢听故事，感受故事中“半个蛋壳”的不同用途

2、能联系生活经验，根据蛋壳的外形进行想象，学习句
子“蛋壳可以当成”。

3、乐意在集体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

一、引导幼儿观察半个蛋壳，并运用生活经验大胆想象。

师：小朋友，你们看，这是什么？(蛋壳)对，是半个蛋壳。
这半个蛋壳象什么呀？(勺子，帽子等等)。

二、幼儿通过大胆猜测，感受故事。

师：看看，谁来了？呀，原来是小老鼠皮皮，小老鼠皮皮要
一个人去旅行了，看看小老鼠皮皮遇到了什么？(出示小老鼠



卡片)

1、出示图一提问：

(1)小老鼠皮皮它要去旅行，它来到了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
(幼儿回答)

(2)小老鼠皮皮把蛋壳顶在头上当成什么？(皮皮把蛋壳顶在
头上，哈哈，可以拿来当蛋壳帽子。)

3、出示图二提问

(1)走着走着，前面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没有桥没有船，皮
皮会想什么办法呢？皮皮会把蛋壳当成什么呢？(小老鼠聪明，
它一下子就想到头上的蛋壳，拿下来放到河里，蛋壳轻飘飘，
一艘小船开动了！小船划呀划，一会划到河对岸。)

4、出示图三提问

前面有座小山坡，小老鼠皮皮爬呀，爬呀，上山好累啊？下
山怎么办？它会把蛋壳当成什么呢？(提示：要是有辆小车多
好呀？)

5、出示图四提问

皮皮坐上蛋壳车，划下高山坡，皮皮心里真快活。皮皮回到
家，走了这么远的.路，皮皮的脚都酸了，它会把蛋壳当成什
么？(椅子)你们看蛋壳怎么了？为什么会碎的？(皮皮摔了一
跤，蛋壳碎了)

三、完整欣赏故事。

1、师：哇，皮皮的旅行可真有趣呢，陈老师把它编成了一个
好听的故事叫《半个蛋壳》，现在，陈老师再把这个《半个
蛋壳》的故事讲一遍，小朋友可要认真听了。



四、师同幼儿共同讨论，学习小老鼠皮皮的良好情绪体验

1、师：故事讲完了，你喜欢小老鼠皮皮吗？为什么喜欢？

(小老鼠皮皮很聪明，喜欢动脑筋，遇到困难不退缩)

2、师：如果你是小老鼠皮皮，你还会把半个蛋壳当作是什么？
(可以请幼儿回家同爸爸妈妈说一说)

大班语言小桃仁课后反思篇三

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道德基
石，是家庭和睦的根基，是社会和谐的基本道德价值取向。
幼儿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开展感恩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尤其
应从学前教育抓起。《感恩》是一篇看图讲述，我将幼儿熟
悉的人物以幻灯片的形式出示，设置与幼儿生活贴近的情境，
为幼儿创设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环境，使他们想说、会说、
敢说、有机会说。同时以读儿歌，听音乐，歌表演等形式开
展活动使幼儿懂得感恩，明白如何用感恩的心去回报于己有
恩的人及帮忙需要帮忙的人，体验“感恩”的快乐。

1、懂得感谢关心和帮忙过自己的`人。

2、体验“感恩”的快乐。

懂得感谢关心和帮忙过自己的人。

结合生活实际理解“感谢”、“帮忙”。

多媒体课件

一、幼儿表演手指游戏《毛毛虫》，引入主题。

1、请幼儿表演手指游戏《毛毛虫》



2、初步引导幼儿讲述关心和帮忙过自己的人，他们都为自己
做了哪些事情。

二、根据幻灯片《感恩》迁移生活情景。

1、图一：请幼儿讲述父母是怎样关心和帮忙自己的。

2、图二：老师是怎样关心帮忙小朋友的？你最想对老师说什
么？

3、图三：图片上的小朋友在做什么？小伙伴是怎样帮忙自己
的你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小朋友猜一猜，这幅图上都有谁？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引
导幼儿结合生活实际说一说)三、结合生活实际理解“感谢”、
“帮忙”的意思。

引导幼儿结合生活实际从家里、幼儿园生活的各个方面说说
关心和帮忙过自己的人，用“感谢”、“帮忙”各说一句话，
感知和体会“感恩”。

四、学习儿歌《感恩》。

感恩感谢亲爱的父母，感谢敬爱的老师，感谢我的小伙伴，
感谢帮忙过我的人。

五、播放歌曲《感恩的心》，教师和幼儿一起表演。

说了这么多，小朋友都累了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感恩的心》(老师带动幼儿一起做动作)。

六、活动延伸。

幼儿自由选取，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对关心和帮忙过自己的人
表示感谢。



大班语言小桃仁课后反思篇四

每个孩子都生过病，对生病都有切身的感受。生病时的难受、
无助、痛苦等等的感受都是孩子们所熟悉的，在孩子的经验
基础上展开，能够调动起他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引起孩子
们的共鸣，这个活动来源于生活，又能服务于幼儿的生活，
通过活动懂得朋友之间要相互关心，互相帮助，孩子们在这
样的情境下丰富了经验，发展了思维，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
良好品德也得到了培养。

1、仔细观察图片，初步了解信的格式，学习合理地对图片进
行想象和讲述。

2、开扩思路，学习迁移新的讲述经验。

3、知道朋友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2、经验准备:幼儿已认识过信，了解信的基本格式。

1.出示一封信

师:小兔今天收到了一封信，非常高兴，你们知道是谁写给小
兔的`吗?

师:你是怎么看出来是小猫写给小兔的信?

师:哦,原来啊,在中间很醒目的地方写的是收信人,而右下角
写的是寄信人。

2、理解信的基本内容。

(1)收到好朋友的信，小兔可高兴了，邀请我们大班的小朋友
们一起看信。

(2)教师出示信，引导幼儿观察。



第一幅图，说了些什么呢?小猫在哪里?怎么了?(我生病了，
住在医院里，猴大夫给我打点滴。)

第二幅画说了什么，小猫为什么哭?(生病躺在床上很难受，
我哭了)

第三幅画说了什么，小猫心里会想些什么?(我很想朋友们)

3、读信。

(1)小猫的信要怎么读呢?(幼儿讨论该如何读这封信。读信的
时候要注意用“我”的口气来读，要将信的开头和结尾部分
也念出来。)

(2)请幼儿读信

(3)教师和幼儿一起配乐(伤感的钢琴曲)有感情的读信。

4、讨论并讲述。

(1)小兔收到信后会怎么做呢?

(2)好朋友们为小猫做了什么事，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3)完整讲述。

5、移情讲述。

(1)如果我们身边的好朋友、亲人生病了，我们又该怎么做
呢?

(2)幼儿操作

师:在你的椅子下面有些爱心卡片,水彩笔，请你转身把你的
想法记录在卡片上.



(3)请部分幼儿讲述自己的爱心卡。

活动延伸:

1、布置“爱心墙”，提醒幼儿主动关心和帮助别人。

2、语言区:继续讲述《小猫生病了》

3、请家长指导幼儿运用绘画、剪贴、录音、笔录等全种形式
写信给亲人和朋友，并带领幼儿到邮局寄信。

大班语言小桃仁课后反思篇五

一、理解"收集"的涵义，根据交流中出现的不同画面，知道
每个人的"收集"各不相同。

二、.积极参与集体讨论，初步理解物体间的相互关系，感
受"收集"中蕴涵的美好情感。

三、感受散文诗的意境美。

ppt课件音乐

1.出示礼物盒图片，猜猜里面会有些什么?

师：孩子们，看这是什么?

幼：礼物盒。

师：这是我的礼物盒，你们猜一猜，我会在里面放些什么东
西?

幼1：化妆品。幼2：衣服。幼3：玩具。

师：我们一起来看



小结：把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放在一起，并且非常爱惜地保
存起来，这就叫"收集"。

2.你们喜欢收集什么东西?

1.出示奶奶图片，猜一猜奶奶喜欢收集什么东西?

2.出示垃圾图片，谁喜欢收集垃圾?为什么?

3.这是什么?这一堆怪怪的东西是谁收集的呢?

4.出示欢欢，欢欢喜欢收集什么东西呢，我们来问一问她?

师幼：欢欢，你喜欢收集什么东西?

欢欢：我喜欢收集蓝色的东西

师：你喜欢收集什么颜色的东西?

5.出示秋天图片，谁来告诉我这是什么季节?秋天喜欢收集什
么?

6.出示月亮图片，月亮喜欢收集什么东西?

7.听海浪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大海会喜欢收集什么东西?

8.出示蓝天图片，蓝天喜欢收集什么?

9.听雨声?这是什么声音?谁喜欢收集雨滴?

1.理解意义，感受妈妈爱的'情感。

(1)提问：我们的家人也喜欢收集，知道妈妈最喜欢收集什么
吗?



总结：孩子们，我们在不久的日子里就要离开老师，离开幼
儿园，我们一起来做一次收集，收集值得我们回忆又有纪念
意义的东西。有了这份收集，不管以后你在哪里，我们都能
想起对方，想起实验幼儿园的朋友们，这是我们人生中的一
份财富!

大班语言小桃仁课后反思篇六

1、能围绕自己长大的话题用较清楚、连贯的语句表达自己的
见解.

2、欣赏自己的成长，树立自信心。

通过多种方式发现自己的变化。

从多方面进行讨论了解自己学会的新本领。

请家长帮助收集小时候的照片、衣服、用品;教室环境布
置(每个幼儿小时候的照片、小时候用过的物品、现在的美术
作品等)。

1、猜照片，发现自己的变化：

(1)教师出示自己小时候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是谁？”

(2)幼儿看看、猜猜四周墙上照片中的孩子是谁(不能告诉别
人哪一张是自己的照片)：“为什么你们会猜不着呢？”

(3)每个人自己指出哪一张照片是自己的，一起议论为什么别
人猜不着，从而发现自己的变化。

2、小时候用品展览：

(1)幼儿自由参观展览：



看一看，试一试，比一比自己小时候用过的物品。

(2)自由交流：看了这些物品后，你们有什么感受？

3、集体分享交流：

(1)比较过去与现在，进行讨论：

“现在与小时候比，自己有什么变化？你现在学会了哪些新
本领？”(引导幼儿从多方面进行比较，必要时让幼儿表演一
下。

(2)教师小结，引出讨论话题：“你还会变吗？将来会变成什
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