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歌家教案大班(大全5篇)
教案应该具备适应不同学生特点和学习能力的灵活性，能够
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自主学习。以下是一份经过精心编写的
二年级教案，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诗歌家教案大班篇一

活动目标：

1、理解诗歌的内容及诗歌中表现的春天的趣味。

2、感受春天的美，激发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3、学会有感情地朗诵诗歌，大胆参与讨论。

4、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5、引导幼儿在诗歌中学习，感悟生活。

活动准备：

课件，三本书，绘画材料。

活动过程：

1、听着《春天在哪里》的音乐进活动室。

美丽的春天在哪里?美丽的春天还在春姑娘为你们带来的这三
本书里。

2、理解诗歌内容。

(1)出示第一本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彩色的书)猜猜书



里有什么?

(2)出示第二本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边打开边问)

谁在书里笑了?(小朋友)，小朋友是怎么笑的?小朋友为什么
笑了?

(3)出示第三本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边打开边问)

是谁在唱歌，它是怎么唱的?谁还会在春天里唱歌?

3、整体欣赏诗歌，看课件。

春姑娘真能干，还把这三本书写进了一首好听的诗歌里，我
们一起听听。

4、欣赏诗歌，感受春天的美。

诗歌里说春天是三本书，是哪三本书?你最喜欢哪一本?

(1)欣赏第一段后提问：你最喜欢这本书里的哪一句话?

(2)春天还是一本会笑的书，我们一起看看(欣赏)。谁在

春天里笑了?还有谁也在春天里笑了?小池塘是怎样笑的?

小池塘为什么笑?

(3)播发第三段。提问：你最喜欢听书里谁唱的歌?

5、朗诵诗歌

(1)让我们完整地听一遍这首春天的诗歌(再一次欣赏一遍)，
小朋友可以轻轻的跟念，集体朗诵。



(2)和老师一起边看图边念这首诗歌。

(3)春天可真美，让我们一起用好听的声音来念这首诗歌。

(4)游戏：老师念诗歌的前半句，小朋友念诗歌的后半句。

6、制作封面，表现春天的美。

(1)把春姑娘带给我们的三本书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本美丽的
春天的书，我们一起为这本书做张好看的封面，好吗?幼儿绘
画。

(2)幼儿相互介绍自己画的内容。

(3)小朋友，美丽的春天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让我们一起去
找一找吧!

诗歌家教案大班篇二

一、教学目标：

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复习巩固汉
语拼音，学会本课5个生字，认识6个二类字。

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认识1种笔画；在学生能有自己的情
感体验的同时，也要激发学生对家的热爱。

二、教学重难点：

看懂图意，并结合图理解字词，体会诗的第二句所包含的意
思。

三、教学构想：

在教学中，设计了让学生当小诗人，自己创作小诗歌两个相



对来说比较有难度的环节，旨在让学生在创作中提高表达能
力，体验成功的快乐。

四、教学准备：

自制图片(内容：蓝天白云小鸟树林小河鱼儿泥土种子)、
《娃哈哈磁带。

五、教学过程：

（一）创设宽松、和谐的气氛。

1、(板书：家。)小朋友们，你们认识这个字吗?(指名读。齐
读。)

2、(出示一张照片。)这是老师的家。老师家里有六口人，他
们是老师的爸爸、妈妈、哥哥、嫂嫂和可爱的小侄女。看，
照片上我们笑得多开心呀!欢迎小朋友们有空来玩。

3、小朋友们，能告诉老师，你们的家是怎么样的吗?

4、教师小结：家是一个让人感到温暖和快乐的地方。

（二）创设情境，自悟自学。

1、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家，那我们共同的家是什么?(我们的
祖国。)因为我们是祖国的—(板书：我们是祖国的花朵，祖
国就是我们的家。)

2、指导朗读。

(1)自由读一读。指名读。

(2)教师范读，指导停顿。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祖国/就是/我们的家。

(3)齐读，相机正音。

(4)男女生分句读。

3、是呀，我们生活在祖国的怀抱中是多么快乐呀!(播放《娃
哈哈》，师生表演。)看，小朋友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哈哈。因
为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小——(家。)还有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
大——(家。)

4、除了我们有家，动物、植物有没有家呢?对，任何东西都
有自己的家。今天，就请小朋友们做一回爱心小使者，帮画
面上的东西找一找它们的家。(出示画面。)

5、学生回答。

练习用“...是...的家”的句式说一说。并把手中的图片贴
到黑板上去，然后小老师领读。(教师相机标出停顿，指导读
出高兴、快乐的语气。)

蓝天/是白云的家，树林/是小鸟的家，小河/是鱼儿的家，泥
土/是种子的家。

6、小朋友们读得多棒呀!让老师不禁想唱出来。(播放由课文
谱成曲的《家》，师生同唱。)

（三）张扬个性，激发灵性。

1、小朋友们，你们还能想出——是——的家吗?

3、小组讨论。

(1)你们想说什么内容?



(2)准备用几句话说?(至少两句。)

(3)练习用“——是——的家”的句式组成一段话说一说。

4、给“小诗人”颁奖。

（四）指导书写生字“白、云”。

1、说说自己是怎么识记的?

2、教师范写，学生跟写。

(1)白：从竖中线上用力地撇出。连住撇写竖。写横折钩的时
候要注意横要写在竖中线的左右两边，要一样多，折的时候
要顿一下，有一个折角，钩的时候要用力地往上一挑。接着
写里面的横，写在横中线上。最后封口。

(2)云：第一横短，第二横稍长，写在横中线的上方，“厶”
从中线点往外书写，最后写点。

3、要求学生把每个字再书写5遍，教师巡视指导。

（五）总结全文，升华情感。

同学们，今天你们为很多东西找到了家，你们开心吗?为什
么?是呀，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师生齐说家。)任何事物
都离不开自己的——(师生齐说家。)。

（六）拓展学习。

1、(小黑板出示《妈妈》这首儿歌。)学生读文。

妈妈

天空是星星的妈妈，



大海是浪花的妈妈，

祖国是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光荣又伟大。

2、在这首诗中，哪些东西找到了妈妈?他们的妈妈分别是什
么?

3、指导朗读。

（七）迁移，创作。

老师先来一句“星星是夜空的花朵”。你也能按照“——
是——的花朵”的句式说上几句吗?(指名回答，及时点评。)

（八）教学生字词。

1、(出示卡片：儿、土、子。)指名读。

2、分析字形，指导书写。

(1)提示注意点。

儿：左边是竖撇。

土：第二横稍长一些。

子：第二笔竖钩稍弯，上面稍出头。

(2)练习书空。(指名练习。)

3、学生描红及仿影。教师巡视指导。



诗歌家教案大班篇三

一、揭题。

小朋友说起自己家的时候，都有说不完的话，老师从你们高
兴的小脸上看出来了，我们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幸福温暖
的“小家”。

出示卡片“家”谁已经认识了？你是怎么认识的？（表扬好
学，会学的学生）

能给家找找朋友吗？

有一首很美很美的诗，它的名字就叫“家”, 看老师写课题，
请小朋友伸出小手跟着老师写。

（范写，注音）

请小朋友一起读课题。

诗里的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想不想去看看呀？

二、看图，学习生字。

1、观察画面。（课件演示）小朋友快看，你觉得美吗？你都
看到些什么啦？

3、学习生字。

自学。

谁已经会读了?谁来读给大家听？

（注意种子、鱼儿是轻声，“子、儿”要读得又轻又快。这
样鱼儿才可爱。种子的种是翘舌音）



真的会读了吗?老师加大难度看你们行不行?哟,真的会了,真
了不起,.

三、读课文，整体感知。

小朋友看,蓝蓝的天空飘浮着朵朵白云，小鸟在茂密的树林里
自由自在地飞翔，鱼儿在清澈的河水里欢快地畅游，种子在
泥土里尽情地发芽，成长。多美呀！

（一）、学生自读，教师巡视。小朋友不仅读书认真，而且
姿势也那么棒！小朋友向他学习。

有的小朋友读得很认真，已经在读第二边啦！

（二）、检查初读。

1、谁先来读第一行？你真是个勇敢的小朋友！（注意“白云
的家”要读得连贯）

齐读.再指读.

2、谁来读2、3、4行？这回可就难一点啦！谁来读？

你真棒！“小鸟的家”“鱼儿的家”“种子的家”读得特别
好。

3、下面2行字儿最多，最长，谁也会读了？

小朋友读书个个都不错。谁能把这首诗连起来读一读？

四、理解感悟，指导朗读

学习第一行。

a、指导体会、朗读。



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家,真高兴呀咱们先去白云的家看看？白
云的家怎么样呀?

(美),你读得真好，特别是“蓝天”，老师好象看到了广阔的
蓝天，真大，真美呀！

小朋友眼前看到蓝天了吗？听了你的朗读,老师好象也看到了
无边无际的蓝天.

对呀，蓝天是白云美丽的家，蓝天是白云自由的家。小朋友
一起来夸夸白云的家。

2、学习第二、三行。

a、白云的家真美,那小鸟和鱼儿在家里都做些啥呢？想看吗?
点击.

小鸟在树林里做什么呢?你听,他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呢!他们在
说什么呢?

对呀,小鸟在树林里真快乐呀!树林真是小鸟离不开的家!谁来
读读?

听出来了你真是只快乐的小鸟!你是一只活泼的小鸟。

b,你们看小鱼在干什么呢?假如小鱼离开了小河,会怎样呢?是
呀,鱼儿一离开水,就没有了自由,甚至没有生命,只有在水里,
在小河里,鱼儿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成长.小河是鱼儿离不开
的家呀!

我们一起学着鱼儿一边快活地游一游,一边读读句子.

指名读. 〖感谢您浏览第一范文！请输入课题关键字搜索更
多资料！】



3.学习第四行.

小朋友你们看,种子在泥土里发芽啦!咱们一块儿来做做种子
发芽好吗?

种子种子快快长种子种子发芽了!

“种子,种子,你为什么长得这样快?这棵种子长得最高,你来
说说!

你的成长离不开泥土这个家.你喜欢你的家吗?你来夸夸你的
家.

听出来了,你的家真温暖呀!谁再来读读?你的家真好呀!

4齐读1-4行.

小朋友,有家的感觉真好呀!谁能连起来读读这四行诗!

其他小朋友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

5.学习5、6行。

（学生如果说不出，就请他们再读读书，从书里去找答案）

结合学习“祖国”。出示生词卡片。指读。齐读。

我们祖国的叫什么？

你觉得我们的祖国怎样啊？（祖国真美，祖国象个美丽的大
花园）

生活在祖国的怀抱，你们觉得怎么样?瞧,我们的小朋友生活
得多幸福呀!



（小朋友，我们美丽的祖国就象一个大花园, 我们就象花园
里的花朵，幸福地成长，就象小鸟在树林，鱼儿在小河，多
么快乐，多么自由自在！——“祖国就是-------我们的家”！
在家的感觉真好啊！让我们一起来读!

祖国真是小朋友幸福的家,让我们挺起胸昂起头,再来放声齐
读------

6齐读全诗。

(这首诗写得多美呀,下面,让我们拿起书本一起来美美地读这
首诗. 书要读得美,姿势先要美.看看谁的姿势最美.老师给你
们配上音乐.)

这么美的诗小朋友想不想把他记住呀? 谁能看着屏幕读?

谁已经背出来了?

愿意背的小朋友站起来好吗?

五、复习生字词。

小朋友，学得真棒！为了奖励大家，我们一块做个游戏，好
吗？

把生字卡片分发给学生。

老师说：“种子种子在哪里？种子种子在这里，种子种子快
回家！”

发到“种”“子”卡片的学生就上台把卡片组合成词语，贴
到画上的相应位置。贴对了，就齐读两遍。

鱼儿、泥土、白云同样的方法。



六、指导写字。

1、咱们来看“云”字怎么写。

a、云有几笔？怎么写？

b、看书上笔顺，课件演示，说说怎么写。（横，横，撇折，
点）

c、范写。学生跟着书空。

老师边写边说顺口溜：一横短，一横长，撇折起笔在中央。

齐说顺口溜。

d、学生描红。提醒学生写字姿势，表扬姿势正确的学生。

2、学写“儿”。（机动）

a、别小看“儿”字笔画很少，但要写好它很不容易啊！

b、看笔顺，说说怎么写。（先写撇，再写竖弯勾）

c、范写。学生书空。

左边是竖撇，右边竖弯勾，两笔肩并肩。（不要一笔高一笔
低）

d、学生描红。

走进新课程



诗歌家教案大班篇四

一、师幼谈话，引出主题。

二、欣赏、理解诗歌。

1、教师有感情的朗诵《毕业诗》，幼儿安静地欣赏。

——诗歌叫什么名字？诗歌里说了些什么？

——你觉得诗歌里有哪些话你还不太明白？（鼓励幼儿提问，
并请个别幼儿说说自己的理解。）

2、结合相关照片，逐段理解诗歌。

（1）出示班级合照，欣赏诗歌第一段。

——“我”为什么多么欢喜？

（2）出示幼儿刚刚入园时哭的照片，欣赏诗歌第二段。

——诗歌中三年前的“我”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玩具扔满地，
还要发脾气？

（3）出示幼儿在园活动照片，欣赏诗歌第三段。

——三年前你是什么表现，三年后变得怎么样了？为什么要
感谢老师？

（4）出示小学生照片，欣赏第四段。

——希望小朋友毕业后，成为一名光荣的小学生后，还能来
幼儿园看望老师。

三、学习、表演诗歌。



1、随教师一起学习《毕业诗》，尝试从轻声跟读到大声朗诵。

2、选择舒缓音乐作为背景音乐，带领幼儿有感情地进行朗诵。

附：毕业诗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站在这里，

和老师，小朋友在一起，我们是多么欢喜。

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进小学，做个一年级小学生，

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写字多么神气！

亲爱的老师，我们有很多话想说给您：

三年前，我们第一次到这里，

玩具扔满地，还要发脾气。

爸爸妈妈很担心，爷爷奶奶很着急。

是老师让我们停止哭闹。

是老师让我们开心一笑。

从此，我们像小船驶进安全的港湾，

我们像小鸟飞上快乐的云端。

是谁让我们品尝到成功和喜悦？

是您！亲爱的老师，

是您鼓励我们不断战胜困难、挑战自己，



让我们成为冬季运动会上一颗闪亮的星星！

是谁让我们变得本领多多、自信满满？

是您！亲爱的老师，

是您教我们唱歌、跳舞、画画、讲故事，

让我们在同伴面前尽情展示自己！

是您！亲爱的老师，

是您让我们从一个只顾自己的“小霸王”

变成一个关爱朋友、乐于助人的“爱心天使”。

是您！亲爱的老师，

是您让我们从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

变成一个能在三十秒钟内整理好书包的“小能手”！

三年啊，

三年的故事说也说不完，

三年的变化数也数不清。

亲爱的老师，我们从心底感谢您！

再见吧，老师！再见吧，幼儿园！

等我们带上红领巾，一定再来看望您，

向您报告我们的学习成绩！



诗歌家教案大班篇五

1、初步感知，理解诗歌知道“亲”代表的是爱和关怀，并学
会用语言和动作表达。

2、根据歌曲《碰一碰》的结构形式，尝试替换歌词，创编产
表演歌曲《亲一亲》

3、感知并体验“亲和被亲”的快乐，乐意与别人分享爱的情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