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语言游戏活动教案 中班语言游
戏活动方案(精选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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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语言游戏活动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倾听故事，感知柔软物体发生弯曲、盘绕、伸直等变化。

2、大胆想象长面条的形状变化以及形变之后的用途。

活动准备：

故事磁带，长绳子，毛线，白纸，水彩笔，双面胶

活动过程：

一、小象的长面条

1、有一只小象想做拉拉面给朋友吃。

2、小象看到弯弯曲曲的面条。小象会觉得面条像什么?他们
会怎么玩呢?

3、教师借助长绳子进行引导，并把幼儿的想象用简笔画在黑
板上表示出来。

4、小狐狸看到了这根长长的面条，眼睛一亮，你觉得他会怎



么做呢?

5、教师引导幼儿大胆想象，并用简笔画表现幼儿想象的场景。

(激发幼儿想象时，要注意两个要点：一是帮助幼儿理解面条
细长柔软的特点;二是引导幼儿利用已有经验展开想象。)

二、弯弯直直的长面条

2、教师完整讲述，幼儿阅读故事画面。

(讲述小象拉面时，应该用肢体动作和神态表情突出表现小象
的力气大，作出一根特别长的面条的情景。)

3、故事里，小鸟把长长的面条当作了什么?是怎么玩的?

4、小狐狸把长长的面条怎么了?

5、我们小朋友也想到拿面条当绳子玩吗?

6、长长的面条一会弯弯的，一会直直的，可以有很多的变化。

三、如果，我有长面条

1、完整倾听故事录音。如果你有一根很长很长的面条，你觉
得像什么?会拿它怎么玩呢?

2、今天我们要来画一张很有趣的画。两个小朋友合作，先商
量要用长长的面条做什么，然后画出来，再用毛线在画的面
条上进行装饰。

3、幼儿两个人一组进行讨论。教师观察、引导，请几位幼儿
表述自己的想象。幼儿大胆想象，自主作画。



中班语言游戏活动教案篇二

1. 让幼儿倾听并理解游戏规则。

2.培养幼儿的语言及组词能力。

3.让幼儿体验成功的乐趣。

1. 皮球一个、排球一个（上面粘有眼睛，鼻子，嘴巴）、水
桶一个。

2.快乐歌一首。

大家围成半圆坐在地上。老师手里有一个雪球（皮球），老
师说一个词语如：小花。那么下面的小朋友就要用这个词的
最后一个字花组词。如：花园。这个字的音调可以变，如：
把花的音调变成第四声：画--画图。在这个小朋友组词时候，
其他的小朋友不要提醒，只有当他说不出时才能帮助他。当
小朋友都能连贯、准确得完成游戏时，雪球就会变成雪人了。
（把事先准备好的排球放在水桶上，雪人即诞生。）。老师
示范组词：花园--圆圈--圈子--子弹（ 让几个语言能力强的
幼儿跟教师一起做示范。一两次后再开始游戏。）

1. 老师可以帮助幼儿总结不同音调的字，以便幼儿更好地区
别不同的字词。

2.鼓励幼儿说出别人没有说过的词组，让幼儿体验成功的乐
趣。

中班语言游戏活动教案篇三

1、学习“一双”“一对”的概念。

2、学习按物品的特征，将相同的东西配对。



1、一幅图。

2、鞋、袜、手套各一双，蜡笔，请每位幼儿带一双袜子到园。

3、每人一份操作材料。

2、教师再问幼儿：“小朋友身体有哪些部位有两个呢？”请
幼儿指出来。教师告诉幼儿，通常两个一样的，可以配成一
双或一对。

3、教师拿出一只鞋子，问幼儿：“这是什么？一只够不够？
如果不够，要几只才够呢？”

4、教师拿出一只袜子，问幼儿：“这是什么？一只够不够？
如果不够，要几只才够呢？”

5、教师拿出一只手套，问幼儿：“这是什么？一只够不够？
如果不够，要几只才够呢？”

6、教师请幼儿想一想，还有什么是两个在一起的，一双或一
对的，让幼儿说说看。

7、请一些幼儿出来找相同的东西，找对了的幼儿给予奖励红
花一朵。

8、将幼儿带来的袜子散放在桌面，请幼儿轮流抽一只袜子，
再找到另一只，凑成一双卷在一起。

9、看看大家的袜子是否都找到了另一半。

10、表扬找到另一半袜子的幼儿。

11、教师示范操作材料给幼儿看。

12、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图中的树叶、鞋子、花朵和杯子，启



发幼儿画线连接相同图案的物品。

中班语言游戏活动教案篇四

1、通过诵读游戏类童谣，感受游戏带来的无穷乐趣。

2、通过赏析童谣，了解游戏类童谣的创作特点。

3、引导学生学习创作游戏童谣，并学会修改和完善自己的作
品。

4、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5、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1、游戏类童谣特点的梳理。

2、能结合生活经验创作游戏类童谣。

课件

第1课时：诵读和赏析童谣

第2课时：创作和修改童谣

第一课时

（一）视频导入

1、欣赏视频《丢手绢》。

2、出示童谣《丢手绢》，像这样伴随游戏而诵读的歌谣，我
们称之为游戏歌。

（二）诵读童谣



1、出示童谣《拉大锯 扯大锯》《丢手绢》《跳皮筋》《石
头剪刀布》，引导学生用不同的形式诵读童谣。

2、读一读，做一做。

引领学生边读边做一做相应的游戏。

（三）赏析童谣

1、读了这些童谣，你有什么感受？

2、再读童谣，想一想这些童谣围绕游戏都写了些什么？

小组讨论

班内交流

梳理共性：适宜边游戏边歌唱；都写到了游戏的玩法；都抒
发了喜悦心情、都押韵等。

第二课时

（一）复习回顾

游戏类童谣的特点。

（二）调动生活经验，搜集创作素材。

1、你都玩过哪些游戏？

2、你最喜欢玩儿的游戏是什么？怎么玩儿？好玩在哪里？

（三）尝试创作

1、玩一玩。选择最受欢迎的一个游戏玩一玩。



2、说一说。如何介绍这个游戏？引导学生试着说一说，并及
时进行

修改和完善。

3、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游戏，试着写一写。

（四）指导修改

1、归类梳理学生的作品。

2、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指导学生进行修改和完善。

3、出示优秀作品的评价量规。

4、小组内互相修改。

5、分享最终作品。

在幼儿园的学习，我们并不是要让孩子学到多少，而是要积
极的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试探他们能在各项活动中获得满
足和享受到乐趣，进而使这种满足和乐趣成为孩子终身发展
的需要。所以，我们教师也无须特别钟情于我们预先设计的
教学方案，而是应该随时随地的观察幼儿的兴趣，以幼儿兴
趣的需要随时调整我们的教育内容及方案。

中班语言游戏活动教案篇五

初春到来,万物苏醒,各种小动物开始出来活动。为了让幼儿
更深的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引用了小朋友们比较常见的小动物
蜗牛,生成了本次教学活动主题《小蜗牛》。

【活动目标】



1 认识蜗牛了解蜗牛的一些习性特点。

2 引导幼儿在画 ,看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橡皮泥制作蜗
牛,提高动脑动手能力,进一步激发关注的情趣。

3 鼓励幼儿大胆地表现自我,感受做做玩玩的快乐。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辅导提高幼儿动脑动手能力,进一步激发关注的情趣。

难点:引导幼儿大胆地表现自我,感觉做做玩玩的乐趣。

【活动准备】

1 实物小蜗牛若干。

2 制作好的一只橡皮泥小蜗牛。

3 材料:彩色橡皮泥.牙签.人手一份。

【活动过程】

一 导入

听音乐《蜗牛与黄鹂鸟》安定幼儿情绪,并引起幼儿对小蜗牛
的好奇心,从而我出示实物小蜗牛。

二 欣赏蜗牛

1 让幼儿集体观察蜗牛的外形特征,引导幼儿说出蜗牛身体小,
身背着壳像小房子,而且壳是一圈圈的。

2 请个别幼儿用手摸摸蜗牛头上的两根触角,然后观察到受到
刺激的触角会顺速往壳里缩进去,这时大家会觉得非常有趣。



三 认识蜗牛

1 这时候我会告诉幼儿这是蜗牛的触角,蜗牛的眼睛就是长在
触角的顶端。

2举例说明:蚂蚁也有触角,当两只蚂蚁的触角碰到一起就是它
们在对话,再用蜗牛与田螺.乌龟进行对比,找出相同点。它们
的身体都会缩进壳里,而且壳都是有点硬的,因为它们都是软
体动物,所以身上都有壳,这样它们就可以保护自己不受到伤
害。

3 随机教育:就像小朋友们要穿衣服,鞋子一样,才不会弄脏身
体还能保护自己。

四 了解蜗牛

1 带领幼儿观察蜗牛,了解蜗牛生活习性,仔细观察蜗牛爬行,
出示菜虫与蜗牛进行比赛,突出蜗牛行动缓慢,是靠身体蠕动
来爬行的。

2小蜗牛的食物是什么呢?经过搜索资料,我会出示部分实物并
告诉幼儿蜗牛吃的东西可多了,有各种菜叶.蛋壳.菌类{如木
耳.蘑菇等}还有一些枯了的树枝.红薯这些都是蜗牛的食物。
蜗牛只喜欢呆在湿润的地方,蜗牛睡觉的时候是缩在壳里的,
它不但要冬眠还要夏眠,就像小朋友们一样,不但要睡午觉,到
了晚上也要睡觉,这样才能身体棒棒,快长快高。

五 小结

通过学习了解小蜗牛身上背着壳都有自我保护能力,那么小朋
友呢?应该怎么做?引导幼儿自我保护意识并要爱护小蜗牛,不
伤害小动物,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六 延伸活动



做一做,彩色橡皮泥小蜗牛

1 引导幼儿多制作大小颜色不同的蜗牛,并添上花.草,丰富幼
儿的想象空间。

2 幼儿动手制作。

3 展示幼儿作品欣赏,鼓励大胆创作的幼儿,并给予表扬。

【教学反思】

1 课前导入得太直接,不够贴近生活化。

2 教学教具过少,没有挂图。

3 师生互动过少,课上应该穿插多种游戏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