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语言教案小蚂蚁(实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班语言教案小蚂蚁篇一

设计思路：

幼儿在熟悉故事的基础上，请他们扮演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来
进行表演，使他们以这种感兴趣的方式进一步理解故事内容，
感受人多力量大，同伴间应该相互合作的情感。

活动目标：

1、体验人多力量大，同伴间应该相互合作的情感。

2、理解故事内容，在老师的引导下能简单的复述故事，学说
主要的对话。

3、能够根据故事情节模仿各种角色进行故事表演。

4、培养幼儿乐意在众人面前大胆发言的习惯，学说普通话。

5、培养幼儿的尝试精神。

重难点分析：

重点：在活动中体验人多力量大，同伴间应该相互合作的情
感。

难点：简单复述故事并能说出主要对话。



活动准备：角色的胸饰、故事背景的装饰、故事录音磁带。

活动流程：回忆故事——共同讲述——表演故事。

活动指导：

一、回忆故事

出示萝卜

师：看这是什么？

讲述故事

师：

1、老公公每天都对萝卜说什么啊？

2、萝卜长的很大很大的，老公公想怎么样啊？

提醒幼儿注意老公公老婆婆说话的声音和语气

（边讲边问，加深幼儿对故事的印象）

二、共同讲述

师：小朋友和老师一块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好不好？

教师旁白，引导小朋友说对话。

师：萝卜是怎么拔出来的？

三、表演故事

师：下面我请小朋友来表演这个故事



分配角色：

在表演是提醒幼儿模仿人物的声音以及走路时的姿态。

延伸：小朋友团结起来力量才是最大的，下面我们出去玩一
个小朋友团结起来才能玩的游戏。

活动反思：

《拔萝卜》的故事语言优美，富有哲理曾教育了一代又一代
人。故事中老公公、老婆婆、小姑娘、小狗儿、小猫儿、小
耗子一起拔萝卜，这一老—少—小组成的画面，带给人一个
温馨、和谐的世界。故事以“拔萝卜”为线索贯穿始终；结
构简单，情节反复，便于幼儿理解，内容富有儿童情趣，贴
近生活；语言简明上口，并有儿童化、口语化的特点。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幼儿的语言学习需要
相应的社会经验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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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我首先以
教师的生动有感情地讲述引导幼儿倾听并初步了解故事的内
容；接下来配以生动有趣，形象逼真的图片，把幼儿带入童
话的优美意境之中；我还利用了动画课件，引导幼儿视听相
结合，帮助幼儿理解故事情节和内容；最后加入幼儿分角色
表演，幼儿戴上头饰，置身于情境之中，呈现一幅生动有趣
的画面。表演中，我注重把孩子的兴趣点与活动目标巧妙地
结合起来，营造宽松的氛围，给孩子创设自由交流、自主活
动的机会。让幼儿想说、敢说、喜欢说、愿意说，让不同的
孩子在自己原有而基础上都有发展。幼儿在表演中学会与人
交往，学会交往的语言，知道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

小班语言教案小蚂蚁篇二

活动目标：

1、感受故事情节的有趣，乐意想象，体验“小”蚂蚁想办法搬



“大”西瓜的快乐。

2、大胆地表现故事中简单的语词和动作。

活动准备：

故事ppt，图片

活动过程：

一、感知大小差异，激发阅读兴趣观察西瓜画面，猜想引出
蚂蚁

二、愿意大胆表现，感受情节有趣。

(一)蚂蚁怎样吃西瓜――看到这块又香又甜的大西瓜，小蚂
蚁们会怎么说呢?

――小蚂蚁们是怎么吃的啊!

――西瓜真是太好吃了!小蚂蚁说：“让我们把西瓜搬回去和
大家一起分享吧!”

(二)蚂蚁怎样搬西瓜――我们一起看看小蚂蚁们是怎么搬西
瓜的?

(二)搬不动怎么办?

――还有什么别的搬西瓜的办法吗?

(三)西瓜皮有什么用?

――瞧，西瓜都吃完了，只剩下了西瓜皮!看看蚂蚁们把它变
成了什么?



――你们觉得小蚂蚁们还可以用西瓜皮干什么?

三、延伸：介绍绘本，引发继续阅读的兴趣蚂蚁和西瓜这个
有趣的故事就藏在这本书里，我们以后再来看一看!

活动反思：

小班年龄段的幼儿，经常会关注粗浅的东西，更深些的细节
方面的`内容并没有意识关注，本次活动内容是让孩子既关注
大的方面(大西瓜的变化)，也关注到小的方面(小蚂蚁在流口
水、小蚂蚁的动作等)。为达到目标的有效性，我主要引导幼
儿仔细观察小蚂蚁的动作，学一学小蚂蚁的动作，从学习动
作中体验情趣。活动中，我班幼儿表现出了相当不错的表达
能力。最后在整理故事内容讲述的环节，故事的优美度欠佳，
应该再对语言进行斟酌，让幼儿感受到语言的魅力和故事的
优美。

小班语言教案小蚂蚁篇三

1、理解故事内容，感受三只小猪的可爱形象，懂得造房子要
付出辛勤的劳动。

2、能用比较完整的语言回答问题。

活动重点

理解故事内容，能用比较完整的语言回答问题。

活动难点

理解故事内容，能用比较完整的语言回答问题。

活动准备



活动过程：

1、引出话题。

2、引出故事。

教师讲述故事。

提问：三只小猪分别造了什么房子？谁的房子结实？

呼呼和噜噜为什么要造草房子和木房子呢？

大灰狼为什么吹不走嘟嘟的房子呢？（材料坚固，建造认真）

呼呼和噜噜很惭愧，决心要向嘟嘟学习什么？

幼儿边观察教师逐一出示挂图，边听故事录音。

提问：呼呼的草房子被吹散了，呼呼跑到了那里？

噜噜的木房子被吹散了，它们怎么办？

嘟嘟是怎么对付大灰狼的？

3、幼儿跟着录音边看挂图，边学讲故事。

4、游戏“三只小猪造房子”。

用草房子，木房子，砖房子图片布置场景，教师扮演大灰狼，
幼儿扮演猪妈妈与小猪，边听录音学讲故事边游戏。

5、三种材料模拟三种房子，教师示范，个别幼儿操作，体验
三种不同材质房子的牢固度，进行比较。

6、幼儿讨论。



提问：你喜欢那只小猪？如果是你，你会造什么样的房子？
为什么？

教师总结故事内容！

教学反思：

这节活动我通过故事的进展，围绕三种材料来探讨那种材质
建房子更结实。大灰狼一撞草房子，二撞木房子，三撞砖房
子，一次比一次费得力气大，并让幼儿触摸三种不同材质来
感受他们的不同这才是导致大灰狼的三次撞房子的结果，这
三次不同的结果告诉幼儿做事不图省事。也进一步理解了故
事的内容，学习了人物间的对话，这是这节活动的成功之处。
对于活动环节的安排设计做了以下修改反思：1、出示实物稻
草、木头、砖引入课题，然后通过一吹草房，二吹木房，三
吹砖房进行提问来理解故事内容，再到分析房子所用材料，
帮助幼儿寻找砖房结实的原因，这样幼儿就会对故事理解的
更深刻。2、准备幼儿人手一份的材料，让幼儿触摸三种不同
材质来感受它们的不同，这才是导致大灰狼的三次吹房子的
结果，而这三次不同的结果就直接可以告诉幼儿做事不图省
事。经典故事可以引起幼儿的共鸣，从而理解故事内容、感
受故事寓意、学习人物间的对话，为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提
高奠定了基础。由浅至深的教学思路，运用多种教学手段，
设计合理的提问及做出有效应答等，借助实物让幼儿能更好
地理解、感受故事，期间的种、种疑问在自我操作实践中迎
刃而解，这是至关重要的。

小班语言教案小蚂蚁篇四

活动设计背景

天气炎热，本班小朋友一直谈论西瓜，对西瓜特别感兴趣，
亦发现班上有几个小朋友拉肚子，可能是吃多西瓜所致，所
以决定以《西瓜》为题来设计活动方案。



活动目标

1、认识西瓜特征。

2、能积极参与谈话、善于表达。

3、能用简单地动作表现儿歌《西瓜》的内容。

4、知道西瓜的营养，但吃多对身体不好。

5、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认识西瓜的特征。

难点：理解吃多西瓜对身体不好

活动准备

1、西瓜挂图一张

2、新鲜西瓜两只

3、儿歌图片一张

活动过程

1、出示西瓜挂图、引导幼儿观察西瓜的形状和颜色(个别提
问)

2、学会用词又……又……(集体表述)

3、出示新鲜西瓜1只，让幼儿用一二句完整的话描述西瓜(先
个别描述后集体描述)



4、教师切开西瓜，让幼儿观察西瓜内部结构，引导幼儿把所
看到的说出来。(瓤、汁、肉、瓜子)

6、出示儿歌图片一张

7、教师朗读儿歌《西瓜》

青青藤，

满地爬

结出果子圆又大

瓤甜水多绿娃娃

又甜又沙乐哈哈

8、鼓励引导幼儿尝试简单动作、表现儿歌内容

9、幼儿有表情地朗读儿歌。

10、教师小结：

西瓜又圆又大，有皮也有瓤，瓤里有瓜子：西瓜有许多汁，
味道又甜又沙：西瓜有营养、但不能多吃。

教学反思

1、幼儿对西瓜的形状、颜色基本能理解

2、通过实物、图片让幼儿得到自主发展

3、教育内容核心价值把握的不太好

4、师幼互动不够协调，幼儿积极性不是很高



5、基本上能达到教学目标，但对吃多西瓜对身体不好，幼儿
不是很理解。

6、由于经验不足，水平有限，还望得到专家的指点，今后改
进与完善。

小班语言教案小蚂蚁篇五

活动目标：

1、倾听故事，了解“过年”的传说。

2、知道“过年”是我国的传统节日，“过年”时人们之间要
互相拜年，学说简单的祝福话和拜年动作。

3、感受“过年”喜庆气氛，激发过年的愿望。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重点：

知道“过年”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了解“过年”的传说。

配套课件：小班语言故事课件《过年啦》ppt课件

活动准备：

1、“年兽”的故事课件、将教室

2、环境布置成过年的喜庆气氛

活动过程：

1、提出问题，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年是什么?”

“年最怕什么?”

“人们想出了什么办法赶走了年?”

2、引导幼儿讨论过年时，人们要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1)提出问题，引导幼儿讨论。

“过年时，亲戚朋友之间要互相做什么事情?”

“拜年时要做什么动作?”

“拜年时要说些什么呢?”

(2)教师小结：

过年时，人们之间要互相拜年。拜年时要说一些吉祥的祝福
的话，比如：见到爷爷奶奶要说“祝您身体健康”;见到叔叔
阿姨可以说“恭喜发财”“祝您万事如意”;见到小朋友可以说
“祝你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聪明”等等。

3、和幼儿一起玩音乐游戏“恭喜恭喜”。

幼儿边唱歌边找朋友，当歌曲唱完后要向好朋友说一句吉祥
祝福的话。

4、自然结束活动。

活动反思：

在进行本课教学的时候，我首先出示图片跷跷板。问大家：
玩过跷跷板吗？现在出了一个问题：只有你爸爸一起玩跷跷
板，那你怎样把爸爸翘起来呢？这个问题较具有激发性，学



生能够较好的根据生活经验进行发言。有的`同学说可以自己
报一块大石头，或者再找一个伙伴。这个时候，我强调一遍，
只有你和爸爸，不能抱起她的东西，或者找一个同学。这样
同学们的思维就只能从爸爸，自己和跷跷板身上进行找了。
学生的思考方向被指引到这个较为情景较为单一的环境中，
这样学生就能够更好的的思考。从学生的回答中看，学生能
够进行较好的思考和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