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语言鸭子骑车记教案反思(实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
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
大家可以喜欢。

大班语言鸭子骑车记教案反思篇一

1、从图画书中寻找故事线索，感受鸭子尝试挑战、坚持不懈
获得成功的快乐。

2、关注画面细节，尝试用连贯清晰的语言进行表述。

1、儿童图画书《鸭子骑车记》人手一本。

2、故事局部画面：

（1）鸭子骑车时先后遇到的朋友；

（2）鸭子骑车的各种动作。

一、共同观看《鸭子骑车记》封面画面，引起阅读兴趣

1、封面上有谁，它会有什么突发奇想？

2、了解故事名称“鸭子骑车记”，谈论：鸭子可能学会骑车
吗？

二、自主阅读图画书，了解故事大意，寻找答案

1、带着问题一页一页地翻阅，边翻阅边思考：鸭子究竟有没
有学会骑车。



2、交流从书中找到的答案。

三、师生共读，关注画面，梳理故事线索

（一）线索一：同伴的不同态度（局部画面图一）

1、鸭子骑车时遇到了哪些动物朋友？

2、教师根据图书中动物出现的先后顺序，结合幼儿的表述逐
一出示小图片。

3、这些朋友赞成鸭子骑车吗？从该页画面和文字表述上了解
动物朋友的态度。

4、共同将以上图片按赞同与否进行归类。

（二）线索二：鸭子怎样学会骑车（局部画面图二）

1、鸭子原来会不会骑车——从图画书上找出鸭子最初不会骑
车时的动作。

2、教师用局部画面图表示。

3、鸭子是怎么学会骑车的'，从图画书上找出鸭子的动作有
什么变化。

4、教师按图画书的顺序排列动作变化的过程（引导幼儿特别
关注鸭子骑车动作的变化）。

5、共同发现鸭子骑车从摇摇晃晃——稳稳当当——潇洒自如
的过程。

（三）线索三：动物朋友的巨大改变

1、提出问题：最初同伴们都不参加学骑车，后来呢？再一次



翻阅图画书，从最后一页中找到答案。

2、动物们一开始不是都不赞同鸭子骑自行车的吗？现在怎么
也都骑上自行车了呢？

3、动物朋友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学骑车了，连贯地翻阅最后
几页，发现动物朋友看到许多小朋友飞速地骑车，都跃跃欲
试，最终跳上了自行车的过程。

4、仔细翻看最后一页，发现动物朋友骑车的有趣情景。

四、情感迁移

1、鸭子学会骑车以后有没有新的想法？从封四中发现鸭子又
想学开拖拉机。

2、小朋友你们现在想些什么呢？会不会和鸭子一样也有了奇
妙的想法呢？

附故事：鸭子骑车记

有一天在农场里，鸭子冒出一个疯狂的主意：“我打赌我会
骑车！”他一摇一摆地走到男孩停着的自行车旁，爬上去，
骑了起来。开始他骑得很慢，而且左摇右晃，但是很好玩！

鸭子骑过母牛身边，冲母牛招了招手。“你好，母牛！”鸭
子说。“哞——”母牛应了一声。可她心里想：“一只鸭子
在骑车？这可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事！”鸭子骑过绵羊身边。
“你好，绵羊！”鸭子说。“咩——”绵羊应了一声。可
她—心里想：“要是不小心，他会受伤的！”

现在，鸭子骑得好多了。他蹬得快了一点，骑过马身
边。“你好，马！”鸭子说。“嘶——”马应了一声。可他
心里想：“鸭子，你还是没我快！”



鸭子一边按铃，一边朝母鸡骑过去。“你好，母鸡！”鸭子
说。“咯！咯！”母鸡应了一声。可她心里想：“你看着点
路，鸭子！”

鸭子单脚站到车座上，骑过狗身边。“你好，狗！”鸭子说。
“汪！”狗应了一声。可他心里想：“这可是真功夫啊！”

鸭子撇开车把，骑过身边。“你好，！”鸭子
说。“吱——”应了一声。可他心里想：“我真想像鸭子那
样骑车。”

突然，一大群孩子骑着自行车冲下路来。他们骑得特别快，
谁也没有看到鸭子。他们把车停在门前，就进屋去了。

现在，所有动物都有自行车骑了！他们在谷仓旁的空地上骑
来骑去。“真好玩！”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鸭子，你的主
意真棒！”

他们把自行车放回屋旁。没有人知道，那天下午，曾经有一
头母牛、一只绵羊、一匹马、一只母鸡、一只狗、一只扣一
只鸭子骑过自行车。

大班语言鸭子骑车记教案反思篇二

1、从图画书中寻找故事线索，感受鸭子尝试挑战、坚持不懈
获得成功的快乐。

2、关注画面细节，尝试用连贯清晰的语言进行表述。

1、儿童图画书《鸭子骑车记》人手一本。

2、故事局部画面：(1)鸭子骑车时先后遇到的朋友;(2)鸭子
骑车的各种动作。



一、共同观看《鸭子骑车记》封面画面，引起阅读兴趣

1、封面上有谁，它会有什么突发奇想?

2、了解故事名称“鸭子骑车记”，谈论：鸭子可能学会骑车
吗?

二、自主阅读图画书，了解故事大意，寻找答案

1、带着问题一页一页地翻阅，边翻阅边思考：鸭子究竟有没
有学会骑车。

2、交流从书中找到的答案。

三、师生共读，关注画面，梳理故事线索

(一)线索一：同伴的不同态度(局部画面图一)

1、鸭子骑车时遇到了哪些动物朋友?

2、教师根据图书中动物出现的先后顺序，结合幼儿的表述逐
一出示小图片。

3、这些朋友赞成鸭子骑车吗?从该页画面和文字表述上了解
动物朋友的态度。

4、共同将以上图片按赞同与否进行归类。

(二)线索二：鸭子怎样学会骑车(局部画面图二)

1、鸭子原来会不会骑车——从图画书上找出鸭子最初不会骑
车时的动作。

2、教师用局部画面图表示。



3、鸭子是怎么学会骑车的`，从图画书上找出鸭子的动作有
什么变化。

4、教师按图画书的顺序排列动作变化的过程(引导幼儿特别
关注鸭子骑车动作的变化)。

5、共同发现鸭子骑车从摇摇晃晃——稳稳当当——潇洒自如
的过程。

(三)线索三：动物朋友的巨大改变

1、提出问题：最初同伴们都不参加学骑车，后来呢?再一次
翻阅图画书，从最后一页中找到答案。

2、动物们一开始不是都不赞同鸭子骑自行车的吗?现在怎么
也都骑上自行车了呢?

3、动物朋友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学骑车了，连贯地翻阅最后
几页，发现动物朋友看到许多小朋友飞速地骑车，都跃跃欲
试，最终跳上了自行车的过程。

4、仔细翻看最后一页，发现动物朋友骑车的有趣情景。

四、情感迁移

1、鸭子学会骑车以后有没有新的想法?从封四中发现鸭子又
想学开拖拉机。

2、小朋友你们现在想些什么呢?会不会和鸭子一样也有了奇
妙的想法呢?

大班语言鸭子骑车记教案反思篇三

1、仔细观察画面，想象故事中小动物们对鸭子骑车的不同想



法，并能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故事的理解。

2、感受鸭子骑车带来的快乐，体验坚持不懈就会等到成功。

3、喜欢并尝试创编故事结尾，并乐意和同伴一起学编。

4、初步懂得自己长大了，遇事能够试着面对。

多媒体课件。

一、突发奇想的鸭子：（激发幼儿对故事的兴趣）

1、今天，我们要一起去一个美丽的地方。瞧，这是一片快乐
丛生的农场，满满的洋溢着温情的气息，我们的主人公即将
登场了。

2、（走出一只鸭子）打招呼！

3、你们猜猜鸭子想干什么？（一笔带过）

4、原来这只鸭子想骑自行车，大家觉得这个想法能实现吗？
为什么？（1—2人回答）

5、究竟鸭子骑车的想法能否实现呢，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跟
着这个疯狂的鸭子一起去农场转一天吧。

二、鸭子骑车上路：（理解故事内容并能多元表达）

鸭子一摇一摆地爬上自行车，骑了起来，刚开始他骑得很慢
而且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它一点也不怕，还觉挺好玩的。
于是他出发了。

（一）感知鸭子骑自行车的决心。

1、鸭子骑过母牛身边，冲母牛招了招手。“你好，母牛！”



母牛了应了一声，小声的嘀咕道“一只鸭子在骑车，这可是
我见过最愚蠢的事了”。然而鸭子微微一笑，小声地
说：“我行、我行、我一定行！”（做动作）

2、母牛赞同鸭子骑车的想法吗？她用了一个什么词语？（愚
蠢）

是啊，母牛并不赞同鸭子骑车的想法，甚至表示出了嘲笑，
可是鸭子有没有因此而放弃呢？它是怎么说的？（集体说）

（二）自主观察画面

鸭子坚持自己的想法，继续向前骑着。

1、接下来鸭子又会遇到哪些动物？

2、他们之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呢？

（三）遇见朋友

1、集体回忆：来！一起说说鸭子遇到了谁？（集体说）

2、它们之间可能在说些什么呢？（一幅幅放大）

3、分析画面：

担心的母鸡

（1）母鸡在和鸭子些什么？你们是怎样知道的？（原来云朵
里的图案给了你们提示！）

（2）的确大家所料，母鸡又担心又害怕。（播放录音）那鸭
子会不会母鸡的担心害怕而放弃骑车的想法呢？它会怎么说
呢？（集体说）



看来接受别人的建议，并坚持自己的想法，鸭子骑车课真不
容易。喜欢他的小朋友竖起你们的大拇指。

不屑一顾的马（师生互动：老师做马，小朋友做鸭子）

鸭子乐器越好，经过了马的身边。

（1）看看马是什么表情？让我们一起来学学看。（一起学）

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学完放云朵）看懂了吗？看懂了谁
来演鸭子？

（2）幼儿扮演扮演马，教师与孩子们演鸭子？

*是呀，鸭子并没有因为马的瞧不起而放弃骑自行车，它越骑
越快，越骑越快！喜欢鸭子的小朋友替他加加油！

羡慕老鼠（幼儿情景表演）

鸭子快速地骑过了老师的身边。

（1）有没有看到小老鼠的动作，是怎么样的？（一起学）
（学完放云朵）

（2）谁愿意上来演演鸭子和小老师。（一组）

（3）想不想都来演一演？（一半小朋友演鸭子，一般小朋友
演老鼠）。

看来鸭子不仅鼓励了自己，还能鼓励同伴了，喜欢他的拍拍
手。

3、小结：虽然这些小动物对鸭子骑车各有各的想法，有的担
心，有的嘲笑，有的不屑、有的羡慕，可是鸭子它坚持着自
己的梦想，他一直鼓励自己说“我行，我行，我一定行”最



终学会了骑车。

4、看看鸭子是怎样一步一步学会骑车的？看懂了，和你的同
伴说一说。

（先一只脚跨上自行车，然后开始慢慢骑车，等熟练了就可
以用单脚站在自行车座位上，最后可以撇开车把骑车了）

（1）现在这里就有一辆自行车，谁来试一试？（个别体验）

2、鸭子骑车可真有趣，我们都来骑骑看吧！（集体体验）

鸭子们鼓励一下自己“我行，我行，我一定行！”

三、惊喜的秘密（进一步体验坚持不懈就会获得成功）

突然，一大群孩子骑着自行车冲下路来。他们骑得特别快，
谁也没有看到鸭子。他们把车停在门前，就进屋去了。（播
放至他们看着自行车在想什么呢？）

（一）动物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看着自行车，在想什么呢？

（二）你们看到了谁在骑车？动物们骑车太可爱！

（三）动物们一开始不是都是不赞同鸭子骑自行车的吗？现
在怎么也都骑上自行车了呢？

小结：鸭子成功骑上自行车告诉我们，只要你敢于尝试，你
行、你行、你一定行！

那么，我们的鸭子是不是学会了骑自行车以后就停止他疯狂
的想法了呢？瞧，瞧！此时此刻的鸭子他又会有什么疯狂的
想法了？让我们一起再把故事欣赏一遍。

（完整欣赏）



四、延伸（情感迁移）

小朋友有没有像鸭子那样，遇到过一些困难的事情，但通过
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终成功了呢？那有没有努力了，但还是
没有成功的呢？不要紧，遇到困难了记得对自己说“我行、
我行、我一定行”！对了，相信你们经过努力，一定会成功。
到时候记得与我们一起来分享哦！

绘本阅读的主要目标是千方百计地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给
幼儿更多的观察、想象空间，幼儿都兴趣浓厚，参与性很高
思维活跃，积极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也充分发挥了绘
本图文的双重重要性，效果不错。活动过程中注重让幼儿敢
想、敢说，每出示一张图片就让幼儿从细节处观察，从而引
导幼儿说出自己的见解，这样一步步引导不仅发展了幼儿的
观察力、想象力还发展了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引导幼儿说出动物对鸭子骑车的看法时，孩子说的比较单一，
语言不是非常的丰富，只有小部分幼儿一直再说自己的见解，
大部分孩子说不出来，不能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大班语言鸭子骑车记教案反思篇四

鸭子骑车?这可真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但有一只鸭子真的办到
了!作者通过这个让人兴奋又愉悦的故事，生动地描绘出孩子
勇于探险的心理特征，让孩子读后产生极大的满足感。书中
各种动物的语言和表情都十分传神，和孩子一起朗读，会让
孩子兴致勃勃地融入其中。本堂活动的设计，是想让孩子充
分享受绘本带来的阅读快乐，并鼓励孩子细心观察图画，发
现画面表达的意思，并放飞大胆想象的翅膀，享受阅读带来
的乐趣，同时也能明白只要我们对自己充满自信，朝着梦想
坚持不懈地努力，就一定能享受到成功的'喜悦。

1、理解故事内容，大胆想象同伴对鸭子骑车的不同想法。



2、感受尝试新事物带来的快乐，体会只要够自信够勇敢就一
定能够获得成功。

3、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4、培养幼儿勇敢、活泼的个性。

ppt。

一、突发奇想的鸭子。

1、出示图片，提问：你们觉得这是一只怎样的鸭子?

2、猜测鸭子疯狂的原因。

过渡：究竟鸭子骑车的这个想法能否实现，让我们带着这个
疑问跟着这只疯狂的鸭子一起去农场转一天吧!

二、勇于尝试的鸭子。

1、母牛。

(1)猜测母牛的想法：母牛心理是怎么想的?

(2)猜测鸭子的想法：你们觉得鸭子会放弃吗?

小结：真是一只自信的鸭子，面对母牛的反对，鸭子毫不理
会，他坚信自己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学会骑车的。

2、绵羊

(1)观察画面猜测：绵羊也许会对鸭子说些什么?

(2)猜测鸭子的想法：这时鸭子会放弃吗?



小结：真是一只勇敢的鸭子，虽然骑车也许会摔伤，但是鸭
子不害怕，他坚信自己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学会骑车
的。

3、母鸡

(1)观察画面：母鸡怎么了?它在害怕些什么呀?

(2)讨论：鸭子会怎么说呢?

小结：真是一只自信的鸭子，骑自行车的时候既能不让自己
摔伤，还能照顾到行人的安全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4、老鼠

老鼠现在心里也有一个疯狂的想法，猜猜看老鼠想干吗?

小结：是呀，老鼠在鸭子的带动下，它也想成为一个自信勇
敢的小老鼠。

三、获得成功的鸭子

1、观察画面：动物们全都瞪大了眼睛，他们想做什么呢?

小结：所有的小动物们都在一起骑自行车了，他们异口同声
地说：“鸭子，你的主意真棒!”

2、提问：为什么一开始大家都不赞成鸭子骑车，现在却又都
在骑车了呢?

小结：我们小朋友在平时的生活中，也要像鸭子一样做事坚
持到底就会获得成功。

活动反思：



绘本阅读的主要目标是千方百计地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给
幼儿更多的观察、想象空间，幼儿都兴趣浓厚，参与性很高
思维活跃，积极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也充分发挥了绘
本图文的双重重要性，效果不错。活动过程中注重让幼儿敢
想、敢说，每出示一张图片就让幼儿从细节处观察，从而引
导幼儿说出自己的见解，这样一步步引导不仅发展了幼儿的
观察力、想象力还发展了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大班语言鸭子骑车记教案反思篇五

1、学习有序地阅读画画，了解故事中母鸭想变彩色鸭子的美
好梦想。

2、以故事为线索，展开阅读和讨论，感受母鸭的美好梦想，
激发幼儿阅读兴趣。

3、运用已有生活经验，根据画面大胆想象、推测并表达自己
对故事情节的理解。

4、能安静地倾听别人的发言，并积极思考，体验文学活动的
乐趣。

1、幼儿人手一本图书，自制一本大的图书;

2、ppt课件。

一、开始部分。

语言导入：今天老师带来了一本很好看的书，(出示大图书)，
小朋友看看书上有谁呀?(鸭子、鸭蛋)，你看这只鸭子是什么
颜色的呢?(彩色的)鸭子怎么是彩色的呢?这本书到底讲了一
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一幅一幅往下看，看完后把你
看到的内容讲给大家听，小朋友可以轻声的交流。”(让幼儿
自已观察，讨论)



二、基本部分。

1、提问：“这个故事说了什么?”(幼儿自已讲)

2、教师和幼儿一起探索故事内容。

“小朋友说的真棒，让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这本书里到底发
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a、供们瞧，有只母鸭蹲在鸭巢里，它在想什么呢?(第一幅
图)

b、母鸭有一个愿望，你们知道什么是愿望呢?(心里最想做的
事情或是长大后做什么)

c、你们猜猜故事里的母鸭有什么愿望?

总结：啊!母鸭的愿望真美好!母鸭有一个特别的愿望：它想
生出一堆彩色的蛋，孵出一群彩色的鸭子，带着这群鸭子去
旅行。(提示符号：这个符合就是表示母鸭想的愿望)

(2)怎么才能生出彩色的鸭蛋和孵出一群彩色的鸭子呢?(幼儿
猜想)

你们的想法都不错，母鸭是怎么想的呢?(翻书看看第二幅图)

总结：只要我天天看美丽的彩虹，只要我天天吃漂亮的鲜花，
只要我天天喝花汁做成的饮料，只要我天天在彩色的湖水里
游泳，我就会生出一堆彩色的蛋，孵出一群彩色的鸭子。(我
们一起来说说)

(3)母鸭带着美好的愿望，它睡着了，在它的梦里有什么?(第
三幅图)



总结：在她的梦里有彩色的湖水、漂亮的鲜花、美丽的彩虹、
彩色的蛋……

(4)最后，母鸭的愿望实现了吗?(第四幅图)

总结：因为太阳光是七彩的，雪白的鸭蛋在阳光的照耀下变
成了彩色的蛋，(第五幅图)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了彩色的鸭
子。母鸭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它就带着这群鸭子到处去旅行。

(5)为什么母鸭的愿望能实现呢?

(因为它天天做一件事情，就是很坚持，我们做任何事情，只
要坚持，就会像母鸭一样梦想成真，实现愿望)

3、完整欣赏故事。

“好，现在我们完整的听一遍故事，请小朋友的眼睛看大屏
幕，会说的小朋友和老师一起说”。

三、结束部分。

“小朋友学得真认真，让我们看着大屏幕、找到自己的爸爸
妈妈一起去说说这个事，讲完以后请回到位置上来。”

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特别是口语发展的重要时期。幼儿的语
言能力是在交流和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应为幼儿创设
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鼓励和支持幼儿与成人、同伴
交流，让幼儿想说、敢说、喜欢说并能得到积极回应。幼儿
的语言学习应在生活情境和阅读活动中引导幼儿自然而然地
产生对文字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