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爱心树教案反思(通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语言爱心树教案反思篇一

1、欣赏故事《小青蛙听故事》懂得听故事的.时候要安安静
静的。

2、在活动中愿意大胆地讲述自己的想法。

3、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4、能仔细倾听故事，理解主要的故事情节。

5、领会故事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背景图一副；月亮、小鱼、青蛙图片各一张。

1、进行猜想，对听故事产生兴趣。

（1）.教师提问：晚上小朋友都在干什么呢？小雨还没睡呢，
小碰有猜猜它在干什么呢？

（2）.幼儿自由讨论，猜想发生了什么事情？

2、教师完整讲述故事，初步了解故事内容。

教师提问：月亮给谁讲故事？

小鱼是怎么样听故事的？（小鱼儿安安静静地听故事）



忽然谁来了？

3、教师边操作活动教具边讲述故事。

教师提问：小青蛙是怎么样听故事的？请幼儿边说边做“又
蹦又跳”。

小鱼儿对小青蛙说了什么？

月亮生气后发生了什么事？

想想后来小青蛙事怎样听故事的？

4、交流感受，体验听故事的快乐

教师提问：你觉得这个故事好听吗？哪里最好听？

5、再次倾听故事，激发喜欢听的愿望。

1、在设计教学过程中，对于课堂的引入还待进一步思考，在
能尽快创设情境的情况下，让幼儿亦要尽快融入学习氛围。

2、充分利用幼儿的乐于模仿，在幼儿中找出典范，极力表扬
也是对别的孩子的一种隐形提示，要充分利用榜样作用激发
幼儿效仿有益习惯。3、习惯的培养是一种养成教育，需要长
期监督学习，将习惯的培养放在活动中以及活动之外。

4、进一步研究幼儿心理，对幼儿的经验水平以及学习特点、
个性特征做进一步学习，让自我教学能更利于幼儿的成长。

语言爱心树教案反思篇二

1、在看看、说说中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故事中的美好情感。

2、养成仔细倾听的习惯，能用语言清楚连贯地表达并体验语



言游戏的快乐。

3、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4、让幼儿尝试叙述故事，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活动重点：

养成仔细倾听的习惯，能用语言清楚连贯地表达

活动难点：

理解故事内容体验做语言游戏的快乐

《粽子里的故事》ppt、一段背景音乐、粽子、故事盒等

一、回忆经验并导入

1、出示ppt：猜猜这是一个关于什么的故事?

在什么时候要吃粽子?

你吃过的粽子里包着什么?

小结：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这一天是我们中国人
的传统节日，我们都要吃粽子。香香的粽子里可以包着各种
各样好吃的馅料。

结合音乐欣赏故事，教师和着音乐节奏有感情地讲述故事，
让幼儿能静下心来感受故事的魅力。

二、看看讲讲故事



今天这个神奇的粽子里包着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
吧。(播放ppt，欣赏故事)

1、倾听故事第一部分(在密密的树林里——谁就会讲故事了)

t：请谁来吃粽子，讲故事呢? t：看，谁来了?它们吃了粽子会
讲故事吗?

2、看看讲讲故事第二部分

t：先请谁来吃粽子，讲故事?

吃吧吃吧，吃了粽子讲故事。小猴子(兔子、狐狸、松鼠、小
鸟)吃了粽子，肚子里也有了故事，可是小猴子“吱吱吱吱”
讲不出故事。

t：小动物虽然吃了粽子，但它们讲不出故事，真着急，怎么
办?还能请谁来帮忙呢?

以“吃吧吃吧，吃了故事讲故事……”这句话贯穿故事始终，
成为活动的线索，让活动紧紧扣住中心。

3、倾听、理解故事最后一部分

t：(出示ppt8)：看，谁来到了树林里?她在干什么?

(ppt9)：小动物们是怎么做的?小姑娘呢?它们的邀请成功了
么?

(ppt10、11)：小动物用了什么好办法把小姑娘找回来?

t：小姑娘吃了粽子，会讲故事吗，我们继续听故事。(倾听故
事结尾)



三、做游戏吃粽子

t：老奶奶不但请小动物、小姑娘吃粽子，还要请我们小朋友
吃粽子，但是在吃粽子前要先完成三个游戏(藏在粽子里)：

1、打开粽子一，游戏：听话。

要求：幼儿仔细倾听老师的提问并回答问题。

2、打开粽子二，游戏：接龙。

(1)“词语接龙”要求：幼儿用两个字或三个字的词接龙，前
一词的词尾是下一词的词首。

(2)“句子接龙”要求：用许多词说一件事情，后一人要将前
一人的话重复一遍再接下去。

3、打开粽子三，游戏：悄悄话。

要求：老师在幼儿耳边说一句故事中的话让幼儿传话。

在玩语言游戏中体验倾听的重要性和培养仔细听认真想的好
习惯。

4、吃粽子：吃吧吃吧，吃了粽子讲故事。(幼儿吃粽子)

四、吃了粽子讲故事

1、教师操作故事盒，幼儿讲述故事：吃吧吃吧，吃了粽子讲
故事，故事的名字叫《粽子里的故事》……(教师与幼儿一起
讲述故事)以幼儿熟悉的粽子引入到活动中来，使孩子有讲述
的愿望和参与活动的兴趣。

活动实施下来，总体感觉，效果非常好，活动很顺利，幼儿
非常喜欢，非常投入，活动的微调非常有必要，不但使幼儿



能在生动、有趣的游戏情境中体验了愉悦，而且，也使每个
幼儿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都获得了经验的提升和语言能力的
提高。同时，也为活动能顺利、有序的开展奠定了非常重要
的基础。通过活动，也感觉到，在以后的教学活动中，有一
些方面要有待提高和培养。如：学习习惯的培养。当有一个
幼儿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其他幼儿应耐心等待，认真倾听;当
你知道问题答案的时候，要养成举手发言的好习惯。如：游
戏规则的建立和游戏意识的培养。如在游戏“悄悄话”中，
要认真仔细地听，听清楚了，再按游戏规则进行传话，这样
游戏就能顺利进行了。除此之外，在以后的游戏活动中，都
要注意游戏规则的建立和游戏意识的培养。

语言爱心树教案反思篇三

1、在看看、说说、猜猜中理解故事的情节。

2、养成仔细倾听的习惯，能用语言清楚连贯的表达。

养成仔细倾听的习惯，能用语言清楚连贯的表达。

看看、说说、猜猜中理解故事的情节。

课件、粽子

一、谈话导入

1、师：今天许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故事，（出示幻灯
片），请你们看看这一幅图，这是一个关于谁的故事呢？
（幼儿看图说图上都有谁）你能猜猜故事里会讲些什么吗？
（幼儿自由发言）

2、小结：猜了那么多，都很有可能哦，那到底是个什么故事
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粽子的故事》。（出示课题）



4、师：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粽子的故事》吧

二、欣赏故事

1、分段听故事，观看ppt

（奶奶家住在密密的树林里------不能讲故事给小动物们听
了。怎么办呢？）

师：这位奶奶有个非常大的本领是什么呀？

师：可奶奶不能说话了，那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幼儿讨论）

师：我们一起来看看老奶奶是怎么做的。

2 、听故事，观看ppt

（于是，老奶奶把青青的叶子——谁吃了粽子谁就会讲故事。
）

师：奶奶是怎么做的呢？奶奶是用什么来包粽子的？

师小结：原来奶奶把故事包在粽子里，谁吃了粽子，谁就能
讲故事。

师：粽子是做好了，可是要有人来吃粽子才会讲故事，谁会
来呢?如果是你会请谁来吃粽子讲故事？（幼儿自由发言）

3、幼儿说了之后，师小结把故事完整讲述并出示小鸟、松鼠、
猴子、狐狸、兔子ppt。

（叽叽喳喳，飞来了一只小鸟，吃吧吃吧，吃了粽子讲故事。
小鸟吃了老奶奶的粽子，肚子里马上有了故事，可小鸟扑棱



扑棱讲不出故事。

吱、吱吱，跳来了一只猴子。吃吧吃吧，吃了粽子讲故事。
小猴吃了老奶奶的粽子，肚子里也有了故事，可是猴子窜上
窜下地讲不出故事。

哩哩哩，哩哩哩，跑来了一只小狐狸。吃吧吃吧，吃了粽子
讲故事。小狐狸吃了老奶奶的粽子，肚子里也有了故事，可
小狐狸也不会说话，一个劲地叫：“哩哩哩……”

蹦蹦蹦，跳来了一只小兔子。吃吧吃吧，吃了粽子讲故事。
小兔子吃了老奶奶的粽子，肚子里也马上有了故事，可小兔
子蹦蹦跳跳地讲不出故事。

师：大家吃了老奶奶的粽子不会讲故事，真急人。嗯，怎么
办呢？那请谁来吃粽子讲故事好呢？（人、小朋友）

6、打开第一个粽子：词语接龙（小熊）

7、打开第二个粽子：句子接龙（教室里有很多客人）

8、打开第三个粽子：传话（我很开心、你很棒、你能行的）

10、观看ppt

（还得找个会说话的小朋友——扔下竹篮拼命逃。）

师：动物们找到了谁？

师：小姑娘为什么要逃跑啊？（因为小动物们一高兴就冲了
上去，吱吱吱，哩哩哩，叽叽叽叫个不停。小姑娘吓坏了）

11、观看ppt



（糟糕！——一一直采到小房子跟前）

师：小姑娘吓跑了，动物们用了什么好办法把小姑娘引来？
（动物们用蘑菇引来了小姑娘）

12、观看ppt

(美丽的小姑娘——把故事说给更多的小朋友听）

师：小姑娘吃了一个又一个的粽子，发生了什么事？

师：小姑娘告别老奶奶、小动物们的时候怎么说的呢？

语言爱心树教案反思篇四

1、课件《小青蛙听故事》。

2、电视机、电脑。

教学重点与难点：通过观察画面，理解故事内容。

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辅助教学、情景表演法。

幼儿活动

1、播放课件，讲述故事前半部分。

2、小青蛙这下会怎么办呢？我们来继续往下听。（播放课件，
讲述后半部分故事）

3、完整讲述第二遍故事后提问：故事里有谁？它们在干什么？

1、认真观看课件，倾听故事内容。

2、积极动脑，大胆举手回答老师的提问。



通过观察课件的画面、倾听老师的讲述，帮助幼儿初步理解
故事内容。

1、分段演示课件，再次讲述故事。

2、重点理解：夜、静悄悄、安安静静、又蹦又叫。

观看课件，整体欣赏故事，并在老师的讲解下初步理解夜、
安安静静等字词的含义。

进一步理解故事内容，懂得听故事时应安安静静的，并丰富
相关字词。

边看课件边讲述故事，并根据故事内容进行表演。

通过幼儿自身的讲述、表演，加深对故事内容的理解。

语言爱心树教案反思篇五

1.欣赏故事，知道故事的.名称，理解故事的内容。

2.理解词语：安安静静、又蹦又跳、一声不吭。

3.培养幼儿良好的倾听习惯了。

1.多媒体教学软件。

2.小青蛙服饰，小动物的图片。

1、创设情景，激发兴趣。

今天，朱老师给小朋友请来了一位小客人，你们看，他来了。

小青蛙出场：“哈唉，小朋友好，认识我吗?(有节奏地念儿
歌)我是一只小青蛙，大眼睛，宽嘴巴，白肚皮，绿大褂，唱



起歌来呱呱呱，捉害虫，保庄稼，人人见了把我夸。小朋友，
你知道我最喜欢干什么吗?我呀最喜欢听故事了。我现在就去
听故事了，小朋友，再见!

过渡：小朋友你知道这只小青蛙是怎么听故事的吗?现在朱老
师要给大家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你可要听仔细。

2、教师有声有色的讲述故事，边讲边演示故事中的几个角色，
让幼儿初步感受故事的意境。

讲完后提问：

这个故事叫什么名字?(小青蛙听故事)

故事里都有些谁呢?(月亮、小鱼儿、小青蛙)

他们在干什么呢?(听故事)

3、下面要请小朋友看着多媒体画面再来把故事欣赏一遍，帮
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画面一：

夜晚，月亮来到哪里呢?(小河边)

小鱼儿看见月亮出来了怎么样呢?(可高兴啦)

月亮在给给谁讲故事呢?(小鱼儿)

小鱼儿是怎么听故事的?(安安静静)

平时，老师也经常叫小朋友要安安静静的，你会做一个安安
静静的样子给朱老师看看吗?(集体练习)

过渡：正当小鱼儿安安静静的听呀、听呀，忽然发生了一件



什么事情呢?我们接着来欣赏。

画面二：

忽然，从草丛里蹦出来一只什么呢?(小青蛙)

小青蛙看到小鱼儿在听故事，他是怎么说的?(呱呱呱，我也
要听故事)

小青蛙的声音好听吗?小鱼儿听见了对小青蛙说了些什么
呢?(别吵，听故事要安安静静的。)

小青蛙有没有听小鱼儿的话?(小青蛙不理不睬，还在呱呱呱
的又蹦又叫。)集体模仿小青蛙又蹦又叫的样子，从而理解词
义。

过渡：月亮听见会怎么样呢，小鱼儿又会怎么样呢?你听。

画面三：

月亮生气了，躲到哪里去啦?(云朵里)小鱼儿也钻到哪里去
了?(水草里)

他们为什么要躲开呢?(太吵了)

现在只剩下谁啦?(小青蛙)这时的小青蛙又是什么样子呢?(知
道自己错了，低下了头。)说了些什么呢?(对不起，我错了，
我会安安静静的听故事的。小鱼儿、月亮快出来吧。)

过渡：你想知道小青蛙后来是怎么听故事的吗?接着来欣赏。

画面四：

小青蛙蹲在哪里呢?(荷叶上)



这时候的小青蛙还在呱呱呱的叫个不停吗?他又是什么样子
呢?(蹲在荷叶上，一声不吭。)

什么叫一声不吭呢?(一句话也不说了。)

月亮看见了，高兴不高兴啊?(他钻出云朵，露出了笑脸。)小
鱼儿也怎么样?(游回来了)月亮又接着干什么?(给小鱼儿和小
青蛙讲好听的故事了。)

教师小结：听完了这个故事，谁来告诉老师，你以后听故事
的时候也应该怎样呢?(安安静静的)

4、结束：音乐活动《小星星》

小鱼儿、小青蛙在听月亮讲故事，小星星也来了，我们一起
唱起来吧。鼓励幼儿用自然、轻柔的声音演唱，表现歌曲的
美好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