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语言教案水娃娃回家(大全10
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教案应该怎
么制定才合适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
方便大家学习。

小班语言教案水娃娃回家篇一

１.创设情境，让幼儿在抱抱娃娃和生活经验的联想中，体验
父母爱孩子的情感。

２.激发幼儿学习儿歌的兴趣。

３.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４.体会做事要仔细，不要粗心大意。

５.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小班语言教案水娃娃回家篇二

1、创设情境，让幼儿在抱抱娃娃和生活经验的联想中，体验
父母爱孩子的情感。

2、激发幼儿学习儿歌的兴趣。

3、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4、体会做事要仔细，不要粗心大意。

5、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重点：在操作中有念儿歌的兴趣。

难点：通过情境的创设、幼儿的操作、以及说说念念中体验
父母爱孩子的情感。

人手一个娃娃、录音磁带

兴趣激发——感受理解——完整欣赏——体验实践

一、兴趣激发：

（创设娃娃家情境。敲门声响起）谁在敲门呀？（教师开门）
原来是娃娃来做客了。（娃娃与幼儿互相问候）

二、感受理解：

1、理解第一、二句

（1）小娃娃长的是怎样的啊？（幼儿随意说，教师用儿歌词
句小结幼儿的回答）

（2）小娃娃，真漂亮，大眼睛，小嘴巴，你们喜欢吗？我们
和小娃娃说说话好吗？（和老师一起念第一、二句）

重点引导：谁会表扬娃娃，娃娃就来亲亲你。

2、理解学习第三、四句

（1）嘘，听！好象是小娃娃在说话。听一听，她在说什么。

（放录音：谁来抱抱我，做我的好妈妈？）

（2）小娃娃说了什么呀？

（3）谁愿意做娃娃的妈妈，抱抱她还要说“我来抱抱你，做



你的好妈妈”

重点引导：

a、个别示范（娃娃说像个好妈妈，一边抱娃娃一边会和娃娃
说话）。

b、集体抱娃娃（鼓励幼儿先自由地和娃娃说说话，再集体和
娃娃说话）。

在执教的过程中如果我能更好地把握教学的节奏，使各个环
节衔接得更紧凑一点，那样将会有更多的时间留给孩子，发
挥想象力进行创编，相信孩子的思维会更活跃，他们的表达
能力和创造力会有进更进一步的提高。

小班语言教案水娃娃回家篇三

1、尝试用比较完整的短句回答问题，知道小鸡是鸡妈妈的宝
宝。

2、理解故事中小猫和小狗当爸爸妈妈的趣事，体验动物之间
的.亲子之情。

多媒体课件、小狗小猫图片

一、出示图片，引起兴趣师：

今天，小1班来了两位动物客人，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是谁？
（出示小猫小狗图片）客人们要为我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二、欣赏故事、理解内容

1、欣赏故事第一遍（播放ppt）重点提问：小狗和小猫，谁当
爸爸，谁当妈妈？



重点提问：他们找谁当宝宝？他们喜欢这个宝宝吗？

2、第二遍分段欣赏故事重点提问：

1）鸡蛋变成了什么？

2）它是谁的宝宝？

3）应该送它到哪儿去？

三、第三遍完整欣赏故事重点提问：娃娃家没了宝宝怎么办？

小班语言教案水娃娃回家篇四

1.理解散文的内容，学习有感情地朗读散文。

2.初步感受散文的语言美、意境美。

3. 能边朗读边用动作表演情境。

教学挂图，多媒体课件，风娃娃、小鸟、小狗、小兔和小松
鼠的头饰若干。

1.活动重点：理解散文的内容，学习有感情地朗读散文。

2.活动难点：初步感受散文的语言美、意境美。

3.指导要点：运用多媒体直观形象地再现生活场景，帮助幼
儿理解散文内容，初步感受散文的语言美，并能边朗读边用
动作表演情境。

教师拿出漂亮的小风车，提问：“这是什么东西？”

解释名称，引出主题，风车能转动是因为风的关系。（也可
听声音导入）



（1）师：小朋友们，在学习课文之前，老师先来问小朋友几
个问题。（打开 ppt课件一一认识文章出现的风、动物和小
动物的玩具）

学生回答

（2）观看多媒体课件，完整地欣赏散文。

出示教学挂图，帮助幼儿理解散文内容。

提问：小鸟为什么能飞得这样快，这样高呢？

提问：风娃娃托起了小鸟的翅膀，小鸟就怎么样?(飞呀飞呀)

提问：风娃娃吹动了小狗的风车，风车就怎么样？（转呀转
呀）

提问：风娃娃把小兔的风筝吹上天，小兔就怎么样？（笑呀
笑呀）

提问：风娃娃吹动了小松鼠的小船，小船赌气了风帆就怎么
样？（跑呀跑呀）

教师小结：风车可真了不起！

(1)教师完整地朗读散文（配乐）

(2)幼儿跟读，并能边朗读边用动作表演情境。

教师扮演风娃娃，幼儿带上头饰分别扮演小鸟、小狗、小兔
和小松鼠，根据散文内容进行表演。

师：那《风娃娃》这篇散文里都出现了哪些小动物呢？

学生回答



师：风娃娃来了，这些小动物开不开心呢？

学生回答

在这堂活动当中，由于自身心里素质不够理想，稍微紧张，
以致思路有些混乱，在教学过程中达不到理想的状态。针对
这节课，我做了以下几点反思。

在用风车导入时，由于风车形状是花朵，当问及小朋友这是
什么东西时，小朋友说是花朵，可是我却不承认，而偏要固
执小朋友能够答出“风车”这个答案，还有没能好好利用这
个工具，足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当我把这首散文的内容有ppt的形式呈现出来时，对风吹动小
鸟，风车，风筝，小船时应让幼儿用吹的动作和我播放ppt一
致，这样才能更好的让幼儿理解。

在教师朗读这个过程中，忽略了旁边两排的小朋友，只注重
与中间一排的小朋友进行互动。加上调动不起小朋友的兴趣，
在一起朗读这篇散文时很不理想，在加上动作表演时，我不
应该再让小朋友一边朗读一边表演，这样对小朋友来说有一
定的难度，也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

本来后面是想要的角色表演，可是由于时间关系去掉，所以
后面就略显简单，这堂活动也看起来单调了许多。

以上几点便是我这堂课的反思，上完以后才发现自己有许多
不足之处，希望通过以后的学习和经验能更加进步。

小班语言教案水娃娃回家篇五

1、欣赏画面，感受儿歌充满童趣的意境。理解诗歌，初步学
会正确发出儿话音。



2、学会朗诵儿歌，通过动作让幼儿理解诗歌中的动词，尝试
用替换的形式仿编诗歌结尾部分。

3、教幼儿养成细心、认真的学习态度。

4、乐意大胆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

小班语言教案水娃娃回家篇六

活动目标：

1．欣赏散文《风娃娃》，初步了解散文的内容。

2．在观察画面、倾听和讨论中，感知理解散文的美好情感。

3．明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并大胆表演。

活动准备：

1．《风娃娃》的课件。

2．散文磁带、录音机。

3．风娃娃、小鸟、小狗、小兔和小松鼠的头饰。

活动过程：

（一）师幼共同欣赏课件。

1．教师出示风娃娃图片，引导幼儿认识。

教师：今天有一个神奇的娃娃来到了我们小三班，是谁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教师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图片，学会从画面中获取信息。



教师：画面上的娃娃是谁？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教师：画
面上还有谁？小鸟在做什么？

教师：是谁帮助小鸟飞得这么快，这样高吗？

3．教师有感情的朗诵散文的第一段.

（二）引导幼儿继续观察图2、图3，初步了解散文的内容，

1．引导幼儿迁移观察经验，讲述图2、图3的内容。

2．教师：风娃娃有帮助了谁？帮助小动物们做了什么？

（三）播放散文音乐，师幼一起完整欣赏配乐散文。

教师：风娃娃帮助了小伙伴，是这样帮助的？我们一起来听
一听。

（四）师幼共同进行表演活动。

1．教师扮演风娃娃，幼儿分别扮演小鸟、小狗、小兔和小松
鼠。

2．幼儿分别将扮演小鸟、小狗、小兔和小松鼠的头饰带上，
明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3．集体边讲述边进行表演。

附内容：

风娃娃风娃娃来了，她托起了小鸟的翅膀，小鸟飞呀飞呀！

风娃娃来了，她吹动了小狗的飞车，风车转呀转呀！

风娃娃来了，她把小兔的风筝吹上天，小兔笑呀笑呀！



风娃娃来了，她吹动了小松鼠的小船，小船鼓起了风帆，跑
呀跑呀！

风娃娃来了，大家都欢迎她！

小班语言教案水娃娃回家篇七

一、欣赏诗歌，初步理解诗歌内容。

(1)小朋友，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夏天到了，小池塘里
有朵美丽的花开放了，看，是什么花呀?荷花娃娃是什么样子
的?它在干什么?初步感受诗歌内容。

(2)老师朗读诗歌，感受诗歌中的儿话音。

(3)师生一起念诗歌两遍，教师根据幼儿情况及时纠正幼儿的
儿话音。

(4)提问：荷花娃娃撑的小绿伞是什么?它为什么将头露到外
边儿?它和小雨点在玩什么游戏呢?使幼儿感受诗歌中的童趣。

(5)你想和荷花娃娃玩游戏吗?玩游戏多快乐呀!下面我们一起
念诗歌。教师鼓励幼儿用欢快的声音朗读诗歌。

二、引导幼儿尝试进行简单的仿编活动。

(1)教师：荷花娃娃将头露出伞外面和小雨点玩亲一亲的游戏，
他还可以和谁玩游戏呢?

教师可以根据幼儿讲述的内容画在黑板上，也可以出示图片，
启发幼儿迁移仿编故事。

(2)启发幼儿想象与水密切相关的事物替换“小雨点”，引导
幼儿大胆想象，丰富诗歌情节。



三、幼儿自主编儿歌，并与同伴互相交流。请一两位幼儿上
来在集体面前朗诵仿编的诗歌。

小班语言教案水娃娃回家篇八

1．喜欢幼儿园的情感。

2．能说出幼儿园里自己的好朋友的名字。

3.复习重点字词幼儿园、布娃娃。

4.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5.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1.材料配备：教学挂图、教学光盘、大小字卡（幼儿园、布
娃娃）。

2.教师自备：教师自制的纸制房子。

一、爱的萌发（激情感染）。

教师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1）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的好朋友布娃娃来到我们班了，
她在哪儿了？找一找。”教师出示教学挂图和幼儿一起欣赏。

（2）教师：“布娃娃和谁在一起？她的好朋友是谁？在和她
说什么？”鼓励幼儿大胆想象。

二、爱的体验（创意想象）

欣赏儿歌，讲述自己的好朋友。

（1）教师：“小朋友们的想象真丰富，现在我们看一看她和



好朋友都说了什么好听的话？“教师播放教学光盘中的律动
和幼儿一起欣赏。

（2）教师：“为什么豆豆刚刚开始哭的时候头顶上有一片云？
后来又变成了几片？为什么呢？”

教师鼓励幼儿根据教师的提问大胆想象和表达。

三、爱的表达（快乐游戏）

游戏：送字宝宝回家。

游戏准备：大字卡、小字卡、纸制的房子。

游戏过程：

（1）教师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教师：“今天有许多字宝宝来到了我们班，它们在哪了呢？
找一找！“教师提前把小字卡放到幼儿的椅子下。”找到它
们了么？你们认识这些汉字么？“教师出示大字卡。

（2）教师和幼儿一起游戏，在游戏中引导幼儿学习汉字。

教师：“和小朋友们玩了这么久，它们要回家了，我们送它
们回家吧，家在哪里呢？“教师出示房子，房子上贴有大字
卡幼儿园、布娃娃。

教师：“请小朋友学着小鸟飞的样子把它们送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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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语言教案水娃娃回家篇九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助于
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大家知道正规的教
案是怎么写的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幼儿园小班语言
教案：春娃娃，欢迎大家分享。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春娃娃》，知道在春天里，周围的花草树木、
小动物都会发生的变化。

2、愿意投入到故事情境中并喜欢春天这个季节。

活动准备ppt、《春娃娃》图画书活动过程一、介绍春娃娃——
引发倾听故事的'兴趣1.出示春娃娃师:春天到了，春娃娃醒
了，他要去串门了。

提问：什么叫串门？

小结：“串门”就是去客人家做客，聊天。

2.猜猜春娃娃会去找谁串门呢？

二、故事《春娃娃》——欣赏故事，了解大意

1、布谷鸟提问:调皮的春娃娃先去找了谁？布谷鸟在干什么？
春娃娃用什么好听的话叫醒了布谷鸟？（学学布谷鸟的叫声）
小结:春娃娃用轻柔的声音叫醒了布谷鸟。

2、柳树提问:春娃娃做了什么，让柳树姐姐的短发变成了长
发，越变越漂亮了？（幼儿扮演柳树，教师扮演春娃娃，为



春娃娃梳头发。）小结:春姑娘梳着柳树姐姐的头发，柳树姐
姐的头发变长了。

3、桃树提问:猜猜春娃娃还会去谁的家？春娃娃又是怎么把
它叫醒呢？

师：请你们也来做做美丽的小花，让春娃娃吹着，绽开美丽
的花朵。（教师做春娃娃来吹，引导幼儿开小花，看看谁的
小花开得最漂亮。）小结:春娃娃，吹啊吹，吹醒了桃花姐姐。

4、你喜欢春娃娃嘛？为什么？

小结:春娃娃，真可爱，她轻轻地叫，轻轻地梳，轻轻地吹，
哇！柳树绿，桃花开，布谷鸟儿唱起歌！

三、完整欣赏故事，找找其他的春天——充分感受春天的变
化1、完整倾听故事师:春娃娃一共去了几个朋友的家？我们
再一起来看一看、听一听。

2、幼儿和教师一起扮演春娃娃，找春天师:你们想不想做春
娃娃，去其他春天的朋友家里做客呢？那请你们和老师一起，
做做春娃娃，我们去操场上，用好听的话，把其他春天的朋
友叫醒吧。

3、请幼儿用好听的话叫醒（小花、小草、小树叶……）小
结:春娃娃把这么多的好朋友都叫醒了，春天变得更加漂亮了。

小班语言教案水娃娃回家篇十

1．通过对儿歌《布娃娃，别生气》的朗读，读准（生你礼刚
真使劲扔脸疼）等字的读音。

2．利用游戏情景，引发幼儿对布娃娃的关心和爱护。



3．能自由发挥想像，在集体面前大胆讲述。

4．喜欢欣赏儿歌，会大胆地朗诵。

让幼儿明白随地乱扔布娃娃是不对的

1、布娃娃一个

2、娃娃哭声的录音，娃娃笑声的录音。

3、挂图《小朋友生气扔布娃娃》《小朋友给布娃娃洗脸》

一．情境导入

1.老师和小朋友一起玩游戏，趁小朋友不注意的时候把布娃
娃放在地上，接的娃娃哭声的录音响起。老师暗示小朋友们
安静，问小朋友：“听听谁在哭呀？”老师的目光转向了布
娃娃，大家发现了角落里的布娃娃。

2.老师引导小朋友讨论：布娃娃为什么会摔在地上？

3.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个小朋友说的对，出示挂图《小朋友生
气扔布娃娃》

小朋友观察挂图后回答：“小朋友发脾气把布娃娃扔在地上
的”。这时再播放娃娃哭声的录音，老师说：“小朋友乱发
脾气把布娃娃扔在地上，布娃娃哭的多伤心啊，布娃娃好可
怜啊，小朋友们帮帮布娃娃好吗？”

4.老师引导小朋友们讨论：“怎么帮助布娃娃”。小朋友在
说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具体操作。

二．小朋友学念儿歌《布娃娃，别生气》

三．活动结束



一个小朋友拿布娃娃做动作，其他小朋友齐声念儿歌，念完
后，播放娃娃笑声的录音。

1.结合中班幼儿的心里特点，我觉得要理解布娃娃伤心与快
乐是一个难点，所以我准备了娃娃哭声和笑声的录音，这样
更便于幼儿理解。

2.通过幼儿讨论布娃娃为什么会摔在地上，让幼儿充分发表
自己的想象力。老师引导幼儿讨论怎么帮助布娃娃，让幼儿
边说边操作，在这一个环节上，幼儿想要发表自己的观点的
就有很多了。比我原先计划的时间就多了很多。我适当的延
长了这个环节的时间，可是学念儿歌环节的时间就不够了。

3.如果让我重新上这一节课的话，我会让幼儿讨论怎么帮助
布娃娃这一个环节的时间适当的延长，但还是要留足够的时
间让幼儿学念儿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