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语言教案(汇总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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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
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幼儿语言教案篇一

理解故事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讲。懂得遇事要勤动脑，多去思
考。

培养幼儿大胆发言，说完整话的好习惯。

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老鼠灰灰的计谋》故事

一、讲故事第一段

1、灰灰发现谁朝自己家走来？

大白猫往灰灰来。

2、白猫来灰灰家干什么啊？

它们来抓灰灰吃掉。

二、讲故事第二、三段

1、灰灰原来想去谁家躲一躲？

灰灰想去自己的'亲戚家。



2、灰灰躲得了大白猫没啊？

没有，白猫堵住洞口了。

3、灰灰这时这么样啊？

着急，怕被猫吃掉。

三、故事最后三段

1、灰灰为什么跟白猫那么说？

是灰灰想出来的逃跑的办法。

2、猫们做出什么反应？

猫们打在一起。

3、猫最后吃到灰灰没啊？为什么？

灰灰逃跑了，猫上了灰灰的当。

四、讲故事

1、用自己的方式讲，并绘声绘色的讲。

2、讲完以后一定要表扬，增加积极性。

1、要学会勤动脑，多去思考。

2、要懂得互相信任，不要贪婪。

小百科：老鼠是哺乳纲、啮齿目、鼠科的啮齿类动物，俗
称“耗子”，是哺乳动物中繁殖最快、生存能力很强的动物。
全世界约有三千多种老鼠，无论室内、野外都可以看到它们



的足迹。

幼儿语言教案篇二

1.阅读画面根据线索猜测理解儿歌内容。

2.口齿清楚地跟读并大声念诵儿歌。

口齿清楚地跟读并大声念诵儿歌。

1.挂图：《河马洗澡》。

：《河马洗澡》。

一、请幼儿一起观察挂图，大胆猜测并讲述画面内容。

——画面中有哪两个动物呀？

——它们分别在干什么呀？你从那里看出来的呢？

——河马为什么要刷牙你呢？

二、边听cd边观察画面，初步理解儿歌内容。

——河马是怎么刷牙的？为什么河马需要其他朋友帮它刷牙
呢？

——因为河马的.嘴实在是太大了，自己够不着，所以小鸟帮
它刷刷牙。

——刷牙时河马发生了什么声音呀？

三、请幼儿跟着教师学念儿歌。

四、请幼儿分角色扮演河马刷牙。



1.请幼儿分角色扮演，请幼儿扮演河马，教师扮演小鸟，在
幼儿面前模仿刷牙的动作，如上下刷一刷、左右刷一刷。

——请一位小朋友来扮演河马，我来扮演小鸟来给河马刷刷
牙，其他小朋友念儿歌。

2.请几名幼儿扮演小鸟，请求幼儿扮演河马，扮演小鸟的幼
儿在河马面前模仿刷牙的动作。扮演河马的幼儿要念儿歌。

幼儿语言教案篇三

灵珠山是一个地大物博、环境优美；具有浓重民族特色的地
方，依托灵珠山菩提寺开展灵珠山特色庙会。大班幼儿对此
有浓厚的兴趣及探索欲望。《幼儿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
各类幼儿园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实施素质教育利用
各种教育资源，提高幼儿各方面的发展。由于幼儿对祖国的
传统节日、节日习俗及民间艺术了解较少，有一定的局限性，
结合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顺应孩子们的兴趣与好奇，为了
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让孩子体会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体
验和感受民间艺术的丰富多样及独具的魅力，制定了生成主
题活动“赏庙会”。

1.了解庙会的含义，知道庙会的人们会做什么事情。

2.能用完整的语言表述在庙会看到的事物。、

3.愿意与同伴进行交流分享。

1.庙会图片。

2.幼儿逛过庙会。

小结：庙会里有非常多的好玩儿的好吃的东西，小朋友一定
有很多好吃的，想交流的`，那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2.幼儿交流分享自己在庙会所见所闻。

（1）请幼儿讲述自己在庙会所看到的表演有哪些，他们有什
么样的特点？

小结：庙会有时会有民族舞的表演，他们会穿民族服饰，民
族服饰通常会颜色鲜艳，会有很多的装饰物。

3.请小朋友说一下，在庙会里吃到了什么特色美食。

小结：各个地方都有他们独特的美食，都会有各个地方的地
方特色。

4.请小朋友讲一讲，有没有参加过其他地方的庙会，他们和
我们的庙会有什么不同。

幼儿语言教案篇四

讲述活动

大班幼儿在倾听与表达方面，应达到的目标是在集体中能注
意听老师讲话，听不懂或有疑问时能主动提问，能结合情景
理解一些表示因果、假设等相对复杂的句子。因此，在寒冷
的冬天，通过《不怕冷的大衣》这个有趣的讲述活动，生动
形象地让幼儿理解冬天多运动就不会冷，培养幼儿热爱运动
的意识，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同时在老师提问时能够发
表自己的看法，能够比较完整的表达复杂的句子。

30分钟

1、能仔细倾听故事，理解主要的故事情节。

2、知道不怕冷的秘密是多运动。



3、能积极主动的说出自己的见解。

故事《不怕冷的大衣》

幼儿能够明白不怕冷的秘密是多运动

1.教法：教师通过设置问题导入，引出故事，并进行生动形
象的故事讲述，让幼儿初步了解故事内容，然后带着问题再
一次听故事，从而把握故事重点，同时锻炼幼儿的倾听和表
达能力。

2.学法：通过倾听了解故事，并在问题的导向下再次听故事，
仔细地分析故事内容，发表自己的看法。

一、问题导入（2分钟）

教师：“在冬天怎样才能使自己不冷？会用到哪些保暖的东
西？”请幼儿回忆有哪些保暖用品，并举手回答问题。

幼儿：“穿袄子，戴围巾和帽子......”

二、教师讲故事，幼儿仔细倾听。

教师：“刚才小朋友们讲了很多让我们在冬天不冷的保暖用
品，那接下来老师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发生在冬天的小故事，
《不怕冷的大衣》。请小朋友们仔细倾听。”

三、引导性提问，引起幼儿的回忆和思考

1.教师提问，明确故事的主题 教师：“故事的名字是什
么？” 幼儿：“《不怕冷的大衣》”

2.教师继续提问，明确故事里的主要角色 教师：“小白兔为
什么不起床？”



幼儿应该能够记得故事的大概内容，可以回答故事开头部分
的问题。 3.教师抛出几个问题，引起幼儿的好奇心，初步揭
示故事 “兔妈妈说姥姥有什么东西要送给小白兔？” “小
白兔是怎么去姥姥家的？”

“小白兔拿到不怕冷的大衣了吗？不怕冷的大衣是什么？”

四、带着问题再请幼儿听故事，鼓励幼儿积极回答问题。

1.教师再次讲述故事（刻意强调重点的部分，通过语气语调
加深幼儿的印象。）

2.依次提出前面的三个问题，请幼儿完整的表达，发表自己
的看法。

教师：“兔妈妈说姥姥有什么东西要送给小白兔？”（可以
举手回答，也可以集体回答) 幼儿：“不怕冷的.外衣。”

那老师再问一个问题，请幼儿举手回答，完整的告诉老师。
教师：“小白兔是怎么去姥姥家的？” 幼儿：“小白兔是跑
到外婆家去的。” 教师：“那小白兔拿到不怕冷的大衣了
吗？”

幼儿：“有！没有！”（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因为外婆没有给小白兔不怕冷的真实的大衣，但是外婆说小
白兔已经穿上了大衣。）

3.教师分析妈妈和外婆对小白兔的对话，引起幼儿思考

“看来小朋友们听得很仔细，那接下来你们好好思考一下，
不怕冷的大衣是什么？”（重点问题）

幼儿：“因为小白兔跑步，跑得很热，就不怕冷了。”

（幼儿回答问题时，教师注意强调其完整表述，引导因果、



假设等复杂语句的表达。）

五、教师小结：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妈妈说的不怕冷的大
衣不是真的衣服，而是运动，是让小白兔不怕冷的好办法。
小白兔跑到外婆家，没冻不着，还直冒汗，所以外婆说他已
经穿上了不怕冷的大衣。所以冬天天气冷，小朋友们也不能
赖在床上不起来，可以穿好衣服起床做做运动，穿上不怕冷
的大衣，每天身体都健健康康的。

六、延伸活动

让幼儿在户外活动中体会“不怕冷的大衣”。

【活动反思】

附：故事

《不怕冷的大衣》

下过雪，又刮风，天好冷啊！小白兔在被窝里睡懒觉。

“快起来，快起来，我的小乖乖。”兔妈妈叫小白兔起来。

“不起来，不起来，起来要冻坏。”小白兔怎么也不肯起来。

兔妈妈想了想，忽然自言自语起来：“唉，天也真冷，要是
穿上姥姥家那件不怕冷的大衣，那就太好了，冻不着，还冒
汗呢。”

“真的吗？”小白兔听了，觉得很奇怪，从被窝里伸出小脑
袋，“姥姥家真有不怕冷的大衣？您穿过吗？”

“没有，没有。姥姥说，这件不怕冷的大衣，是给她的小外
孙做的??”



“姥姥的小外孙就是我呀！是给我做的，是给我做的，妈妈，
妈妈，您快上姥姥家去，把大衣拿回来。”

“这可不行。姥姥说的，不怕冷的大衣呀，谁来拿都不给，
只有小外孙来拿才给。”

小白兔一蹦，从被窝里蹦出来，稀里哗啦的，穿上小棉袄，
套上小棉裤，围上小围巾，戴上小绒帽。

“妈妈，妈妈，我到姥姥家去了。”

“哎呀，别去吧，外面风大着呢，你不怕冻坏吗？”

“没关系，不要紧。姥姥给了我不怕冷的大衣，我就冻不坏
了。”

小白兔说完话，就往外跑。哟，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的一
样疼。小白兔想早一点拿到不怕冷的大衣，就飞快地跑起来。
跑呀，跑呀！怎么了？脖子热烘烘的。他把围巾拿了下来，
跑呀，跑呀，怎么了？头顶热乎乎的。他把帽子拿下来。跑
呀，跑呀，到了姥姥家，额头上都冒汗了。

兔姥姥看见小白兔，心里可高兴了，拣了个挺大的胡萝卜给
他吃。

小白兔说：“我不要吃胡萝卜，我要穿大衣，不怕冷的大衣。
”

兔姥姥呆住了，想：“哪有什么不怕冷的大衣呀？”

“妈妈说的，您给我做了一件不怕冷的大衣，穿上它，冻不
着，还冒汗呢??”

兔姥姥想了想，明白了“小乖乖，看你头上汗滋滋的，不怕
冷的大衣不就穿在你身上吗？”



小白兔想了想，也明白了。

小朋友，不怕冷的大衣是什么？

幼儿语言教案篇五

1、进一步了解清明节的天气特征及风俗。

2、理解诗歌的含义，体验诗歌中表达的哀伤之情，并对唐诗
产生初步的'兴趣。

1、挂图17号；《小朋友的书、春天里》；磁带及录音机

2、活动前两周做天气观察记录，统计晴天和雨天的数量。

1、小朋友们记录了清节前后的天气变化，发现了什么？（有
时天气晴朗，有时细雨绵绵）

2、天气晴朗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高兴）细雨绵绵的时候
又有什么感觉？（烦恼、不开心）

1、出示挂图，播放古诗录音。

教师边提问，边结合挂图解释诗歌中的词"欲断魂"、"借问"、
"牧童"、"遥指"，帮助幼儿理解。

1、听磁带，体味念古诗和平日里讲故事、说话的声调、发音
有什么不同。鼓励幼儿按照磁带中的方式跟念古诗。

2、尝试边念古诗边用体态语言表现古诗的内容。

我国唐朝出了很多著名的诗人，写了很多优秀的诗，以后我
们还会学更多的唐诗。



幼儿语言教案篇六

1、懂得赠送卡片是向别人表达感情的一种的方式。

2、用完整的句子表达自己对故事的理解。

3、理解康复纪念意义惊喜等词语的含义。

课前收集的各种卡片及教师自制卡片一张。

1、师：大森林里的动物都收到了这卡片，卡片上写着什么呢？
出示卡片。我们一起来听听故事《卡片屋》。

2、教师用亲切的语调完整的讲述故事。

3、结合故事内容，引导孩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送什么样的卡
片。

（1）教师再次讲述故事，以边讲述边议论的方式让幼儿谈谈：
小动物们需要卡片吗？为什么需要？（让幼儿了解赠送卡片
是表达感情的一种好的方式。）

（2）讨论：什么时候赠送卡片合适？假如你有一张卡片，你
们会送给谁，为什么？（幼儿自由诉说。后请幼儿上来说，
同时说说卡片写的祝福语。增强孩子的语言能力。）

4、小结：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从卡片中得到了快乐，因为卡
片会帮助它们表达自己的情感，让别人感受他们的爱心，而
它们自己也会从中感到快乐，这就是它们为什么会变得越来
越团结，越来越友爱的原因。如果你们想让自己快乐，就学
森林里的小动物，把爱心传递给别人。

幼儿制作卡片，送给自己想送的人。



幼儿语言教案篇七

幼儿的语言活动教案：绘本《牙医有蛀牙》

【活动目标】

1、理解图书的大概内容，并能大胆地用语言表达出来。

2、懂得要爱护自己的牙齿，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的.好
习惯。

【活动准备】

1、牙刷和杯子。

2、录像《豆豆的牙齿》。

3、ppt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

师：今天啊，我们小四班有个小客人，是谁呀?(出示图片一)

幼儿回答：猫，老鼠(医生)

师：小老鼠在哪里啊?(早猫的头上)看来啊，小老鼠和毛医生
肯定是非常要好的好朋友。那它们两个是怎样认识成为好朋
友的呢?(它们两个是互相看牙齿认识的)

师：它们两个是做什么工作的呀?(看牙齿的)那是什么医
生?(牙齿医生)那牙齿医生专门做什么的呀?(拔牙的、看牙齿
的)那今天我们讲的故事叫《牙医有蛀牙》。(出示图片二)



二、欣赏图片三

师：那小老鼠怎么会有蛀牙的呀?(吃冰激凌)

总结：小老鼠吃了它最爱吃的冰激凌才有了蛀牙，而且吃了
一口冰激淋就牙齿疼。

三、欣赏图片四

1、师：那小老鼠有了蛀牙后是怎么样做的呢?(准备找猫医
生)准备找猫医生干什么?(拔牙)(找到猫猫诊所拔牙)

2、师：看小老鼠的表情怎么样?(很害怕)一起学学。

3、师：虽然小老鼠很害怕，那有没有哭呀?那小老鼠怎么样
啊?(勇敢)那我们一起表扬一下它吧。

4、那我们小朋友去看牙医生，我们应该怎么样?(勇敢)看来
小四班的小朋友都是勇敢的孩子。

四、欣赏视频

师：豆豆的牙怎么拉?有了牙病菌要怎么样啊?(刷牙)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小朋友要饭后漱口，睡前刷牙，那样才能
把牙病菌刷掉，那我们的牙齿就不会疼了。小朋友如果我们
天天刷牙，牙齿长的白白的，我们的牙齿以后就不疼了哦!

五、学习刷牙

1、师：今天啊有位大姐姐来教我们小四班的小朋友怎么样来
刷牙，我们一起掌声欢迎她。

2、教师表演刷牙歌：我唰刷唰，我刷刷刷，我刷我刷我刷刷
刷，我上刷刷，我下刷刷，我左刷刷，我右刷刷，里面还要



在刷一刷，我的牙齿刷好了。还有别忘了还要漱漱口。

3、师：刚才大姐姐教你们刷呀你会不会了啊。那我们一起来
刷牙吧。

4、师：今天啊，我们小四班的小朋友学到了一个新本领，是
什么啊?(刷牙)那我们以后一定要记住早上晚上饭前饭后要刷
牙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