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纸 大班语言活动教案
(汇总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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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
的教案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纸篇一

1、在听听、说说、猜猜中了解蓝狐狸长长名字的由来，感受
故事的有趣。

2、借助作品知道名字都有含义，并对名字的由来有进一步探
索的兴趣。

材料准备：ppt课件、动物的名字符号卡片。

经验准备：幼儿已初步了解自己名字的由来。

1)师：瞧!这是谁?这只狐狸长得很特别哦!

2)小结：长着一身蓝蓝的毛就是这只狐狸特别的地方，所以
狐狸妈妈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蓝狐狸”。

1、教师讲故事——蓝狐狸遇见波波蛙和红叶鼠。

1)教师边讲故事边在操作板上出现符号“波波+蓝狐
狸”、“红叶+波波+蓝狐狸”。

2)师：现在蓝狐狸的名字叫什么?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2、教师继续讲故事——蓝狐狸遇见绿草蛇。



1)师：瞧，这次蓝狐狸来到了什么地方遇到了谁?猜一猜，小
蛇会有什么好听的名字呢?(幼儿回答，并听小蛇说话的录音)

2)现在蓝狐狸的名字长了吗?

3、幼儿为蓝狐狸添名字。

1)师：蓝狐狸后来还碰到了许多动物，瞧!它先遇到了谁，再
遇到谁，最后遇到谁?

2)师：这些动物也都有好听的名字，我们来猜一猜。

3)幼儿商量，帮蓝狐狸添名字。

4、教师继续讲故事——结尾。幼儿帮蓝狐狸还名字。

评价：

1、教师注重教学环节中的情景性——始终在有趣而连贯的情
景中穿行，使得活动一气呵成，前后呼应。让孩子们和听课
老师在自然的情景中学有所得。

2、教师注重教学内容的生活性——来自于生活的活动是幼儿
所喜欢的。“我的名字”基本生活元素运用到活动中去。

评价

1.活动能从幼儿喜欢的图书着手，选择的内容是每个幼儿都
有经验的，能充分引起幼儿的共鸣。

2.能利用各种途径引导幼儿了解名字的由来，尤其是图文夹
字，更是符合大班幼儿的学习特点。

3.教学中有效的提问与良好的师生互动使得每个幼儿能大胆
想象，敢于表现，也充分体现了教师对每个幼儿的关注。



在“幼儿帮蓝狐狸还名字”这一教学环节，教师提要求
时“还”的顺序没有强调，因此幼儿的回答各有不同。因此，
思考一是在活动前教师能否明确要求，二是在很长很长名字
形成过程中将“+”改成箭头的图示，由下至上形成叠加，
在“还”的时候再一步一步退回，以此帮助幼儿理解正向与
逆向的名字还法。

有效性体现——

1、充满了情趣性，让孩子在浓浓的趣味中，感受到了蓝狐狸
名字不断变长的过程与趣味性。

2、通过教具的有效使用让孩子的理解能力、思维能力在语言
活动中同样都得到了展现。

3、在孩子学习、理解和思维的过程，让教学的公平性也得到
了体现。

教学目标中知道名字的含义，对自己名字由来进一步探索只
在教学活动最后

一个环节提及，整个教学的中心体现在加名字和还名字的过
程，是否可以进行目标的修改，使其更为适切。

目标中让幼儿“知道自己名字的含义，对自己名字由来有探
索兴趣”，但在活动中名字环节的导入有一些牵强。由于时
间的限制，“名字”一环节的文章没有做透，有意有未尽的
遗憾。

2、教师注重活动环节的精致性。

3、教师注重幼儿学习的层次性——两节活动教师注重教学的
层层推进，紧紧围绕目标展开教学，达到活动预期目标。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纸篇二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故事中小老鼠大老虎之间潜在矛盾、
爆发矛盾到友好相处的全过程。

2．能仔细观察画面，大胆推测故事情节的发展，重点体验小
老鼠从无奈――愤怒――高兴的心理变化过程。

3．感悟怎样与同伴友好相处。

经验准备：幼儿词汇的丰富、朋友之间发生矛盾的解决方法

1．出示角色进行对比，引发认知兴趣。

（1）今天来了两个小动物，看看是谁？（出示ppt图片1）

（2）大老虎长得怎么样？（丰富词汇：又高又壮）小老鼠呢？
（又瘦又小）

教师指导幼儿用肢体动作表现。

（3）你觉得它们两个会是什么关系呢？从什么地方看出来？

过渡句：今天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小老鼠和大老虎的故
事，讲述故事至“可是怎么说呢，我们之间还是有点小问题。
”

（4）你们来猜一猜他们之间会有什么问题呢？

过渡句：嗯，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到底是什么。

2．猜想引出故事前段，体验角色的心理。



（1）（出示ppt图3：好人坏人游戏、分甜面圈、采野花）

要求：请你告诉我，你看到的是第几幅图片，发生了什么问
题。

师小结：对呀，好事都让大老虎做了，吃亏的事总让小老鼠
做。想想小老鼠的心情会怎样？对呀，他有一点点不开心，
有一点点生气，可以又没有办法，我们用一个好听的词来形
容他的心情叫无奈。（出示无奈的字卡）

小老鼠不开心的时候总要说一句什么话？一起来学一学。
（提醒幼儿说时把小老鼠的神态表演出来）

3．讲述第二段，引发幼儿讨论，迁移经验。

（1）虽然两个朋友之间有点小问题，但它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可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一起来
看。（出示ppt图7）

（2）发生了什么事情？（鼓励幼儿看着画面说一说）教师完
整讲图7

（3）好朋友把小老鼠精心搭的城堡踢飞了，小老鼠的心情怎
么样？

师：是的他很愤怒。（出示字卡愤怒）

它会对大老虎说什么？（引导幼儿用生气的语气来进行模仿）
听听小老鼠是怎么说的。

过渡句：嗯，你们想了跟多的办法，我们来看看大老虎是怎
么做的。

4．讲述第三段，感悟与朋友之间的正确相处。



（1）大老虎是怎么做的呢？老师给大家准备了图片，首先请
你仔细观察图片，然后像讲故事一样把他的办法完整的说出
来。也可以和旁边的小朋友一起说一说。现在请你们把图片
拿出来吧。

（2）现在请小朋友来说一说，先告诉我你看到的是第几幅图
片，再请你像讲故事一样把他的办法完整说出来。

（3）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4）小老鼠看到大老虎改变了，心情怎么样？

师：是的，非常的高兴。（出示高兴的字卡）那他会原谅大
老虎吗？为什么？

（5）两个好朋友终于和好了，但是大老虎如果经常要迁就小
老鼠，它的心情也会怎样？

那么，好朋友到底应该怎么相处？（在幼儿讲述的基础上，
教师进行提炼）

小结：对的，朋友之间应该要互相帮助，彼此谦让，友好相
处，发生问题了要改变相处的方式和方法，这样友谊才能长
长久久。

最后他们出现了什么问题？当三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应
该怎么做？

5、自主阅读

现在请小朋友带着问题一起来看看这本有趣的书吧。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纸篇三

1、理解等待的必要性。

2、用较完整的语言讲述。

活动准备:挂图第4号、幼儿活动材料第一册第37—38页。

1、出示挂图4—1，戴帽子的小朋友叫“豆豆”，他看见有几
个小朋友在骑木马，还有几个小朋友在排队，等着骑木马。
豆豆也在那里一起排队等候吗？（豆豆转身走了）

2、出示挂图4—2，豆豆看见三个小朋友在玩着什么？（开碰
碰车）碰碰车游乐场外面还有三个小朋友在排队等着。豆豆
也在那里一起排队吗？（豆豆没有一起排队）

3、出示挂图4—3，湖上有人在划船，有一个小女孩和她的爸
爸、妈妈等在那里，也想划船。豆豆也想划船，他排在小女
孩一家的后面了吗？（他掉过头走了）

4、豆豆到了一个地方，一看人多，就走了。结果，他玩了什
么？（什么也没玩成）

1、豆豆为啥不愿排队等候呢？

3、幼儿阅读幼儿活动材料第一册第37—38页，并能看图讲述。

1、做哪些事情的时候，不能太着急呢？

2、引导幼儿讨论在哪些场合，做哪些事情不能太着急，要学
会等待，并且说说为什么。（有先有后，必须排队的时候，
就应该耐心等待）。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纸篇四

1、能使用礼貌用语与同伴、教师等不同对象进行交谈。

2、理解图片内容，能大胆、连贯地讲述。

3、学习正确使用不同的祝贺语，体验互相关心的乐趣。

1、经验准备：请家长带幼儿到周边的书店或商店里欣赏不同
种类的贺卡，了解贺卡的作用和不同的内容。

2、物质准备：幼儿收集或自制的各种贺卡；幼儿事先准备一
张贺卡，想好赠送的.对象，并写或画上祝贺语。

3、环境创设：在活动室里布置展示各种各样的贺卡。

1、自由欣赏，交流贺卡。

（1）幼儿自由欣赏活动室展示的贺卡，讲一讲：自己最喜欢
哪一张贺卡？为什么？

（2）提问：你喜欢哪张贺卡？为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人们可
以互赠贺卡？

（3）小结：当各种节日来临时，我们可以互相赠送贺卡，表
达对对方的祝福，如春节、"六一"儿童节等等；当人们生病
了，我们也可以赠送祝福卡，表达我们祝福他身体早日恢复
健康；当人们有喜事时也可以赠送贺卡，表达我们的祝福。

2、理解内容，讲述贺卡。

（1）提问：你喜欢什么样的贺卡？请你介绍一下你喜欢的贺
卡。



（2）引导幼儿观察贺卡的封面、贺卡内的图案、贺语等，用
学过的词汇有序、连贯地介绍，清楚地讲出贺卡中的祝贺语，
如：我喜欢的是新年贺卡，有黄色的底，红色的小花围在贺
卡的四周，中间还有一束鲜花，飘动的彩带上还写着"新兵快
乐"，美极了！

3、分组交谈，学说祝贺语。

（1）提问：你收到过贺卡吗？那是些什么样的贺卡？有什么
祝贺语？

4、互赠贺卡，表达祝福。

（1）提问：你想给谁送贺卡？为什么？你要怎样表达自己的
祝福？

（2）幼儿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贺卡送给同伴、老师，体验互
相关心的乐趣，并说清楚自己的祝贺语，如：祝老师永远年
轻、美丽！祝老师身体健康！祝小朋友天天开心，上小学后
早日戴上红领巾！

重点引导幼儿大胆表达自己的愿望，说清楚祝贺语，学会互
相关心。幼儿岛自己喜欢的需要关心的人，如果无法现场赠
送贺卡，可拿着贺卡向同伴介绍自己的想法。

（3）小结：我们要学会互相关心，学会大胆地向他人表达自
己的愿望和祝福，表达时要有礼貌，说话要清楚、连贯。

1、可根据不同的节日开展该活动，如母亲节、父亲节、重阳
节、教师节、春节、儿童节等，让幼儿懂得大胆表达自己的
心愿，学会关心长辈、与同伴分享快乐；还可根据时事需要
开展活动，如向灾区、儿童福利院等需要关心的人，赠送贺
卡，说出不同的祝福语，体验互相关心的快乐。



2、区域活动：

（2）引导幼儿在制作区用剪、贴、画等方式制作贺卡，并与
同伴交流贺卡要送给谁，为什么，并说出祝贺语。

（3）引导幼儿在数学区按贺卡的材料、造型、色彩、大小等
不同特征进行分类，并交流分类的方法。

（4）引导幼儿在角色区玩邮电局、贺卡专卖店、娃娃家等游
戏，让幼儿通过选购贺卡．收、送贺卡，体验人际间的交往
及友情。

3、生活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学会运用祝福语，如：小朋友生
病了懂得关心，祝她早日恢复健康；家中的长辈生病了懂得
主动关心，并自制贺卡大胆向长辈说出自己的祝福。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纸篇五

1、幼儿能观察理解两次抢蛋糕的不同结果，理解故事情节，
激发幼儿改编故事的兴趣。

2、体验老虎两次吃蛋糕的不同感受，学会用语言或非语言进
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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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1、大图书一本；

2、小图书人手一份；



3、多媒体（幻灯片）

一、导入：

1、出示图片：图片上有谁？谁来谈谈你所了解的狐狸和老虎？

2、看了图片你猜猜发生了什么事情？（幼儿结伴讨论、发表
自己的观点。）

3、你们讲了这么多，我觉得都有可能发生，那到底发生了什
么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二、理解故事内容：

1、看幻灯片（一半故事内容）：

（1）看到些什么？还有吗？

（2）刚才你们都说狐狸偷了蛋糕，谁来找一找这幅图片！

（3）看到狐狸拿走了蛋糕小动物们会怎么样？

（4）理解、区别“偷”和“抢”。

2、狐狸抢蛋糕干什么？为什么不自己吃而送给老虎呢？老虎
狼吞虎咽吃完了蛋糕，伸出了大拇指怎么表扬狐狸的？（哪
个小朋友来做一做！）

3、老虎表扬了狐狸还会对狐狸说什么呢？（幼儿自由发表自
己的观点。）

4、听听老虎说了什么！（放录音）原来老虎要吃第二块蛋糕！

（1）明明是抢来的蛋糕却说是自己做的，为什么呢？



（2）狐狸听了怎么样？（刚才还是得意扬扬的，现在怎么样
了呢？）

（3）这可怎么办呀？你们猜猜接下去狐狸会怎么样？（幼儿
猜测）

（4）这个故事就藏在后面的小图书里你们自己去看一看、找
一找好吗？

三、自主阅读小图书：

1、老虎拿到第二块蛋糕后怎么样了？

2、从哪里看出蛋糕很难吃？

3、老虎越吃越生气，越吃越生气，最后怎么样了？（感受火
冒三丈。）

4、这只狐狸真是自作自受、得到了该得的报应。可我有个问
题，它的两个蛋糕都是从小动物那里抢的，为什么第一个好
吃，第二个难吃呢？出示第二次抢蛋糕图片：蛋糕被抢走了，
小动物们怎么都在笑？（小动物们知道狐狸肯定还会再来抢
蛋糕，所以就想好了办法，让狐狸上当。）

5、了这个故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四、完整欣赏

1、老师完整讲述故事（边看幻灯片边听故事。）

2、我刚才在想，要是狐狸没有抢到第二块蛋糕那结局会怎么
样呢？（请几幼儿讲讲。）

3、对于这个不同的结局我们可以到区域活动中再去想一想、
编一编，编一个不同的《第二块蛋糕》。



整个活动开展的比较顺利，目标也基本达成。孩子们都能积
极主动地参与到活动中，大胆想象、猜测，并用简单的语言
进行表达，充分感受了故事的趣味性。但从各个环节看，还
有些不足，如，由于时间的关系，在活动中让孩子想象、表
达的空间还有些不够，没有满足大多孩子的表达欲望。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纸篇六

1、让幼儿在理解散文内容的基础上，初步感受其语言和意境
的美。

2、激发幼儿对文学作品的喜爱。

3、丰富词：披、逗。

1、立体教具一座。

2、布娃娃一个。

3、配乐磁带、录音机各一。

1、以谈话的形式导入活动，请个别幼儿说说自己做过的梦以
及心里的感受。

2、出示娃娃“小妮妮”，引出散文名称，让幼儿完整欣赏配
乐散文。

（1）散文的名称叫什么？

（2）听了这篇散文你心里觉得怎么样？

3、教师边操作立体教具，边引导幼儿再次完整欣赏配乐散文。

欣赏后通过提问，帮助幼儿进一步理解散文内容：小妮妮梦



见些什么？

4、让幼儿分段欣赏散文，并借助立体教具和提问引导幼儿感
受语言和意境的美，丰富有关词汇。

（2）欣赏第2段后提问：a、小妮妮梦见什么真美丽？（丰富词：
披）

b、小妮妮梦见什么真有趣？她为什么这样说？（启发幼儿想
象小妮妮跳舞的形象，并做一做、说一说）

c、小妮妮为什么咯咯地笑？（丰富词：逗）

d、谁把小妮妮抱在怀里？让小妮妮听谁唱歌？

（3）欣赏第3段后提问：小妮妮梦醒了，镜子对她说什么？
小妮妮怎么说？（结合幼儿回答，渗透热爱和珍惜生活的教
育，幼儿教案《欣赏散文----------梦》。）

5、让幼儿第三次完整欣赏配乐散文，欣赏后启发幼儿想想，
说说自己做过什么甜美的梦。

6、教师与幼儿一起朗诵散文，启发幼儿用适当的动作表现作
品的内容。

7、活动结束。

附：散文

梦

在梦里，我是这样甜蜜。一朵朵花儿，粉红粉红的，花瓣上
闪着露珠，那就是我呀，是我，小妮妮。



暖暖的太阳给我披上金黄色的舞衣，啊！真美丽！轻轻的风
教会我跳舞，啊！真有趣！细细的雨给我快乐的沐浴，雨点
儿逗得我身上痒痒的，真调皮！静静的大地真像我的妈妈，
把我抱在怀里，让我听小溪唱出来的歌曲。

我的梦醒了，镜子说：“你在笑呢，小妮妮。”我呀，在笑
我的梦，它是真的，我在祖国温暖的怀抱里，幸福的生活着，
一切都象梦一样甜蜜。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纸篇七

1、理解故事内容，体验有笑声和没有笑声的不同感受。

2、设想各种让人发笑的'方法，给自己和别人带来快乐。

1、"神奇箱子"一个。

2、录着各种笑声、ppt3、小兔、小松鼠、小狐狸图片（双面）

1、教师背着箱子出场，"孩子们，瞧我这身装扮怎么样啊？
这个箱子最特别了是吧"听说它可不是一般的箱子，神奇着呢！
想看吗？我也想，打开看看吧（播放孩子笑声）笑得多开心
呀，有意思吧，赶紧关上！

2、孩子们，你们听到这样的笑声，你们也……笑了！

你笑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很舒服，很开心）我看到了也很
开心。

来，给老师笑一个，我真喜欢你的笑！

3、今天可真开心，来看看，今天我们班里来了几位朋友，它
们这是怎么了？



出示不开心的小兔、小松鼠、小狐狸头像，依次贴在黑板上。

幼：（不开心）师：你从哪里看出它们不开心了？

幼：眉毛，（观察地很仔细）幼：嘴角（是的，你看到了他
们的表情）

4、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得从这个神
奇的箱子开始讲：谁的箱子？

播放ppt1，师：这位先生是谁呀？

它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教师边演示ppt边有表情地讲故事第一部分（开头至"谁也
想不出好办法"），让幼儿充分感受箱子的神奇。

师：小动物没有生病，为什么妈妈们还很着急呢？、幼：他
们很难过。 （他们难过，所以妈妈也难过）他们一个个每天
都这样的表情对着妈妈，妈妈看到当然着急，担心，生活中
没有了笑声就不开心、不快乐了！

师：孩子们，你们能想出什么好办法，让他们马上笑起来吗？
（幼儿讲述各种能让人开心的方法。）幼：挠痒痒。（好方
法）幼：送东西 （我这东西送给你，你笑了吗？你是放心里
开心是吧，让别人马上笑或许有更好的方法哦。）孩子们，
你能做什么动作让他们笑起来呢？（幼儿做各种有趣的动作
来逗人笑）幼儿扮小猪 （真有趣）做鬼脸 （太好笑了）大
家觉得好笑吗？来点掌声啊。

大家想得方法真好，老师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2、教师变播放ppt边讲述故事第二部分小鼹鼠它也想到了一
个方法，打开箱子看看吧，看看这箱子里有没有治这种怪病
的药。点击ppt，播放一大串的笑声。

笑声停，师：孩子们，箱子里跑出来了什么？

小兔、小松鼠、小狐狸也立刻笑了，（教师翻转图片至笑脸
的一面）妈妈们也都笑了！

鼹鼠大夫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自己把疾病关进箱子里时念的
那一段魔语，就是小动物们的笑声呀。笑声关进了箱子里，
大家就没法 笑了。鼹鼠大夫想到这里，也大声地笑了起
来："嘿嘿嘿、咯咯咯、哈哈哈。....."生活中有了笑声，大
家都开心快乐了！

（故事结束）

跟客人老师再见！在笑声中结束本次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