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语言问答歌教案活动反思 中班
语言教案问答歌(实用6篇)

编写大班教案的过程也是教师不断提升自身教学能力和专业
素养的过程。请大家参考这些三年级教案，根据自己的具体
情况进行灵活运用。

中班语言问答歌教案活动反思篇一

1.通过趣味诵读，引导孩子感知问答歌的特点。

2.激发孩子的想象和创意，鼓励孩子结合课堂所学创编问答
歌。

3.以读引读，激发孩子诵读儿歌的兴趣。

4.鼓励幼儿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5.引导幼儿在问答歌中学习，感悟生活。

6.胆地参与讨论，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想法，发展求异
思维。

7.让幼儿胆表达自己对故事内容的猜测与想象。

学习趣味诵读问答歌，体会问答歌的乐趣，创编问答歌

(一)复习导入，初步感受问答歌的特点

1.朗读《问答歌》

2.找寻特点，引出问答歌这个概念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水乡歌》有什么特点?



第一句是问题，第二句是答案。向这样有问题有答案的诗歌
叫做，问答歌

(二)趣味诵读《什么好》

1.第一首问答歌展示，读通读顺

2.不同诵读形式拍手读

3.请仔细观察这首问答歌有什么特点?

提示：第一句是什么句?第二句是什么句?以此类推，仔细观
察

生：一个问题，一个答案

(三)介绍不同形式问答歌

1、一问一答

a.《水乡歌》《什么好》都是一问一答形式

b.续编《什么好》

根据一问一答的形式来续编《什么好》，

师：引导示范，什么好?

妈妈好，

妈妈心灵手很巧。

什么好?

爸爸好，



爸爸长得帅又高。

c.学生根据生活学习中的情景及感受创编一问一答形式的问
答歌

2、连问连答

a.《雪地里的小画家》齐读

根据《雪地里的小画家》师提问：你能根据这篇诗歌提出几
个问题?并找出答案。

像这样多个问题，多个答案的诗歌，叫做连问连答形式的问
答歌

b.根据这篇诗歌创编一首问答歌

学生口述，并动笔写在本上

(四)追问形式

1.赏析《谁会飞》

齐读，男生读，女生读

2.观察这首诗歌的特点

第一句问题，第二句答案，第二句的答案是第三句问题的来
源

3.创编追问形式的问答歌

师：请同学蜜察图片，创编追问形式问答歌。

例：哪种小动物最可爱?



小白兔最可爱。

哪儿最可爱?

红红的眼睛最可爱。

(五)选择你喜欢的形式创编问答歌

学生自主创编，可以选择任意一种形式。

整个活动都是以孩子主体，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去尝试。
所以这节活动不仅培养了孩子们初步感受节奏，而且培养了
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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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语言问答歌教案活动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学习诗歌，感知问答歌一问一答的格式特点。



2.在理解诗歌的基础上尝试多种形式念诵诗歌。

3.乐意参与诗歌表演，体验与同伴共同学习的快乐。

4.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5.通过音乐活动培养幼儿想象力、口语表达能力及肢体的表
现能力。

活动准备：

1.与诗歌相匹配的图片、与诗歌相匹配的表格、背景图。

2.音乐。

活动过程：

一、导入

二、教师完整示范《问答歌》，引导幼儿感知诗歌的问答的
特点。

1.教师第一次完整示范诗歌，幼儿自由说说自己的感受。

师：师：好听吗？你有什么样的感觉？那你注意到他们说了
些什么吗？我们再来听一听吧！

2.教师第二次完整师范诗歌，幼儿感知诗歌问答的特点。

师小结：好像是个问题，对吗？好像一个人在问一个人在干
吗？（回答），一问一答，壮族人们叫它“问答歌”。

三、出示表格，引导幼儿根据图片的特征进行匹配，帮助幼
儿理解诗歌内容。



1.出示表格，初步感知诗歌的结构。

师：那么这首诗歌里到底说了些什么呢？告诉你们哦，就藏
在这个大大的表格里？

2.学习诗歌第一段，感知诗歌一问一答的特点。

3.引导幼儿猜测创编第二段“问”的部分，学习诗歌第二段。

师：（教师揭开第二段问题部分）换成什么图形了？猜猜这
是什么意思？那什么圆圆圆上天？什么圆圆在水边呢？（幼
儿根据猜测将相应的图片放到回答部分的空格中）那你能用
好听的话说出来吗？我们一起和他来说一说！

4．引导幼儿猜测诗歌第三段。

师：（揭开第三段问题部分）这是什么形状？下面好像少了
一句，猜猜会是什么？（幼儿根据猜测将相应的图片放到问
题部分的空格中）谁学小老师来问一问？你也来试一试！那
什么方方方上天？什么方方在水边？（幼儿根据猜测完成回
答部分）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师小结：你们真动脑筋，一下子就把答案全部找到了！

四、多种形式朗诵诗歌，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1.师幼完整朗诵诗歌（完整念诵诗歌三遍：第一编：师幼完
整念诵。第二遍：教师与幼儿一问一答念诵。第三遍：男生
女生一问一答念诵）

师：想和我一起来念念这首有意思的《问答歌》吗？陈老师
来问，你来…？（答）

你们还想怎么来念诵诗歌（男孩女孩分开念。）



2.加上圆舞板，念诵诗歌。

五、教师用歌唱形式表演诗歌，进一步激发幼儿活动的兴趣。

师：你们念得太好了！我刚刚还看到几个小朋友一边念诗歌
一边做动作呢！真动脑筋！

师：告诉你们哦，这首好听的诗歌壮族人们还能唱出来呢？
今天这里还来了位壮族的大哥哥呢，瞧！他来了！（老师表
演壮族对歌）

六、师幼表演诗歌

附诗歌：

《问答歌》

什么尖尖尖上天？

什么尖尖在水边？

宝塔尖尖尖上天。

菱角尖尖在水边。

什么圆圆圆上天？

什么圆圆在水边？

太阳圆圆圆上天？

荷叶圆圆在水边。

什么方方方上天？



什么方方在水边？

风筝方方方上天。

渔网方方在水边。

教学反思：

活动中，教师应当尊重幼儿，让幼儿始终做活动的主人，自
己的角色定位为他们的同伴、朋友、支持者、合作者和引导
者，为幼儿创设了一个宽松、愉快、亲切的氛围，教师主要
引导幼儿去做什么，接下来就是实践与即兴创作，让幼儿似
乎感到是在“玩”，在置身于“玩”的过程中去感知音乐的
内涵，去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在情感上的沟通与联系，
在“玩”中增强合作意识和在群体中的协调能力。这是以后
每一堂课都需要追求的目标。

小百科：问答是提问和解答，一个过程。

中班语言问答歌教案活动反思篇三

1、通过朗诵诗歌，初步领略问答歌的结构特点和语言风格。

2、要求幼儿较有节奏地朗诵诗歌，读出问句的语调。

3、巩固有关的知识。

1、节奏卡片。

2、蜜蜂、蝴蝶、蜻蜓、萤火虫的图片。

3、课件：蜜蜂、蝴蝶、蜻蜓、萤火虫的本领和生活习性。

1、游戏《小蜂窝》。问：是谁飞走了？答：蜜蜂。瞧！蜜蜂



又飞来了。

2、出示节奏卡片，引导幼儿按节奏拍手。出示四种飞虫的图
片，引导幼儿按语言节奏说出：xx飞来了，欢迎xx的句子。

3、创设情景，理解诗歌内容。请小朋友说说都有谁？它们都
有什么样的本领和特点。通过幼儿讨论，教师总结四这种昆
虫的本领。让我们一块来看看我们说的对不对。引导幼儿观
看课件。

4、游戏《看谁飞的快》，按照飞虫不同的特点飞到相应的图
片旁。

5、学习诗歌，教师结合图片提问，幼儿用填空的形式回答提
问。教师示范读，教师注意读出疑问句的`语调。

6、分段欣赏，指导幼儿读出疑问句的语调。

7、将幼儿分为两大组，一组读问句，一组读答句。

8、创编：结合以上学习的形式教师引导幼儿创编儿歌《什么
圆圆》

什么圆圆红彤彤？太阳圆圆红彤彤。

什么圆圆响咚咚？小鼓圆圆响咚咚。

什么圆圆蹦蹦跳？皮球圆圆蹦蹦跳。

什么圆圆空中飘？气球圆圆飘空中

将活动的头饰和挂图放到表演区，让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昆
虫进行表演！加深幼儿对昆虫的印象！

附儿歌：



什么虫天天忙采蜜？

什么虫爱穿花衣裙？

什么虫飞翔象飞机？

什么虫提只小灯笼？

蜜蜂天天忙采蜜。

蝴蝶爱穿花衣裙。

蜻蜓飞行象飞机。

萤火虫提只小灯笼。

中班语言问答歌教案活动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观察图片中尾巴的区别，进一步理解儿歌的内容。

2、根据问题与图片提供的线索，学习儿歌。

3、积极地与同伴进行问答。

4、让幼儿尝试叙述故事，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

5、通过阅读，理解故事情节。

活动准备：

图片一副

活动过程：



1、观察第一组动物图片（鸭子、公鸡、松鼠），激发幼儿的
兴趣。

老师：“你们看，谁来了？”

2、观察尾巴的特征，学习第一段儿歌。

（1）观察这三只动物尾巴的特征。老师指导语：“它们的尾
巴是什么样子的？”

（2）根据老师的提问完整回答。老师指导语：“什么尾巴扁？
什么尾巴弯？什么尾巴好像一把伞？”

（3）完整的'朗诵第一段儿歌。

3、迁移第一段经验，创编第二段儿歌。

（1）观察第二组动物图片（猴子、兔子、孔雀），了解尾巴
的特点，激发幼儿创编第儿歌的兴趣。

老师指导语：“它们的尾巴是什么样子的？”

（2）自由创编儿歌第二段。

（3）集体交流。

4、用多种形式完整朗诵问答式儿歌，感受问答式儿歌的特点
（问、答）老师指导语：“这首儿歌还可以怎么来读？”
（分组问、答等）5、拓展经验，激发进一步创编愿望。

老师指导语：“出了问小动物的尾巴，还可以问什么？”

附儿歌：

尾巴歌什么尾巴扁？什么尾巴弯？什么尾巴好像一把伞？



鸭子尾巴扁，公鸡尾巴弯，松鼠尾巴好像一把伞。

什么尾巴长？什么尾巴短？什么尾巴好像一把扇？

猴子尾巴长，兔子尾巴短，孔雀尾巴好像一把扇。

教学反思：

在本次活动中也存在着不足：孩子的语言表达不够成熟，缺
乏连贯性；孩子们安静倾听同伴发言的习惯仍需加强等等。
总之在以后的活动中我们会注意这些方面的引导与教育，争
取做得更好。

中班语言问答歌教案活动反思篇五

一、说说瓜果，经验回忆。

1、师：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说好吃的瓜果蔬菜。今天我们小朋
友还带来了自己喜欢吃的瓜果蔬菜，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吧!

2、幼儿介绍自己的瓜果蔬菜。

3、提出问题，揭示主题。

二、师生讨论，尝试创编。

1、师：什么是问答歌呢?(有问的有答的儿歌)

2、在编问答歌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问句中不能出现名字)

3、为蔬菜瓜果编问答歌可以怎么编呢?

4、老师小结。

5、幼儿尝试创编问答歌，老师指导。



三、交流问答，体验快乐。

1、请个别幼儿交流(形式多样：幼儿问，老师答;幼儿问，其
他幼儿答;请一对小朋友一问一答)

2、幼儿和客人老师互动(幼儿问，老师答)

【活动反思】

中班语言问答歌教案活动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学习儿歌，体会儿歌短小精练、词汇丰富的特点。

2、在理解儿歌内容的基础上，学习按照儿歌的重复结构结合
已有的经验续编儿歌的后半部分，并在集体面前大胆发言。

3、培养幼儿爱动脑筋的习惯，培养幼儿的想像力和创造能力。

4、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5、引导幼儿在儿歌中学习，感悟生活。

活动准备：

1、布置“圆圆”的家，里面有各种圆形的物体。

2、儿歌范文、投影仪、画纸、彩笔。

活动过程：

一、以玩游戏的形式，帮助幼儿积累丰富的经验。



1、邀请幼儿到“圆圆”家玩，让幼儿自由选择各种活动，体
会圆的特点和用途。

2、看有关圆形物体的图书和图片，和同伴玩球，玩车轮，玩
其他圆形玩具。

二、集体讲述，交流玩法和经验。

请小朋友说说，刚才玩了什么，它是什么样子的，怎样玩的？

“圆圆”家里有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有些什么特点？

三、欣赏儿歌，谈谈自己的体会。

1、教师：儿歌里说了几样圆的东西？他们是什么？圆的车轮
怎样动？

儿歌里用了哪些动词来形容它的动作？

我们还可以用什么动词形容车轮的动作。

2、通过提问帮助幼儿分析，理解儿歌里新运用的动词，进一
步认识儿歌的结构特点。

四、学习朗读儿歌，加深对儿歌的理解与记忆。

五、续编儿歌，扩展想像力，发展创造力。

1、请幼儿把所看、所想到的有关圆形的物体画出来。

教师：还有什么物体是圆的，儿歌没有提到的？

我们把它画下来，编成一首儿歌，看谁想得多，编得好！

2、请幼儿依据自己观察得来的经验和画好的作品尝试续编儿



歌的后半段。

鼓励幼儿用形象、生动、贴切的动词来描述这些图形的物体，
掌握儿歌的句式特点，要讲清楚：

圆的什么，它能怎样动起来。

老师可以利用一些小物体做仿编的示范。

3、结合幼儿的生活经验，大胆创编。

鼓励幼儿不把眼光局限在室内或“圆圆”的家，根据自己以
往的'经验大胆想像，

创编出与众不同的独特的诗句。

六、结束

让幼儿把自己续编的部分大声地在集体面前朗读出来，让每
个幼儿都有发言的机会。

老师把幼儿的朗读录下来，最后放出来让幼儿完整地欣赏一
遍，激发幼儿的兴趣和增强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