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语言换一换课件 幼儿园中班教案换
一换含反思(优质13篇)

作为下级，我们在请示时要抓住重点，准确、清晰地陈述问
题，并提出明确的请求或建议。请示前可以先进行自我思考
和探索，确定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和见解。小编精心为大家整
理了一些请示常见问题及解答，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班语言换一换课件篇一

在日常生活中，幼儿有与同伴交换玩具等物品的体验，所以
对作品所描述的故事情节并不陌生，似乎就是他们平时生活
的一个真实写照，所以，幼儿乐于接受，易于接受；同时作
品中交换的居然是动物间的叫声，这让大家耳目一新，充满
新奇感；更为重要的是小鸡在与动物交换叫声中所遇到的差
点给老猫吃掉的惊险经历，更让作品增添了无限的幽默与情
趣。所有这些，都对幼儿的眼球产生了强烈的磁场。使幼儿
始终对活动有着强烈的兴趣。

中班语言换一换课件篇二

社会性：中秋节

目的要求：

了解中秋节的有关习俗，激发幼儿爱长辈的情感。

准备：有关中秋节的图片、vcd等资料。

活动过程：

1、了解中秋节习俗及有关中秋节的民间故事。



2、播放电视节目《海峡同乐》中有关中秋节的录相带，让幼
儿懂得台湾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们和台湾小朋友都在欢
度中秋节。

3、引导幼儿做月亮圆缺的记录卡。

4、欣赏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

5、活动延伸：请家长和幼儿一起观察月亮的变化，并做好记
录。

中班语言换一换课件篇三

活动目标：

根据诗歌的句型结构仿编诗歌。

能简单复述诗歌内容，并进行角色表演。

借助图文并茂，以图为主的形式，培养孩子仔细阅读的习惯，
激发阅读兴趣。

活动准备：

大象、长颈鹿、孔雀、袋鼠等动物图片。

活动过程：

一、学习诗歌，了解诗歌的结构。

1、教师通过形体、语言等方式引出诗歌内容。

师：孩子们，你们猜一猜这是谁？

大象的什么地方最有趣？



你可以和它的鼻子玩什么游戏呢？

教师完整朗诵一遍诗歌。

2、幼儿学习朗诵诗歌，进一步熟悉诗歌的结构特点。

二、学习仿编诗歌。

1、想一想，大象的鼻子还能给我们当什么？

孩子们，我们用大象鼻子荡秋千仿编一首诗歌，好吗?

教师及时的给予鼓励及肯定。

2、出示孔雀图片

师：孔雀的什么地方最特别？样子像什么？能给我们当什么
玩？

3、引导幼儿尝试用孔雀仿编诗歌。

三、分组练习仿编诗歌。

1、出示长颈鹿、袋鼠等动物的图片引导幼儿说出其明显特征
部分。

2、引导幼儿分组练习仿编诗歌。

四、活动结束

幼儿朗诵自己仿编的'诗歌，做相应的动作，离开活动室。

活动反思：



中班语言换一换课件篇四

作为一名为他人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者，往往需要进行教案
编写工作，编写教案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教材的重点与难点，
进而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写才合适呢？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幼儿园中班教案《玩椅子》含反思，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1．能听信号迅速地完成凳上动作，提高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敏
性。

2．探索椅子的各种玩法，体验运动的快乐。

3．学会正确的从高处跳下的方法，探索匍匐前进的方法。

4．让幼儿初步具有不怕困难的意志品质，体验健康活动的乐
趣。

5．增强合作精神，提高竞争意识。

学会从高处跳下的正确方法。

探索匍匐前进的方法。

21把有靠背的小椅子、铃鼓一个、12个垫子。

一、导入

热身活动，幼儿听口令，完成一些椅子上的动作。

（坐在椅子上头部运动、上下肢运动等）

二、幼儿探索椅子的玩法



（一）一个人玩

1．幼儿自由探索一个人可以怎样玩。

2．请部分幼儿示范玩法，其余幼儿跟做。

3．学习从椅子上如何正确往下跳。幼儿重复练习几次，每次
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4．进行听口令游戏，让幼儿听口令绕椅子跑，然后迅速完成
老师发出的口令动作，再从椅子上跳下来。（蹲、站、单脚
站等）

5．逐渐增加椅子的高度，让幼儿挑战从更高处向下跳。

（二）多人玩

1．幼儿自由探索多个人玩椅子的方法。

2．幼儿尝试用椅子搭一个地洞。

3．幼儿探索用怎样的爬行方法能顺利爬过地洞。

4．请个别幼儿示范匍匐前进的方法，幼儿集体练习，游戏一
次。

三、结束部分

1．幼儿听口令做一些放松动作。

（甩甩小椅子、亲亲小椅子等）

2．幼儿抱着椅子回活动室为小椅子“洗澡”。

从选材上比较贴近幼儿生活。小椅子是幼儿在幼儿园每天都



要接触的物体，而且孩子们也特别喜欢玩椅子，他们玩椅子
的方法多种多样。所以，在活动中，选择这个器材是便于准
备，且孩子很熟悉的。

从活动目标的设定来说，比较适合中班孩子的年龄特点。目
标表述比较准确。在活动中也三个目标也都较好地得到了体
现。突出了活动的重点，突破了活动的难点。

从教学程序来看，脉络很清晰，孩子们对于活动的掌握从简
单到难，逐步增加活动难度，适合孩子的接受能力。整个活
动比较紧凑，环环相扣，过渡比较自然。

同时，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充分尊重孩子的想法，给孩子更
多自主的机会。

从我自身对本次活动的把握来说，教态是明朗快活的`，教师
在整个活动中并没有感觉很累，但是活动中孩子们却得到了
锻炼。

不足之处：

1、活动有创新的地方，但创新力度不够。没有让人眼前一亮
的感觉，活动特色不突出，在创新的新字上还要加强。

2、本次活动中，孩子们的运动量还需要加强，运动量不是很
足够。

3、教师在把握本次活动时，准备活动时间稍微过长，应该稍
微控制一下。

在教师的语言上，还需要精炼语言，少说与活动不相关的废
话，尽量做到每一句话都有实际的效果。

每次这样的活动，都是我们展示和学习的好机会，在这样的



活动中我们收获了很多。我们要将这些东西更好地运用到日
常活动中，提高教育教育的质量。

中班语言换一换课件篇五

1.感受诗歌中的有趣意境，激发幼儿对大自然多彩的颜色产
生浓厚兴趣。

2.通过猜测，发散幼儿的思维，提高幼儿的语言能力。

3.能用"___躲在x颜色里"的句式进行散文仿编。

4.喜欢并尝试创编故事结尾，并乐意和同伴一起学编。

5.让幼儿尝试叙述故事，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

二、活动准备

图片：太阳、颜色宝宝5种。自制动态ppt。

三、活动重点

有感情朗诵散文，能用"___躲在x颜色里"的句式进行散文仿
编。

四、活动难点

专心倾听散文，理解颜色对应关系。

五、活动过程

2.出示ppt提问：这是什么颜色?依次出示红黄兰绿白。

教师总结：黑夜用长长的手帕，把太阳的眼睛蒙了起来，趁



他还在数着：一、二、三、四······颜色们赶紧找个
自己喜欢的地方，静悄悄地躲起来。

3.幼儿大胆猜想教师：请小朋友们猜猜颜色们会躲到哪里去
呢?

红色躲在哪里?绿色躲在哪里?蓝色躲在哪里?黄色躲在哪里?
白色躲在哪里?

4.出示完整的ppt教师：黑夜把手帕解开，太阳睁开眼睛，开
始找颜色们。我们一起来找一找。

为什么绿色躲在草丛里?

师幼一起小结：绿色躲在草丛里，黄色躲在菊花里，红色躲
在枫叶里，蓝色躲在天空里，白色躲在云朵里。

颜色宝宝要躲在与自己颜色相近或一样的地方，才不容易被
太阳发现。

5.引导幼儿了解散文，感受散文的趣味性。

播放音乐，引导幼儿集中精力倾听散文，在脑海里想象散文
中颜色宝宝玩游戏时的快乐画面。

6.游戏：捉迷藏，鼓励幼儿参与活动在游戏中仿编散文。

游戏方法：每位几位幼儿选择一张自己喜欢的颜色卡片，来
扮演颜色宝宝，老师扮演太阳。播放动听音乐，小朋友悄悄
躲到教室的某个角落，音乐结束太阳照到小朋友时，小朋友
站起来大声说："x颜色躲在___里"。

六、活动延伸：



到户外与真正的太阳玩"捉迷藏"的游戏。

教学反思：

游戏是最适宜于促进幼儿主体性和个性化教育的形式，因此，
教师应积极地将理念转化为行为，注重在活动中观察、捕捉
幼儿的兴趣，把握时机及时引导，促使孩子们更深入进行游
戏，让孩子在健康游戏中得到更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