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天气预报工作报告 大班天气预报教案
(汇总7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
能写好一篇报告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报告范文，希望
大家能够喜欢!

天气预报工作报告 大班天气预报教案篇一

1. 认识各种气象符号，学会看简单的天气预报。

2. 激发幼儿探索天气奥秘的兴趣，萌发幼儿爱科学的情感。

多媒体课件，天气符号挂饰。

一、导入

你们觉得今天的天气怎么样？那明天呢？

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明天的天气呢？（引导幼儿说出天气预
报）

二、观看天气预报

1．让我们一起看看明天的天气预报。

观看ppt（嘉善）。

3．教师概括（地名、气象符号、温度各表示什么。）。

我们用数字来表示温度，前面的数字表示最低温度，后面的



数字表示最高温度。

气象符号是表示天气情况是怎样的。

嘉善是表示是嘉善这个地方的天气情况。

4．在刚才的天气预报中，我们还看到天气预报员用什么符号
表示晴天的吗？（教师出示太阳图片）我们把这种表示天气
的符号叫做气象符号。

5．师：除了刚才气象预报员预报的晴天，你们还知道哪些天
气呢？（雨、多云、晴、雪、阴）

6．认识常见的气象符号。

7．了解气象符号的含义。

提问：这个气象符号表示怎么样的天气呢？你从哪里看出来
的？

晴（太阳）

多云（有时候能看到太阳，有时候看不到）

阴（太阳被云挡住了，看不到太阳了）

雨天（雨点从云里落下来了）

雪（雪花）

8．学看天气预报。

师：现在，你们都认识气象符号了吗？让我们来看一些各地
区的天气预报。（播放ppt）



三、教师小结

天气在不停的变化，每个地方的天气都不一样。有了天气预
报，我们就能知道明天甚至是以后几天的天气，天气预报给
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捷。

四、游戏（找朋友）

1．师：现在，老师要请小朋友做一个和天气有关的游戏，叫做
“找朋友”。（这张图片上面是……那它应该找怎样的天气
朋友呢？）

2 . 幼儿游戏，找朋友。

天气预报工作报告 大班天气预报教案篇二

1．引导儿童了解一些生活中基本的天气情况，并能学写有关
汉字。

2．激发儿童关心周围事物的情感。

1．有关图片、水彩笔、剪刀、蜡笔、图书。

2．多媒体教学用具。

3．头饰、木偶。

(一)引发兴趣

用木偶引起儿童兴趣，并引出活动主题。

(二)分组活动

2．说——小动物天气预报员



3．读——图书《下雨的时候》

4．写——看图写字或看字画图

5．美工——制作天气预报角

6．字词联想——有关特殊天气的用具教师巡回观察儿童玩的
情况，重点指导“听”。要求儿童仔细地听小动物是怎样预
报天气的。

(三)分享交流

教师可根据本班儿童实际情况选择重点指导内容或随机进行
调整。

天气预报工作报告 大班天气预报教案篇三

吃完午饭，兔子班比想去集市上买草莓，可是，天气预报说，
下午有雨。

班比找出雨伞，往胳膊下一夹，刚要出门，见蓝蓝的天上一
丝云彩也没有，就自言自语地说：“这天怎么会下雨！”便
把雨伞放了回去。

班比提上篮子出了门，边走边想，要是真的下雨，可就要挨
淋了，还是把伞带上吧。于是，班比又掉头回家去拿伞。

班比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拿着伞，觉得伞有点碍事，便又把
伞送回了家。

班比说：“带伞多麻烦，要是真下起雨来，避一避就行
了。”

班比抬头看了看，可不，西风卷着一团团黑云，像海浪一样
向东翻滚。他觉得还是尼尔说得对，就又回过头来，向集市



奔去。

可是，集市上哪里还有草莓，天气预报有雨，卖草莓的都早
早收摊了。

班比扫兴极了，他刚要埋怨那些卖草莓的，“咔啦！”空中
一声炸雷，随即，豆般大的雨点儿就“噼里叭啦”地掉下来。
班比急了，把篮子往头上一扣，拔腿就往家跑，等到了家，
班比已成了“落汤鸡”。

请把小湖留下

川川家住的楼房前有一个小湖，每天放学后，川川喜欢在小
湖边的石桌上做作业。

后来，这儿要拆掉木板楼房，填平小湖，准备盖高楼了，川
川家成了拆迁户。

“谁来听小孩的话呀！”爸爸妈妈望着川川的认真劲，都笑
了。

但川川还是把信寄出了。

川川有点明白了，他跑过去，没头没脑地问：“你们不填湖
了吧？”

“真是太好了！”川川大喊着跑回家，他要告诉爸爸、妈妈，
大人也有听小孩话的时候。

天气预报工作报告 大班天气预报教案篇四

在小四的书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不能相信的就是
天气预报。当时我立刻把这句话看作经典。我不看天气预报，
我喜欢让明媚美好或*霾忧伤的天气突兀的出现在我面前，无



论是*天还是晴天，我都会心满意足的接受。

九月一日晴

20xx年的9月1日，我顶着头顶那个大大的被叫做太阳的火球
走进了我的初二。

呵呵，不经意间，时间就这么轰隆隆的过去了，头都不回。
好象今天早上，我还坐在小学的明亮教室快乐的念着鹅，鹅，
鹅。不过我是应该是个乐观的孩子，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
没有感到一丝的忧伤。心里安稳而踏实。

我的初二，即将到来的初二，或者说它已经无声无息的来了。
不知道它会是弥漫着淡淡的忧伤还是荡漾着暖暖的快乐。那
天坐在我的散发着油漆味道新教室里，我不停的这样胡思乱
想。虽然已经是九月了，可还是很热，空气中的味道燥热怪
异。坐在教室里时，有那么一瞬间我想逃出去。

班主任是个满脸痘痘的女人，梳的一丝不乱的头发，淡绿*的
无袖t恤，米黄*长裤没有一丝褶皱，棕*坡跟凉鞋，整整一天，
我没有见她笑过一次，整个一机器人。于是我认为我又很不
幸的遇上了一个“对头”。请原谅我用了这么恶毒的一个词，
尽管我从小就是老师眼里的好孩子。可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虚
伪，我从来没有像其他的优秀生那样从心里对老师顶礼膜拜，
虔诚无比。

天气预报工作报告 大班天气预报教案篇五

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语言不仅是幼儿学习的
对象，更是学习与生活的工具。《指南》中指出：教师要培
养幼儿正确的运用语言交往的能力，而3—6岁是幼儿语言获
得的敏感期，具有学习语言的巨大潜能，在这期间幼儿学习
语言的量和速度是惊人的。因此，在幼儿园的教育中，我们
必须给幼儿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其实，幼儿园的语言教育渗透于幼儿的一日生活中。进入大
班，孩子们继续着值日生工作。幼儿园值日生工作作为幼儿
教育的一项教育目标，有其独特的实施价值和意义。其
中“天气预报员”是孩子们很感兴趣的一项值日生工作。

大家好，我是xxx，今天由我为大家播报天气。今天的天气温
度19°c~23°c，白天：多云，夜间：多云。

实录一：

今天，幼儿a开始播报天气预报，还没说几句有些孩子注意力
开始分散了，在他们的带动下，很多孩子都坐不住了，窃窃
私语的有，转来转去的有。幼儿a生气地说道：“请大家仔细
听。”幼儿a的话语提醒了大家，所有人开始认真地听下去。
可是又没过多少时间，孩子们又开始躁动不安了。

分析和调整：

短短的几分钟的“天气预报”，孩子们的注意力分散了两次，
对于“天气预报员”的兴趣从中班的新鲜到一段时间后的按
部就班，到现在的无聊，不仅证明了幼儿注意力时间较短，
而且说明了这种天气预报播报形式的单一枯燥，已经不能引
起孩子们的兴趣，是时候变化一下形式了。

通过和孩子们的讨论“如何能够把值日生播报的天气预报变
得丰富有趣？”孩子b：“值日生播报完后可以提问。”孩
子c：“可以加入像电视里的晒衣指数、感冒指数，还有那个提
示。”孩子d：“我们可以自己设计记录表啊！”大家一致同意：
作为“天气预报”值日生的幼儿自己设计记录表，自己记录、
自己播报、播报后提问。

调整后：

今天自由活动，一群孩子围在一起，“我的记录表是这样子



的”，“我也设计好了，我都等不及想用了。”第二天轮到
幼儿b做天气预报值日生，他拿出自己设计的记录表向大家展
示，播报天气时所有幼儿都听得非常认真，播报完后幼儿b开
始提问，“今天最低温度、天气情况……”，大家踊跃举手。

实录二：

分析和调整：

社会教育对幼儿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其教育内容具有
鲜明的生活化、广泛化，这一特点使该领域的活动在组织是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也对执教教师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上述
实录体现了教育情境需要真实性。教师在社会活动中创设一
定的情境萌发幼儿的社会情感，保证情境具有一定“真实
性”。既然幼儿提出了这个要求，就说明他们的活动需
要“真实性”。而后我们也为他们提供了一台“电视机”，
同时还为他们准备了话筒、眼镜等装饰物。

调整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原先不愿表达表现的孩子们对
于各种活动都乐意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了，孩子们的语言
表达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说话语句完整了，而且还
能用上很多修饰词句，例如成语、排比句（有的……有的）
等。

实录三：

今天轮到幼儿e播报天气，她有模有样地站在“电视机”里，
拿着话筒，带着眼镜和领带，清晰地播报完天气。“好了，
天气播报完了，接着我给大家播报一条最新的新闻：昨天我
们小区发生一起摩托车盗窃事故……”一石激起千层浪，这
条新闻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大家讨论着、交流着，气
氛热烈非常。“我也有新闻，我也想播报……”“我也是，



我也要。”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想上“电视”。一幼儿大
喊：“别抢了，那我们就像电视台一样每天播完天气后播报
新闻吧！”大家一致同意。从那天起大家的兴趣又被提起了。

分析和调整：

兴趣的发展引起各方面的发展，“天气预报员”是一个为幼
儿提供语言表达的平台，同时也是建立在幼儿语言交流的基
础上，通过各种播报让孩子们在活动中提高自身的语言表达
能力。《幼儿纲要》指出：“语言能力是在运用的过程中发
展起来的，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说、
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满足
幼儿活动的需要，在各种活动中培养幼儿的语言发展。

调整后：

每天的“大2班电视台”开播时间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刻，无
论是谁做值日生，在完整播送好天气预报后，都是那么努力
地、完整地、好听地播报新闻，从地方新闻到中央新闻，从
国内新闻到国际新闻，从“偷鸡摸狗的罪犯”到“扶老人的
英雄”，从“世界和平”到“大小战争”，每条新闻后都不
忘加上自己的评论。孩子们的言语越来越完整，想法越来越
丰富，观点越来越独到。

收获：

天气预报的形式让幼儿充满自信在探究科学的同时发展幼儿
的语言，让幼儿学习用准确的词汇、流畅的语句进行表达，
也是我此次活动开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天气预报活动中，
我十分注意幼儿语言的发展，在这一活动中，幼儿语言表达
能力得到了提高，自信心也得到了增强。

班里的幼儿语言表达能力发展不平衡，有的敢说，却表达不
清；有的心里明白，却不敢表达——————为了给每个幼



儿提供表达的机会，我有意识地听取各个孩子的意见或建议
作为调整方向，并随着活动开展的深入，把活动的时间延长，
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表达表现。起初，积极
参加活动的幼儿都是敢说话的、能力强的。但在一段时间后，
能力相对弱些或不敢当众报告的幼儿有了表达的机会。渐渐
地，那些胆小的、表达能力弱的幼儿，在小组伙伴的支持下，
和老师、小朋友的鼓励下，也变得自信和大胆了。

从“天气预报员”到“新闻播报员”，从“只言片语”
到“侃侃而谈”，我班开展的天气预报活动，激发了幼儿观
察大自然、记录天气变化的兴趣，提高了幼儿口语表达能力，
使幼儿在玩中了解大自然，从而为他们关爱环境、关爱动植
物、关爱自己的生活奠定基础。

评审意见：作者围绕学习《指南》后，对幼儿语言发展特点、
语言教育目标与语言教育应渗透幼儿一日生活有了较为深刻
的认识。并以幼儿值日生工作的天气预报为例，阐述了她的
实践。通过三个实录案例，可看出“天气预报员”活动的步
步深入对幼儿语言发展的影响，也加深作者对《指南》指导
并调整自己教育行为作用的认识。

天气预报工作报告 大班天气预报教案篇六

2、询问学生最关心哪儿的天气，并说出为什么。

3、导入语设计：“老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家人，他们天天
都看天气预报，并且在看的时候还会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心
焦。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读读课文吧。”（板书课题：
《天气预报》）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自由读课文，边读边标出儿歌有几节组成？



2、互相读一读课文，纠正读错字的读音。

3、出示词语卡片检查认读情况。

4、指名汇报读书情况。

三、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1、范读课文。

2、指名朗读第一节。问：全家

天气预报工作报告 大班天气预报教案篇七

考试的心理活动过程可分为四个步骤：(1)审题，理解题目条
件和要求;(2)回忆和重现有关知识;(3)在知识和题目的要求
之间建立知识结构;(4)表达解题过程，呈现题目答案。

(1)认真揣摩题意，明确题目要求;

(2)对容易的题要仔细考虑是否有迷惑因素，防止麻痹轻敌;

(3)对难题、生题要冷静分析题目本身所提供的条件和要求之
间的关系，防止因心情紧张造成思维障碍。

审题时，一是不看错题目，客观准确地把握题意;

三是善于联系，在分析题目的基础上，将题目所涉及 到的各
个知识点都联系起来，挖掘出若干个潜在条件和知识之间的
内在联系。

做题时要先易后难，增强自信心，要先做基本题，即填空题、
判断题，再做中档题，最后做综合题;或者先做自己擅长的题，
最后再集中精力去做难题。要避免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思想



静不下来，心神不定，不知从哪个题目做起，误了时间;二是
在某一题上花过多的时间，影响做其他题目。要做到会多少
答多少，即使是没有把握也要敢于写。

最后认真检查，要检查试卷要求、检查答题思路、检查解题
步骤、检查答题结果，千万不要提前交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