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冬天堆雪人语言活动教案反思 小班
冬天语言活动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写教案
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冬天堆雪人语言活动教案反思篇一

1、知道自己年龄还小，正在不断长。

2、通过了解周围比自己的幼儿、在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感受到他们很能干。

3、有渴望长的愿望。

组织一次带小的联艺活动;平时带幼儿观看班小朋友做操、上
课、吃饭等活动;了解爸爸妈妈的工作;班幼儿的图画、手工
作品。

(1)教师：哥哥姐姐是怎样做操的?怎样上课的?

(2)教师：哥哥姐姐还有哪些本领?他们能干吗?

(3)教师：为什么会有这么的本领?

(1)教师：你们知道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2)教师：他们是怎样工作的?

(3)教师：他们还有哪些本领?



(4)教师：他们能干吗?为什么?

(1)教师：你现在几岁了?你会做哪些事?

(2)教师：你还想学会哪些本领?怎样才能做到呢?

冬天堆雪人语言活动教案反思篇二

教师出示分别代表两个季节的花卉图片，请小朋友说说：它
们分别在什么季节开花。

2、教师提问，引导幼儿探讨冬天和夏天的特点

(1)你认为冬天是什么样子的?夏天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2)你认为冬天或者夏天有什么好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好的?

3、引入论题，分组讨论

教师提出问题：你喜欢冬天还是喜欢夏天?为什么?将幼儿按
观点的不同分成两个组，各组幼儿自由交流观点及理由。

4、讲解规则，展开辩论

辩论规则：

(1)两组幼儿轮流发言。

(2)一次理由充足的发言可以为本队赢得一朵小花。

(3)一方发言之后，另一方可以反驳，理由充足的，同样可以
赢得小花。

幼儿辩论中，教师注意及时引导幼儿交代清楚自己的观点和
理由，语言表达要完整、流畅。



5、教师简单小结辩论情况，最后欣赏散文《夏天》、《小雪
花》。

冬天堆雪人语言活动教案反思篇三

在本主题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幼儿在关注冬季自然现象变化
时，发现冬天的太阳光没有夏季的温暖和明亮。如果给冬天
的太阳宝宝穿上一件新衣，也许会引发幼儿种种联想。这个
创意既能让幼儿积累初步的装饰画经验，又能学习合理布局
画面内容和大胆选色、涂色，从中体验愉快的情感。

1．尝试用点、短线和简单的几何图形表现太阳的光芒，能大
胆用色、均匀涂色。

2．给太阳宝宝穿上新衣，体验快乐的情感。

绘有七彩太阳的幻灯片；《种太阳》音乐和动画；背景范例
图、勾线笔和蜡笔。

一、猜一猜——今天谁来了

（用猜谜方式导入，有利集中幼儿注意力，调动幼儿的绘画
兴趣。）

谜语：圆圆的脸蛋胖嘟嘟，又发光来又发热，天一亮，就上
班，从东到西忙不停！（谜底：太阳）

二、听一听——欣赏故事

（运用故事激发幼儿想象，愿意帮助太阳宝宝设计新衣
服——太阳的光芒。）

1．（教师出示图片）“今天我们请来了太阳宝宝，可今天的
太阳宝宝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没有光芒）



2．（教师讲述）“冬天到了，天气很冷，太阳宝宝身上的光
芒没有夏天温暖了，它要到地球上去寻找新的衣服，发出更
暖和的光芒，给冬天的人们带来更多的温暖。”

3．（教师提出绘画要求：可以用各种图形来给太阳宝宝画一
件新衣服。）

a．房顶——三角形。三角形一个挨着一个围着太阳宝宝转一
圈，太阳宝宝就有了一件美丽的新衣服。大三角形里可以添
画中三角、小三角。

b．小花——半圆形。

c．刺猬——线条长短及排序。

d．小朋友——曲线。

4．（教师提问）“你还能为太阳宝宝画出怎样的新衣服，让
它变出什么样的.光芒？”

（教师小结）太阳宝宝在地球上遇到许多不同的图形，点、
线和简单的几何图形都可以成为太阳宝宝的新衣服，来表现
太阳的光芒。

三、看一看——太阳绚丽的光芒

（师幼共同欣赏幻灯片，让幼儿感受太阳色彩的丰富，提高
幼儿的审美情趣。）

（教师小结）太阳的光芒在不同角度会出现不一样的色彩；
太阳光由七种颜色组成。

四、画一画——给太阳宝宝穿新衣



1．鼓励幼儿大胆表现，要与别人画得不一样。

2．提醒幼儿选择鲜艳的色彩装饰太阳宝宝。

3．帮助能力较弱的幼儿。

（教师小结）太阳的光芒有温柔的也有强烈的，我们可以像
给太阳涂“面霜”一样轻轻地涂色。

五、讲一讲——交流与分享

1．你给太阳宝宝穿了一件什么样的新衣？

2．穿了新衣服的太阳宝宝来到地球，会怎样帮助地球上的人
们？

（教师可即兴将幼儿的交流编成一个新的故事。）

（教师小结）太阳宝宝帮助别人感到很幸福和快乐，我们也
要做一个有爱心的宝宝。

冬天堆雪人语言活动教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感知溶解现象。

2、把发现用语言表达出来。

3、通过活动发展思维，激发求知欲。

4、培养幼儿动手操作能力，在活动中大胆创造并分享与同伴
合作成功的体验。

5、对溶解有浓厚的兴趣，热爱生活乐于探索。



活动准备：

1、每人一个杯子，一根搅拌器。

2、白糖、盐、奶粉、果珍、味精、肥皂片、水果（苹果片、
橘子瓣等）、大豆、红豆、绿豆、小石子，沙子等。

活动过程：

一、引起幼儿观察与学习的兴趣

1、出示一杯清水，白糖，观察白糖放进水里的变化？

2、又拿出一杯清水，小石子，小石子放进水里的变化？

什么东西放进水里能溶化？

二、任选一种材料幼儿实验

1、让幼儿知道实验材料的名称。

盐、奶粉、果珍、味精、肥皂片、水果片、红豆、绿豆、大
豆、小石子、沙子等。

2、选一种材料放进水里，观察结果。

3、知道有的.东西放进水里看不见，溶化了，有的东西不溶
化能看得见。

三、教师提问

说一说你把什么东西放在水里了？怎么样了？把自己的发现
告诉老师和小朋友。

活动延伸：



在日常生活中观察物质溶解于水的现象。

活动反思：

科学活动要选择贴近幼儿生活，又能激发幼儿的兴趣，具有
生活性和游戏性的内容。整个活动的步骤比较清晰，操作性
和探索性很强，操作过程中，初步感知溶解现象，进而发展
发展幼儿的思维和语言，激发求知欲。在整个活动进行中，
幼儿自己发现有些能溶解，有些不能溶解的现象，激发他们
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不足之处：

每位幼儿一个杯子，只能做一次实验，减少了幼儿的操作次
数，局限了幼儿的思维发展。

冬天堆雪人语言活动教案反思篇五

编写教案有利于教师弄通教材内容，准确把握教材的重点与
难点，进而选择科学、恰当的教学方法，有利于教师科学、
合理地支配 课堂时间，更好地 组织教学活动，提高教学质
量，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下面是应届毕业生小编为大家搜
索整理的大班语言活动教案《小小辩论会—夏天好还是冬天
好》，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一次语言活动中，谈到人与机器人的不同，激起了孩子们
对机器人的探究兴趣。因为，奥特曼在孩子们中间几乎是尽
人皆知的人物，有的幼儿说"机器人比人还厉害了"，这句话
引起了部分幼儿的反对，他们则认为"是人制造的机器人，人
的本领是最大的"，看着孩子们针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我提
议："我们的意见有了分歧，根据各自观点的不同，分开坐成
两组。"由此，展开了一系列辩论活动，"夏天与冬天"就是其



中的系列主题活动之一。

1、根据孩子的兴趣、经验，选择活动主题内容

2、根据幼儿的能力和年龄特点确定活动内容

3、根据教育目标确定活动内容,对这一主题活动的价值判断
与分析

(1)从年龄特点来说，辩论会这一形式富有挑战，符合大班幼
儿的学习特点。

(2)从语言方面来说，为孩子提供了共同商讨，大胆表达的条
件。

(3)从幼儿自主探索方面来说，幼儿用图画、文字、图示等形
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能引导每一个幼儿自主探索，主动学习。

(4)从主题的设定来说，照顾到全体幼儿都参与到活动中来，
能够利用各种资源，达到师生共同学习。本次活动是多次辩
论会的继续，目的是帮助幼儿提升对夏天与冬天关系的进一
步了解。

1、注意倾听他人讲话，及时捕捉有关信息，根据对方的讲话
内容进行辩论、提问。

2、能初步分析事物的因果关系，尝试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和看
待问题。

3、大胆连贯地表达自己对某一问题的想法和认识。

1、充分利用各种教研资源做好辩论的准备：冬、夏天的图片，
互动墙片断。



2、利用多种形式帮助幼儿归纳、整理知识经验：个人资料本。

(1)组织幼儿观察冬天：观察植物的变化及人们的穿着;每天
观察记录冬天温度的变化; 去动物园观察动物等活动。

(3)创编多种游戏活动，让幼儿在感知冬天的基础上比较冬天
与夏天的不同。

3、教师的准备工作：邀请外班老师和家长作为亲友团参与辩
论活动。

1、开始部分组织幼儿玩举牌游戏，教师以主持人的身份提出
几个问题，让幼儿判断对错，并充分说出理由。

2、根据幼儿的意愿分成两组进行辩论。

(1)首先，幼儿讨论辩论的规则。

(2)然后，以猜拳游戏的形式决定哪组先发言。

(3)其次，每一位幼儿先说一说自己认为冬天好还是夏天好的
理由。

(4)再次，和外援老师一起讨论、运用资料本选择能证明自己
观点的资料。

(5)最后，幼儿展开自由辩论。

3、辩论结束后，幼儿把手中的小粘贴送给自己心目中此次表
现最佳的小辩手。

4、教师以主持人的身份进行讲评。

1、把幼儿整理的资料本放到活动区中，大家分享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