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语言教学计划能力分析(优秀5
篇)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变化和不确定性。计划
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些变化和不确定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
适应环境和情况的变化。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
计划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计划范文，仅供参考，大
家一起来看看吧。

大班语言教学计划能力分析篇一

目标：

1．使幼儿能够连贯的、自然的讲述自己所见所想。

2．

鼓励幼儿遇到困难时沉着应对，积极动脑筋。

准备：

1．提前告诉幼儿要进行表演活动，引导幼儿制作和收集用来
化装的各种工具和材料。

2．场地准备，大森林背景图片一张、一条小河、一棵大树、
录音机、磁带。

3．主班教师扮演兔妈妈，配班两位教师扮演兔爷爷、兔奶奶。

过程：

1、教师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今天，我们要表演关于小兔子的故事，在表演之前，咱们
先化装，你们都准备了什么化装的材料？”幼儿介绍自己准
备的材料。

2、幼儿按照自己的想法，使用自己喜欢的材料进行化装。教
师及时发现幼儿独特的表现，并给予鼓励。引导幼儿之间互
相合作。

（由于在活动之前引导幼儿自己去收集各种化装的材料。所
以，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收集了丰富多样的材料，满足不
同层次幼儿的需要。孩子们有的用纸板做了头饰，有的用棉
花做了尾巴；用口红画胡子……丰富多样的材料，给幼儿留
下了充分想象的余地，使幼儿体验到创造的乐趣。）

3、伴随节奏鲜明的音乐，兔子妈妈（老师扮演）和小兔子
（幼儿扮演）连蹦带跳的来到美丽的大森林。

（1）第一个情景：什么样的大森林？

兔妈妈鼓励兔宝宝用完整的语言描述大森林的景色。对兔宝
宝的独特发现给予鼓励。

（2）第二个情景：怎样过河？

突然，听到“哗哗”的声响，启发兔宝宝猜测：“这是什么
声音？”

（引导兔宝宝发现森林中有一条小河。）

兔妈妈：“我们怎样才能过河？”

兔宝宝：“我们去找一条小船，坐船过河！”

兔宝宝：“我们请小乌龟帮帮忙，坐在它的背上过去！”



兔宝宝：“我可以跳过去！”“我也能一下子跳过
去！”“我也能！”

（大多数男孩子对“直接跳”的方法很感兴趣，跃跃欲试。
有几个体质较弱的幼儿对这个方法没有响应。）

兔妈妈：“我的.兔宝宝可真勇敢，相信自己有能力直接跳过
去，那你们可以尝试一下。不过，妈妈年纪大了，腿脚不太
灵便，我跳不过去，怎么办呀？”

兔宝宝：“咱们可以搭一个小桥，请妈妈从小桥上走，很安
全。”

兔妈妈：“你们想出的办法都很好，现在你可以根据自己的
能力来选择过河的方法。”

兔宝宝安全过河之后，兔妈妈对兔宝宝多种多样的过河方法
给予肯定，表扬过河当中互相谦让、互相帮助的兔宝宝。

（肯定孩子想出的不同的过河方法，并引导他们根据自己的
实际能力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过河。充分尊重孩子的个体差
异。）

（3）第三个情景：怎样战胜大灰狼？

突然，森林中响起了“嗷——”的声音，一条大灰狼（教师
扮演）出现在不远处。（幼儿惊慌失措的躲在老师的身后。）
兔妈妈引导兔宝宝镇静、有序的躲藏在安全的地方。（引导
他们轻声讨论安全回家的办法。）

兔妈妈：“大灰狼挡住了咱们回家的路，怎么办？”

幼儿：“我们用刀把大灰狼扎死！”“还可以向警察叔叔借
用用，用枪把大灰狼打死”。



幼儿：“咱们就躲在这儿，等大灰狼走了咱们在走！”

幼儿：“咱们向远处扔一块儿肉，将大灰狼的注意力转移的
别处，咱们趁机快点走。”

兔宝宝：“咱们等大灰狼睡着，咱们轻轻的走过去。”

兔妈妈：“这些方法很好，既保护了动物，咱们又可以安全
回家，你们觉得哪一个办法最合适？”兔妈妈引导兔宝宝从
众多的方法中选择出最为适宜的一个。并按照这个办法实行
安全回家。

（教师为幼儿创设了一个游戏化的环境，带领着幼儿一起进
行情景化的表演，在表演过程中预设的三个难点：“这是什
么样的大森林？怎样过河？遇到大灰狼怎么办？”通过这三
个开放性的问题来激发幼儿的思维，使每个孩子想说、敢说
而且都有的说。）

4、讲述森林历险故事。

兔妈妈和兔宝宝们顺利回到家里。兔妈妈鼓励兔宝宝，将自
己在大森林中的经历，用连贯的、清楚的语言讲给兔爷爷、
兔奶奶听。兔妈妈、兔爷爷、兔奶奶在倾听的过程中根据兔
宝宝的个体差异点，进行分层指导，使每个兔宝宝的表达的
潜力有所挖掘、有所提高。

（孩子们在大森林中的奇遇使得他们每个人都兴奋不已，有
一肚子的话想倾诉，想表达。引导幼儿将自己遇险故事讲给
兔爷爷、兔奶奶听，使他们有了表达的对象，提高了表达的
兴趣和欲望。同时，三位老师密切配合，分工合作，使每个
幼儿都能得到老师的关注和指导。）

5、结束



教师小结，鼓励幼儿无论今后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时，都不
要着急、不要慌张，开动脑筋积极想办法解决。

大班语言教学计划能力分析篇二

目标：

1.在日常生活中坚持说普通话，注意发音和声调的正确，并
能用普通话大胆、清楚地表达日常生活的事情及自己的要求。
2.幼儿能用普通话形象、生动、大胆地讲述1-2个故事。3.幼
儿会手口一致地指读《快乐字宝宝》的课文。4.幼儿能脱离
书本认读《快乐字宝宝》里的生字。5.幼儿能正确地认读23
个声母。6.能用简单的字组词，造句。

7.能根据图片的内容用完整的一段话说出来。 8.教学计划：
第一周、第二周：

1.安定幼儿情绪，进行常规教育。 2.3.学习课文《我上幼儿
园》 4.认字：

三、幼儿园、上。 第三周：

1.学习课文：《幼儿园里真快乐》 2.认字：

一、二、快乐、多。 第四周：

1.学习课文：《扣纽扣》《大家来唱歌》 2.认字：我、手，
公鸡、小狗。第五周：国庆节放假 第六周：

1.学习课文： 《认汽车》 2.认字：水、头。3.复习主题一
的课文、生字。第七周：

1.学习课文：《十月一》《吃饭》《熊猫上学》 2.认字：生
日、月，小勺、小碗，老师、耳。第八周：



1.学习课文：《学唱歌》《画画》《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2.
认字：蚊子、知了，爸爸、妈妈，大门口、头。3.复习主题
二的课文、生字。第九周：

1.学习课文：《太阳》《秋天》《冬公公》 2.认字：太阳、
下，树叶、风，眉毛、天。3.讲故事（教师自找内容）第十
周：

1.学习课文：《雪人真可爱》《远山》 2.认字：雪人、长、
小嘴巴。3.复习主题三的课文、生字。第十一周： 1.学习课
文：《小牙刷》《悄悄话》《宝宝走路最像样》 2.认字：牙
刷、手，闹钟、弟弟，鸭子、宝宝。第十二周：

1.学习课文：《不能闯红灯》《午睡》《来了几只小动物》
2.认字：小白兔、虫，午睡、衣，脚、走。3.复习主题四的
课文、生字。第十三周：

1.学习课文：《数星星》《吹泡泡》

2.认字：星星、四、五，泡泡、轻、重、飞。 第十四周：

1.学习课文：《鞋子和车子》《过年》《相反词》 2.认字：
鞋子、车子，新年、红、鱼，客人、家、坐。第十五周：

1.复习主题

五、主题四的课文和生字。 2.复习故事。第十六周：

1.复习主题

三、主题二的课文和生字。 2.复习故事。第十七周：

1.复习主题一的课文和生字。 2.复习所学的生字。3.复习故
事。第十八周、第十九周、第二十周：总复习。



大班语言教学计划能力分析篇三

幼儿时期是个性开始萌发的时期，也是形成对人、对己、对
事正确的认知、情感、态度、行为的重要时期，良好的语言
教育，不仅能帮助幼儿作好入学前活动准备，而且能使幼儿
终身受益。通过上学期语言课程的学习，基本情况分析是：
培养和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为幼儿提供在集体面前讲述的
机会，进一步提高幼儿“想说、敢说”勇气。同时，注意引
导其他幼儿认真倾听，不随便打断别人的讲述。

二、教学目标

1、能有礼貌、专注地倾听别人说话。

2、能主动用普通话与他人交谈，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自然、
大方。

3、学会观察，能讲述事件的完整的过程。

4、乐意欣赏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在文学活动中
积累文学语言，并尝试在适当场合中运用。

5、能看懂图片和图片，并想象画面以外的情节与活动，喜欢
创编活动。

6、能理解一段话或一篇作品的情感及简单的`寓意。

7、爱护图书，学会正确的书写方法。

8、知道图书画面与文字的对应关系，开始有兴趣阅读图书中
简单文字。

三、教材分析



1、大班语言教材主要是有仿编、续编和扩编的趣味故事、诗
歌和图画，要让幼儿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丰富的想象，创
造性地运用语言，大胆而清楚表达自己的预期目标，可以使
幼儿的想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很好的发展。

2、幼儿进入学习倾听、理解和使用规范性语音表达时期。学
习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在讲述活动中，让幼儿学生怎样地在
集体面前大胆而清楚地叙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在阅读活动
中，让幼儿尝试感受书面语言。

3、通过活动延伸和活动建议来丰富幼儿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交
往，让幼儿有更多机会真实而丰富的语言情境与各种各样的
人交往，以操练和扩展自己的语言经验。

四、教学重难点

1、对幼儿讲话时，注意结合情境使用丰富的语言。

2、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语言行为习惯。

3、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培养阅读习惯。

4、在阅读中发展幼儿的想象和创造能力。

5、引导幼儿感受文学作品的美。

五、教学内容与要求

1、引导幼儿专注地倾听他人说话，能辨别声调、语调的不同。

2、让幼儿在支持，信任的环境中，积极、自信、自如地进行
交谈。对有语言障碍的幼儿给予特别的关注和指导。

3、鼓励幼儿用语言与他人交往，乐于当众讲话，说话时自然、
大方。



4、引导幼儿用流畅的语言讲述实物、图片和情境的中心内容，
用词语造句准确、优美。

5、引导幼儿充分体验作品所表达的情感，产生与作品相一致
的情感体验。

6、在看懂图片和图片的基础上，激发幼儿想象画面以外的情
节与活动，鼓励幼儿进行创编。

7、教育幼儿爱护图书，指导幼儿学习修补图书。

8、在日常生活和游戏活动中引导认读常见的简单汉子。

9、帮助幼儿掌握正确的握笔方法和书写姿势，正确书写自己
的姓名。

六、具体措施

1、多给幼儿提供倾听和交谈的机会。

2、引导幼儿学会认真倾听。

3、为幼儿创造说话的机会并体验语言交往的乐趣。

4、成人注意语言文明，为幼儿做出表率，

5、经常和幼儿一起阅读，引导他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理解图
书的内容。

6、在绘画和游戏中做必要的书写准备。

大班语言教学计划能力分析篇四

通过上学期语言课程的学习，基本情况分析是：培养和发展
幼儿的语言能力，为幼儿提供在集体面前讲述的机会，进一



步提高幼儿“想说、敢说”勇气。同时，注意引导其他幼儿
认真倾听，不随便打断别人的讲述。

1、在拼音教学方面：学会复韵母，前、后鼻韵母，会读、会
正确书写。

2、引导学生“乐意与人交谈，讲话要有礼貌。会用礼貌用语。

3、注意倾听对方讲话。

4、能理解日常用语的意思。

5、能清楚地说出自己想说的事情。

6、喜欢听故事、看图书。

7、能听懂和会说普通话。

8、对学生的语言能力进行综合性开发。

1、学前班语言教材主要是有仿编、续编和扩编的趣味故事、
诗歌和图画，要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丰富的想象，
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大胆而清楚表达自己的预期目标，可以
使幼儿的想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很好的发展。

2、幼儿进入学习倾听、理解和使用规范性语音表达时期。学
习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在讲述活动中，让幼儿学生怎样地在
集体面前大胆而清楚地叙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在阅读活动
中，让幼儿尝试感受书面语言。

3、通过活动延伸和活动建议来丰富幼儿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交
往，让幼儿有更多机会真实而丰富的语言情境与各种各样的
人交往，以操练和扩展自己的语言经验。

幼儿时期是个性开始萌发的时期，也是形成对人、对己、对



事正确的认知、情感、态度、行为的重要时期，良好的语言
教育，不仅能帮助幼儿作好入学前活动准备，而且能使幼儿
终身受益。

幼儿的学习活动经常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因而也多是零
散的，在学习的方法上，儿童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将
儿童的学习活动转达化为有意识的过程，并不断地丰富儿童
学习的方法，才能提高儿童学习的效果，有效地促进学生的
身心全面发展。

语言活动有谈话活动：我的压岁钱、树是我们的朋友等听说
游戏：都在变、学造句等；文学活动：礼物、春天来了、我
的手、白雪公主等讲述活动：取风筝、小猴的出租车等；汉
语拼音：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生字积累：节日里、认识
自己等。

大班语言教学计划能力分析篇五

幼儿大班共有幼儿51人，其中男孩30人，女孩21人，年龄都
在3——5岁之间，他们大都来自本校的几个校辖村，他们在
语言各方面上有一定的基础，能用简短的话与他人交谈，在
与人交谈中能注意倾听他人的意见，还有着说的好习惯；只
是由于家住农村，刚刚入园，大多数幼儿没有说普通话的.习
惯，少数幼儿不会说普通话。

1、学会说普通话，且能用适当的语言与他人交谈。

2、能集中精力注意地、耐心地听他人讲话。

3、能在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且语句要连贯。

4、会正确地书写自己的名字和认识同伴的名字。

5、会独立阅读图书并养成正确的阅读习惯。



重点：

1、建立良好语言常规，帮助幼儿认识语言的多样性。

2、幼儿能大胆地运用普通话与他人交谈，且语句通顺、流畅。

3、利用图书、绘画和其他多种方式，引发幼儿对书籍、阅读
和书写的兴趣，培养前阅读的前书写技能。

难点：

1、使本班幼儿在语言各方面的距离拉近。

2、让每一位幼儿在一日生活中都能运用普通话与他人交谈。

3、克服心理的障碍，在众人面前大胆的表现自我。

1、创造自由、宽松的语言环境，吸引幼儿与幼儿之间用普通
话自由轻松地交流自己的想法。

2、以游戏的口吻、游戏的形式组织幼儿的语言教学，使幼儿
有兴趣的参与语言教学活动。

3、根据每个幼儿的需要，给予他们不同的帮助，且在一日生
活中多用普通话与他人交谈。

4、利用家长会等形式告知家长鼓励幼儿说普通话，做好家园
共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