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语言变色鸟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班语言变色鸟教案篇一

这个活动是由故事《五个孩子捡黄豆》来展开，使幼儿认识
小手的本领，喜欢自己的小手，明白五个手指配合才能够做
事情，进而了解小朋友之间要懂得合作。

在第一个环节中，我伸出手来和幼儿一起认识每一只手指的
名字，然后我请幼儿自己来说说哪个手指宝宝的本领最大，
幼儿根据自己的已有经验非常积极的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
紧接着，我便讲了《五个孩子捡黄豆》的故事，想要帮助幼
儿一起来明白五个手指配合在一起的时候本领最大这个道理。
可能是因为我故事讲得太长，当我故事讲完回过头来问小朋
友故事的'名字的时候，幼儿的反应不是很积极，我觉得应该
在讲故事之前让幼儿强化故事的名字，这样我在讲完故事问
题目的时候，效果会好一些。在第二个环节中，我拿出了一
碗黄豆，让幼儿自己亲自验证分别用不同的手指来捡黄豆，
看看哪一只手指最能干，从而得出手指之间只有合作了才能
够成功的做事情。接下来我出示了大手套一边表演故事一边
细细的把整个故事再讲了一遍，中间穿插了一些关于故事内
容的问题，使孩子们更加快的理解了故事的内容。最后我请
每一个幼儿自己来用手指宝宝合作抓黄豆，体验手指合作的
乐趣，认识到自己小手的本领很大并且喜欢自己的小手。

在最后在说一说大家在做什么事情时需要小伙伴一起合作才
能够完成，由于幼儿的生活经验不足，说不出来，要经过老
师的提醒，才能够回答出来。



小班语言变色鸟教案篇二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在幼儿的周围，大自然中，处处都
表现出生机勃勃，变化万千：红红的花、绿绿的草，枝头的
嫩芽、飞舞的蝴蝶和暖暖的阳光、柔柔的春风，到处充满春
天特有的景象。幼儿置身在春天的自然景物之中，真切地感
知春天来了，春天多么美！

在《春天来了》这个主题中，我努力创造条件，鼓励幼儿运
用自己的感官通过看、摸、闻、听等多种途径与春天互动，
让幼儿能初步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逐步地亲近和喜爱大自然，
并学习用多种途径表达、表现出自己对春天的情绪、情感、
感知和体验。

在开展的过程中，我开展了《下春雨了》这个内容，它是一
个诗歌内容，主要以动物在春雨中的不同的活动分为两段，
小鸭、小青蛙、小鱼儿生活在水里，喜欢雨水。通过动物形
象，形象地简单地描述让孩子们感受春雨所带来的快乐气氛。

在开展的过程中，考虑到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因此活动目
标设计为：1、通过欣赏诗歌，初步了解下春雨时，小动物不
同的活动，感受春雨带来的快乐气氛。2、学习用身体动作，
大胆地表现小动物和小朋友们的活动。3、让孩子初步了解植
物的生长也离不开春雨。重点：通过欣赏诗歌，初步了解下
春雨时，小动物不同的活动，感受春雨带来的快乐气氛。

在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主要分成三步：理解——欣赏——迁
移。一、根据动物不同的特点，了解它们在春雨中不同的表
现。这里教师主要采用活动式的教具，将诗歌的内容分解化
了，通过教师的提问和孩子的操作，以及教师用儿歌的语言
进行小结，带给孩子初步的感受。二、运用投影仪，让孩子
完整地欣赏儿歌，感受春雨带来的快乐气氛。这里我们结合
实际注重了对幼儿自我保护的教育。师：“你们喜欢春雨吗？



那你们到春雨中去玩的时候，该学哪些小动物？为什么？”
提醒幼儿要学会保护自己。三、讨论：让孩子初步了解植物
的生长也离不开春雨。教师可以现场将幼儿选择的图片用诗
歌的语言来表述。

我对这个活动设计的思考：1、活动内容的选择能结合现在的
主题活动与季节，有一定的适宜性。2、采用图示分解法能很
好地帮助幼儿理解诗歌内容，同时又注重给孩子完整的欣赏，
使之感受语言的丰富和优美。3、能借助动物的形象适时地对
孩子进行自我保护的教育以及互相帮助的情感引导。我还将
形象的语言、动作、表情把幼儿的思维纳入到诗歌丰富的内
涵中去，帮助幼儿把描述的口头语言逐步过渡到生动的书面
语言上，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成功。当然在活动的开展过程
中，还有很多不足。活动开始前的导入，我的目的是让幼儿
感知小雨点，我先让幼儿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播放雨声），
然后请他们来说，但很多小朋友都听不出是雨声，有的说是
大海发出的声音，有的说是哗啦啦的风声，还有的说厂里的
机器声，这真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根本就没考虑到孩子们
会这样回答，其实孩子们回答的都很有道理，但怎样把这些
声音引导到是下雨时发出的声音，由于我比较急促，所以没
能给孩子更多的时间来说，而是直接通过做了一个下雨的动
作，提醒孩子说出答案，教学机智显得不够灵活，这是一个
不足；另一个遗憾的环节是最后的创编部分，我设计了这样
一个问题：“小雨点，沙沙沙，它像个调皮的小娃娃，唱着
歌儿还会落到哪呢？”小朋友们纷纷高举小手，有的说会落
到草地上，有的说会落到树林中，还有的说会落到小动物的
身上，气氛十分活跃，这时我想，如果我事先能准备好几幅
图，可以是树林或者是草地的，然后将新编的诗句组成到新
的诗歌里来，最后再完整地读一读，那该多好呢！

反思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相信自己会在接下来的活动中逐步
改进，使自己有一个逐步的提升。由于活动为幼儿提供了充
足的时间和空间，幼儿有更多的尝试机会，来体验不同的学
习，相信我和孩子们会更积极的去完成每一个过程，因为这



个过程是相互学习的过程。

小班语言变色鸟教案篇三

小班语言活动《小树长大了》是一则排图讲述，它由四幅图
片组成的，它简单再现了小树成长的过程，画面的变化较为
显著，图片间的联系容易发现，很适合小班孩子观察讲述，
但在具体过程的实施中我也深有体会，现在我边讲环节边对
本次活动进行反思。

第一环节：激趣引疑我利用展台在大屏幕上展出一棵高高大
的苹果树，让幼儿说说这是什么？并引出高高的大树小时候
又是怎样的呢？自然进入第二个环节。

第二个环节：幼儿自己拿出小树长大的四幅小照片，自由观
察并按序排放。孩子们此时兴趣盎然，都能认真观察图片，
部分孩子能正确按序排放，并能简单说出理由。

第三个环节：我边放故事录音，边让幼儿看大屏幕，让幼儿
从视觉和听觉上进一步理解小树长大的`详细过程，紧接着我
让个别能力强的幼儿上台大胆讲一讲，小树长大的故事，但
此环节存在问题有：

1、台上的幼儿讲时台下的幼儿在玩自己的小图片，孩子注意
力已开始分散。

2、台上幼儿不敢在集体中大胆发言，这与小班幼儿交谈能力
比较差有直接原因，因此出现教师在台上极力启发讲故事的
幼儿，而台下幼儿不注意倾听。

《纲要》中明确指出，幼儿园的教育活动是教师以多种形式
有目的、有计划的引导幼儿生动、活泼、主动活动的教育过
程。而我在组织过程中一直让孩子手里拿着小图片，没有给



孩子说的机会，形式单一，孩子失去了兴趣，从而导致注意
力不集中，所以在以后的活动中应多给孩子提供说的机会，
鼓励孩子大胆说，使他们的语言在实际运用中获得发展。
《规程》指出幼儿园的活动应动静交替，所以在最后为了巩
固所学内容，我让孩子都变成一棵小种子来进行简单的表演
故事，一来达到动静交替，二来巩固了故事内容，幼儿兴趣
性高，自然结束本次活动。

小班语言变色鸟教案篇四

《甜甜的话》这个活动案例中，老师用夸张的语气和语调模
仿孩子平常说的不好听的话，导致幼儿争相模仿，以致整个
活动没有达到预设的目标，其主要原因在于：教者没有准确
把握好小班幼儿认知特点。小班幼儿年龄小，生活经验少，
做事缺乏理性思考，不会分辨对与错，只管自己喜欢不喜欢，
做事根据自己的需要、兴趣和习惯走。这些不好听的话惟妙
惟肖，不仅激起了幼儿模仿的冲动，同时有可能就是以自我
为中心的幼儿平时表现活脱脱的再现，一下子就引起他们的
共鸣，导致与教师的初衷背道而驰。

此案例给我的启示是：幼儿教育应该遵行正面教育的原则。
希望幼儿做一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情、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
而不是那样的方式去做的时候，要以积极的方式对幼儿提出
要求，直接告诉幼儿具体如何去做和做什么，而不是告诉他
不要如何做和做什么。就像浇铸水泥地一样，你必须事先告
诉孩子，水泥地未干，你不能到在上面玩，否则会留下脚印，
而不是先示范踩一个坑，再告诉他，你不可以踩。那时幼儿
的兴趣点早就被那个神奇的脚印所吸引，此时说再多其他的
话都都只能是吹耳旁风。

如果执教者改变策略后还有几个幼儿对说不好听的`话津津乐
道，我可以请配班老师不动声色地用摄像机将其行为录下来，
再录下另外一些幼儿说甜甜话的举动，然后故意创设这样一



个情境：刚才小朋友的表现啊被礼貌国国王看到了，他想请
礼貌的小朋友去文明国做客呢！你们说这两个小朋友谁能去
礼貌国做客呢？然后让所有小朋友观看录像，作出正确判断。
相信幼儿看到录像中的自己，肯定会被录像牢牢吸引，再加
上大家的评点，他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老师此时只要再创
设一下情境，让说难听话的孩子有个说甜甜话的机会，最后
也邀请他们到礼貌国做客，相信其他孩子都会从中受到启发，
并留下深刻印象。

如果执教者改变策略后还有几个幼儿对说不好听的话津津乐
道，那我就先照顾大多数幼儿，对这几个孩子，先听之任之，
在接下来的区域活动或一日生活的适当环节，特别关注这些
幼儿，针对每个孩子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相信经过一对一
的指导帮助，幼儿一定会以补上他们落下的这一课。

小班语言变色鸟教案篇五

新的学期开始，很多幼儿一时还不是很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他们昨天在家里还是一个众心捧月的宝贝，现在又要来幼儿
园生活了。可是我们都知道，每个幼儿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要想在短短的时间里让个性迥异的幼儿融入一体，确非易事。
他们会面临一系列的变化，需要学习独立做事，和陌生人交
往，集中注意听讲，安静地坐一段时间等。让我们营造-爱的
环境，帮助他们愉快地再次走进幼儿园，说声：“幼儿园真
好”，让幼儿园在幼儿心目中变得可亲可爱。

我所上的《幼儿园也是我的家》运用手偶讲诉一个简单的故
事，这个故事，比较简短，文字很简洁，中间有部分是重复
的，讲述的是一个名叫丁丁的小朋友非常喜欢幼儿园，而且
也说明幼儿园比家里好玩的地方。这个故事比较贴近幼儿的
生活，跟每个孩子心理想的是一样的。故事平实的语言中透
露着温馨，在讲述的时候，老师平和温柔的语言，很容易帮



助孩子理解故事内容。

在教学的过程中，孩子很喜欢我手中的手偶，始终是很安静
地倾听故事。我在教学的过程中，避免了个别提问。而是采
用让孩子反复倾听，多听多感受，再引导幼儿跟老师一起说
说故事中丁丁的话，从而理解故事，说说我们觉得幼儿园哪
里好。让孩子一起说，一方面让能力强的孩子能够比较完整
的'说出故事的情节以及自己感觉幼儿园的好地方，幼儿都笑
着告诉我：幼儿园也是我的家。

通过这个活动，我感觉不管是什么样的教学内容，不管采用
什么教学形式，关键是让孩子对你的教学感兴趣。有了兴趣，
孩子才会有需要。不要怕麻烦，不要怕重复，对孩子来说，
重复是最好的老师，尤其是小年龄的孩子。他们往往是在重
复的过程中把老师所教的东西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