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语言活动方案及流程(优秀6
篇)

为有力保证事情或工作开展的水平质量，预先制定方案是必
不可少的，方案是有很强可操作性的书面计划。通过制定方
案，我们可以有计划地推进工作，逐步实现目标，提高工作
效率和质量。以下就是小编给大家讲解介绍的相关方案了，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班语言活动方案及流程篇一

2、引导幼儿能够尝试用简单的动作表演儿歌。

3、培养幼儿愿意学习儿歌的情感。

挂图 5张 （图片是小白兔拔萝卜、洗萝卜、切萝卜、炒萝卜、
吃萝卜） 乐器响板若干

1、教师用手偶和小朋友打招呼

提问：1)“小白兔最喜欢吃什么呀？”

2 ) “老师带来了小白兔在家里的几张照片和小朋友一起来
看一看”

2、引出图片，介绍图片让幼儿自己理解图片讲解图片内容，
因为图片是从拔萝卜一直到吃萝卜的过程，是一个比较完整
的过程，给孩子一个完整性，便于幼儿理解。

3、在幼儿理解图片的基础上，请幼儿自己根据图片同动作表
演加深幼儿对内容的记忆

4、学习儿歌，因为儿歌比较简单上口便于记忆



5、在幼儿对儿歌熟悉之后我们可以利用响板边打节奏便朗诵
儿歌，这样可以引起孩子朗诵儿歌的兴趣，对孩子节奏感是
一种训练，加强孩子的节奏感。

6、请幼儿进行表演，

7、结束 评价

小班语言活动方案及流程篇二

1．理解故事的内容，知道冬天多运动就不怕冷。

2．理解词：汗渍渍、自言自语。

1．故事磁带、录音机。

提问：冬天的`北风吹在身上，有什么感觉?你们怕冷吗?

提问：故事里有谁?天气怎么样?小白兔躲在被窝里干什么?

欣赏故事录音。

提问：小兔子为什么躲在被窝里不肯起来?

妈妈说姥姥有一件什么衣服要送给小白兔?

姥姥有没有给小白兔一件不怕冷的大衣?

理解词：汗渍渍、自言自语。

不怕冷的大衣是什么。

你有没有不怕冷的大衣。

鼓励幼儿坚持运动，通过体育活动进一步体验什么是不怕冷



的大衣。

1．能理解故事中不怕冷的大衣是什么。

2．愿意通过体育活动也“穿上”不怕冷的大衣。

小班语言活动方案及流程篇三

1、从儿歌中感受秋风，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秋叶的认识。

2、能用自然的`声音有感情的朗诵儿歌。

1、课件―秋叶

2、幼儿用绘画纸，蜡笔。

1、出示一幅秋叶图

启发幼儿回忆已有的秋的生活经验。

2、欣赏儿歌―秋叶

提问：儿歌里说了什么？

（提示幼儿试着用儿歌里的话说）

3、全班幼儿跟随老师念儿歌，

教师可利用肢体动作，帮助幼儿熟记儿歌。

兼顾全体幼儿基本会朗诵。

4、让幼儿戴上头饰，扮演秋风，随配乐朗诵《秋叶》，

师幼共同表演，动作根据儿歌自编。



小班语言活动方案及流程篇四

1. 知道在同伴有困难时，主动关心同伴。

2. 会说故事中的.对话，学习词语：淋湿、顶着、蹦蹦跳跳。

1. 观察过荷叶。

2. 《幼儿画册》（第二册p19），配套挂图，配套磁带或cd。

1. 欣赏故事。

出示图片，老师讲述一遍故事后提问：

（1）故事的名字叫什么？

（2）故事里有谁？

2. 理解故事情节。

第二遍讲述故事后提问：

（1）故事里讲了什么事？

（2）小兔、小猫、小鸡说了什么话？

结合故事情节，练习词语：淋湿、顶着、蹦蹦跳跳等。

3. 完整地欣赏故事。

讨论：你喜欢故事中的谁，为什么？

下雨的时候

小白兔在草地上蹦蹦跳跳，一会儿看看花，一会儿采采蘑菇，



玩得真高兴。

忽然，下起雨来了，小白兔急忙摘了一片大荷叶，顶在头上，
当做伞，这下可好了，淋不到雨了。小白兔走呀走，看到前
面走来一只小鸡，小鸡被雨淋得“叽叽”直叫。小白兔连忙
说：“小鸡，小鸡，快到荷叶伞下躲躲雨吧!”小鸡说：“谢
谢你，小白兔。”说着，就钻到叶子底下。

小白兔和小鸡一起顶着大荷叶往前走，又看到一只小猫给雨
淋得“喵喵”直叫。小白兔和小鸡一起说：“小猫，小猫，
快到荷叶伞下躲躲雨吧!”小猫说：“谢谢你们!”说着，就
走到叶子底下。

大荷叶下，三个小动物紧紧地靠在一起，一点雨也淋不到。

不一会儿，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小白兔、小鸡和小猫三个
好朋友一起做游戏，玩得真高兴。

小班语言活动方案及流程篇五

1、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

2、能积极地用动作和声音模仿小动物间的对话。

3、感受拥有朋友的快乐情感。

4、大胆地参与讨论，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想法，发展求
异思维。

5、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1、森林背景图和一张裁成四份的故事背景图。

2、、五张图片：大狮子、月牙形的嘴巴、乌龟、小猴子、一



双大皮鞋。

3、、音乐（完整讲故事时运用）

一、导入故事，激发兴趣。

1、出示森林背景图。

师：孩子们，看，这是什么地方？

幼：森林。

小结：这里可是比树林里的树还要多哦。有很多很多树的地
方叫森林。

2、出示图片狮子，感受狮子的大皮鞋。

师：那森林里住着谁呢？他来了。这是一只怎样的大狮子？

幼：美丽、凶猛的狮子。

幼：特别大。

3、出示图片一，理解词语“地动山摇”。

师：对，这双皮鞋特别大，走在草地上，草地就会怎么样？
（老师用震动动作辅助表达），远处的高山也开始怎么样？
（老师用摇晃动作辅助表达）

幼：草地震动起来，石头摇起来了。

4、小结：走在哪里，哪里就地动山摇——这是一双多么让人
可怕的鞋子，狮子就是穿了这样一双大皮鞋，出门去找朋友
了。



评析：活动导入开门见山，用聊天的方式带着孩子轻松走入
故事，效果很好。

当孩子说不出“威武”时，我们要善于从孩子的回答中捕捉
他们可能的理解词汇，从而引领孩子学习新词语。这不失是
一个好策略。

二、欣赏故事，理解故事的主要情节并学说对话

（一）狮子找乌龟做朋友

1、出示图片："草丛里的乌龟"。引导幼儿观察乌龟壳的特征
并猜测出乌龟。

师：走呀走，找到一个朋友。是谁呀？你从哪里看出来是乌
龟的？

幼：硬硬的壳。

师：我们来学学看。你的壳在哪里？你真象一只小乌龟。

2、学说狮子问话。

师：仔细听，狮子要对乌龟说话了。狮子问：“乌龟乌龟，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师：乌龟没有回答，可能没听见。那我们一起来问问乌龟。

幼儿学说狮子问话。

3、学说乌龟回答。

师：乌龟终于听到了。他摇摇头说：“我才不愿意呢！你的
大皮鞋会把我背上的壳踩出血的。”



师：乌龟答应了吗？为什么？

师：哦，乌龟害怕狮子的大皮鞋。它是怎么回答的？谁来学
一学？

幼儿学说乌龟回答。

（二）狮子找猴子做朋友。

1、出示图片三：“森林里的猴子”，引导幼儿观察小猴长尾
巴的特征并猜测出小猴。

师：乌龟害怕狮子的.大皮鞋，拒绝了狮子。大狮子只好又继
续往前走，走呀走，找到一个朋友，你猜这回它找到了谁？
你从哪里看出来的？我们来学一学小猴子的样子。

（1）学说狮子问话。

师：大狮子很想和猴子做朋友，它可能会怎么问呢？

师幼：“小猴，小猴，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2）学说小猴回答。

师：小猴会答应吗？为什么？

幼儿自由猜测。

师：对，小猴子站在树上，低着头，看着狮子，大声
说：“我才不愿意，你的大皮鞋会把我的尾巴踩断的。”

师：狮子站在树上没听到。我们一起用响亮的声音帮猴子回
答狮子吧！

（3）师幼交换角色练说。



（三）感受狮子由伤心到快乐的情感变化。

1、出示图片狮子伤心的表情。

师：找了半天，大狮子没有找到朋友，你猜他的心情怎样？
（将大狮子的嘴巴贴成伤心的样子。）

幼：不要穿这双鞋了。

师：那可以用这双大皮鞋做成什么呢？

幼1：可以做成小汽车，带着小乌龟和小猴子去旅游。

幼2：可以做成花瓶，插上美丽的花。

幼3：可以做成小船，让小猴和乌龟去划船。

2、出示图片四：狮子的“鞋子秋千”。

师：原来，狮子把鞋子做成了一个什么？

幼：鞋子秋千。

幼：高兴。（老师及时把狮子嘴巴贴成开心的样子。）

评析：

小班孩子的学习是充满游戏趣味的。老师很讲究教具的设计，
把乌龟藏在一个草丛里，只露出一个乌龟壳，不仅巧妙地激
起了孩子们帮助狮子找朋友的兴趣，而且还帮助孩子们尝试
学习根据动物的局部特征猜测动物的方法。

老师的衔接语很自然地设计了一个狮子与乌龟对话的情境，
让幼儿积极地尝试用粗粗的、轻轻的声音、有礼貌的问话或
者慢慢地说话四种不同的方式学说狮子和乌龟的对话。所以，



学说对话的过程真是溢满了乐趣与情趣。

老师把猴子图片藏在了一棵大树下，只露出一点卷起的尾巴，
增加了猜测的难度和趣味，符合孩子由易到难的学习特点，
同时也避免了单调的重复，让故事处处充满惊喜。

有了第一次的对话练习的基础，孩子们已能主动尝试用故事
中的对话句型模仿学说狮子与猴子间的对话。因此，为了让
第二次对话练习照样“粉墨登场”，让孩子在学说的过程中
再次强烈地感受语言学习的乐趣。于是，教师巧妙地引导幼
儿边模仿猴子跳到树上，翘着长尾巴、低着头看大狮子等动
作，边学说对话。所以此环节的对话练习过程真是动感十足，
趣味浓浓。

将乌龟、狮子、猴子等图片制作成头饰，组织孩子们表演故事
《鞋子秋千》。

小班语言活动方案及流程篇六

小班语言活动方案 小班语言活动方案 1 1 活动目标：

1、理解风儿能使云彩千变万化，感受散文诗的语言美和意境
美。

2、能讲述云彩的变化。

3、发展幼儿想像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1、活动前带幼儿到户外观察云彩的变化，并鼓励幼儿大胆想
像云朵像什么，一会儿又变成了什么。

2、与散文诗内容一致的课件。



3、与散文诗有关的图片。

活动过程：

一：引出漂亮的云彩 导语：小朋友们，今天，老师请来了一
位漂亮的客人，让我们用好听的声音把它请出来，好吗?(出
示云彩/云宝宝的图片)。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天上的云彩吗?
云彩宝宝可调皮了，它是一个魔术师，一会变成这，一会变
成那，你们猜一猜云彩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天老师给你们带
来一首关于云彩的散文诗《云彩和风儿》，听一听，看一看，
散文诗里的云彩变成了什么? 二、帮助幼儿欣赏、理解散文
诗。

1、小朋友刚才你们看到的云彩都变成了什么?(出示四幅图，
小青蛙，小花猫，小蜻蜓，小花狗)2、提出问题：为什么云
彩会变?讨论：是谁使云彩会变? 3、再次欣赏散文诗 这些变
出来的东西都怎么样了呢?到底是不是像你们所说的的呢?让
我们再看一遍吧!这回可要看仔细了。

现在谁来告诉大家这些变出来的东西都怎么样了?(引导幼儿
用散文诗中的话来回答，并要求幼儿做出动作)4、幼儿尝试
学说散文诗 这首散文诗有趣吗?你们想再听一遍吗?现在老师
有一个要求，就是请你们轻声的并要做出动作说一说这首散
文诗!

刚才我们是小声说的，现在用好听的声音说给客人老师听，
咱们比一比谁说得棒!(5)、幼儿互相说散文诗 老师发现有的
小朋友已经会说了，就请你们互相说一说。

(6)、请个别幼儿说散文诗 谁愿意把这首诗说给大家听? 三、
幼儿尝试创编(1)、幼儿自由创编 现在老师要考考你们了，
云彩还可以变成什么?这些变出来的东西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可以和旁边的小朋友商量一下，也可以合作编一编，但要记
住说过的就不能在编了!(幼儿创编，教师巡视)(2)、幼儿讲



述 刚才老师发现有的小朋友编的可棒了，真像个小诗人，有
谁想说给大家听听，让我们都来学学你的本领!(3)、幼儿说
说自编的散文诗(4)、游戏《云彩变变变》 师：云彩世界真
有趣，小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做一朵漂亮的白云，也来变一
变呢，现在请小朋友想一想你想变成什么，然后变给大家看，
好吗? 四、活动结束 你们这些云朵变得真漂亮，外面的云彩
更美丽，咱们让它们也和我们一起来变一变，好吗? 云彩和
风儿 天上的云彩真有趣，天上的风儿真能干。

吹呀吹，云彩变成了小青蛙，呱呱呱，蹲在荷叶上，忙着捉
害虫。

吹呀吹，云彩变成了小花猫，长长的胡子，大大的眼睛，跑
来跑去捉老鼠。

吹呀吹，云彩变成了小蜻蜓，圆圆的眼睛，大大的翅膀，飞
呀飞，跟着月亮婆婆捉迷藏。

吹呀吹，云彩变成了小花狗，汪汪汪，坐在门口啃骨头。

小班语言活动方案 2 2

活动设计背景 幼儿在建筑区玩耍时，听到几个幼儿发生争执：
有的说木头房子好，有的说纸箱房子好，有的说稻草房子好，
还引起了其它孩子的好奇和议论。所以我设计这个活动为了
让幼儿了解材料的用途，增强幼儿的生活经验。本活动有动
有静，动静结合，再综合课件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能得
到很好的效果。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感受三只小猪团结友爱互助的
美好情感。

2、进一步加深幼儿对房屋材料的认识，让幼儿懂得我们的房
屋不仅要美观大方，而且要结实牢固，让幼儿初步了解房屋



的防雷防震性。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增加幼儿的生活经验。

教学难点：对房屋材料的认识。

活动准备 1、教师用相机收集各式各样的房屋画面。

2、《三只小猪》的故事课件。

3、纸、蜡笔若干。

活动过程 1、教师放出拍摄的房屋画面让幼儿浏览，师幼谈
话引出课题。

教师：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所居住的房屋，你们发现用什么
材料可以建房子呢? 幼儿：木头、稻草、石头、泥、砖、竹
子… 教师：今天我跟你们带来了三个朋友来认识一下它们，
出示画面，它们是谁啊? 幼儿：三只小猪。师：对啦，今天
我们就来听听三只小猪的故事。

2、出示课件，教师有表情地根据画面讲故事第一遍，帮助幼
儿初步了解故事情节。

3、幼儿带着问题听故事第二遍，边讲边提问：三只小猪分别
用了什么材料盖房子呢?谁的房子最结实呢，为什么?故事中
谁最勤劳，你是怎么知道的?幼儿自主讨论，师幼互动。

4、根据幼儿所积累的生活经验，教师和幼儿进行谈话活动。
出示我们所居住的房屋、小区画面，让幼儿观察我们所居住
的房屋，加深幼儿对自己居住房屋的认识。在师幼谈话中得
出结论：我们居住的房屋用处可大了，不仅结实美观，而且
还有防雷电、防地震的作用。进一步巩固幼儿的生活经验。

5、活动延伸：小小设计师----让幼儿自己设计房屋，讲述自



己设计房屋的功能，并进行展示。比一比谁的设计最有创意。

小班语言活动方案 3 3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仔细观察画面，能根据场景的变化进行想象，感
受作品中清新的大自然景色。

2、使幼儿懂得做事不粗心，认真观察的好习惯。

3、能简单复述故事。

4、乐于与同伴一起想想演演，激发两人合作表演的兴趣。

活动过程：

一、出示 ppt1 1、这是谁?小松鼠在树上住腻了，想在地面上
重新建造一座房子，它会把新房子造在哪儿呢?为什么?请你
跟旁边的小朋友讨论讨论。(教师注意语言回应)2、在大树底
下，小松鼠发现了什么?(一块大石头由七块小石头拼成，很
硬，也很光滑。)小松鼠看见了会说些什么又会怎么做
呢?(嘿!就在这上面造一座房子)3、房子终于造好了，忙了一
天的小松鼠也累了，在新家睡着了。

二、空白 ppt2(放风声)1、听!这是什么声音?是怎样的风? 2、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风啊!小松鼠被吵醒了，推开窗看到什
么?(自己是在美丽的上脚下，小风吹奏起了动听的歌声)《出
示 ppt3》 3、小松鼠的房子昨天还在大树下，今天却来到了美
丽的山脚下。真奇怪，这是为什么呢?谁来告诉它? 教师小结：
不过，小松鼠觉得住在这里挺好的。

4、小松鼠为什么觉得住在这里好?

5、教师小结：看着雄伟的大山，听听山风吹奏的动听山歌，
小松鼠静静地睡着了。



三、空白 ppt4，放声音，听。

1、第二天，小松鼠迷迷糊糊听到了什么声音?这个声音听上
去怎样?跟昨天的声音一样吗? 2、小松鼠推开窗户，它来到
哪里，看到了什么?(自己又来到了大海边，浪花唱起了欢乐
的歌声)出示 ppt5 3、小松鼠这下被搞糊涂?它会说些什么呢?
4、小朋友你们觉得小松鼠住在大海边怎么样?为什么? 小结：
听着浪花美妙的歌声，看着沙滩上鱼虾儿乱奔乱跳，小松鼠
慢慢地睡着了，一觉醒来，是第三天了。

第三天，小松鼠又听到了声音，你们猜会和前几天听到的一
样吗? 四、空白 ppt6。

1、听听这是什么声音?，可能是什么地方呢? 2、小松鼠连忙
推开窗户，它看到什么?(眼前是一片大草原，马儿在哒哒哒
地奔跑)《ppt8》 3、小松鼠会喜欢美丽的大草原吗?为什么? 4、
小松鼠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解释一下，一起来学一学。

5、就在它手舞足蹈的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听乌龟
录音1)6、是谁呀?(幼儿猜测)是什么原因，小松鼠的房子每
天会在不同的地方? 7、再来听听到底是谁?(听乌龟录音 2)8、
小松鼠怎么会把房子造在乌龟爷爷身上的呢? 9、那么现在小
松鼠会怎么说呢?(幼儿自由讲述)10、乌龟爷爷会原谅粗心的
小松鼠吗?它会怎么说呢?(幼儿自由讲述)五、完整欣赏故事：

2、第四天，乌龟爷爷会带着小松鼠去哪儿呢?它们又会看到
什么美丽的景色，听到哪些美妙的声音呢? 小班语言活动方
案 4 4 【活动目标】 1、喜欢听故事，感受故事中“半个蛋
壳”的不同用途 2、能联系生活经验，根据蛋壳的外形进行
想象，学习句子“蛋壳可以当成”。

3、乐意在集体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

【活动过程】 一、引导幼儿观察半个蛋壳，并运用生活经验



大胆想象。

师：小朋友，你们看，这是什么?(蛋壳)对，是半个蛋壳。这
半个蛋壳象什么呀?(勺子，帽子等等)。

二、幼儿通过大胆猜测，感受故事。

师：看看，谁来了?呀，原来是小老鼠皮皮，小老鼠皮皮要一
个人去旅行了，看看小老鼠皮皮遇到了什么?(出示小老鼠卡
片)1、出示图一提问：

皮皮坐上蛋壳车，划下高山坡，皮皮心里真快活。皮皮回到
家，走了这么远的路，皮皮的脚都酸了，它会把蛋壳当成什
么?(椅子)你们看蛋壳怎么了?为什么会碎的?(皮皮摔了一跤，
蛋壳碎了)三、完整欣赏故事。

1、师：哇，皮皮的旅行可真有趣呢，陈老师把它编成了一个
好听的故事叫《半个蛋壳》，现在，陈老师再把这个《半个
蛋壳》的故事讲一遍，小朋友可要认真听了。

四、师同幼儿共同讨论，学习小老鼠皮皮的良好情绪体验 1、
师：故事讲完了，你喜欢小老鼠皮皮吗?为什么喜欢?(小老鼠
皮皮很聪明，喜欢动脑筋，遇到困难不退缩)2、师：如果你
是小老鼠皮皮，你还会把半个蛋壳当作是什么?(可以请幼儿
回家同爸爸妈妈说一说)小班语言活动方案 5 5 目标：

1、学着分析角色特点和归纳主题。

2、学习与同伴友好相处的方法。

准备：

1、教学挂图、故事录音《两只笨狗熊》。

2、实物“面包”一只、毛绒玩具雄两只(一大一小)。



过程：

1、出示毛绒玩具，语言导入：

——瞧，狗熊妈妈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大黑，一个叫小黑。
它们长得挺胖，可是都很笨，是两只笨狗熊。一天，哥俩出
去玩，会发生什么事呢? 2、听故事，了解故事内容：

(1)听故事录音：

——故事中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干面包是怎样变化的?(演示
实物面包，帮助幼儿理解)(2)结合挂图再次讲述故事，幼儿
学习对话，理解新词：(将故事中插问)

——大黑小黑捡到一块干面包，它们俩是怎么说的? 狐狸分
干面包时说了什么?两只笨狗熊又是怎样回答的? 3、讨论理
解，归纳主题：

(1)设问讨论：

——为什么狐狸没有干面包反而吃得最多? 大黑和小黑是怎
样的孩子?狐狸呢?(2)归纳主题：两只笨狗熊不会互相谦让，
才会受骗上当。

(3)讨论友好相处的方法：

——如果你们是大黑、小黑，会怎样做?(4)师生共同总结方
法。

小班语言活动方案

幼儿小班语言活动方案

小班语言故事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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