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上幼儿园语言活动教案小班 幼儿园语
言活动教案(模板7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
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我上幼儿园语言活动教案小班篇一

1、培养幼儿欣赏文学作品的兴趣。

2、引导幼儿理解散文内容，感受散文的语言美、意境美。

3、发展幼儿的文学感受能力。

1、小花蝴蝶、蝴蝶妈妈、小雨点等纸偶；画面：森林、小熊
的铁皮屋、粉色荷花、有窗玻璃的房子。

2、选择一个下雨天进行此次

活动。

1、教师出示小花蝴蝶纸偶，导入主题。

指导语：下雨了，小花蝴蝶不能出去玩，她舞着美丽的翅膀
在

屋子里飞来飞去，嘴里嘟哝着："没办法出去玩了，真没意思。
"

2、教师边操作蝴蝶纸偶，边有感情地朗诵散文。引导幼儿讨
论：



小花蝴蝶喜欢下雨吗？为什们？小雨是怎样唱歌的？

3、教师出示画面，再次朗诵散文，引导幼儿理解散文内容。

指导语：小雨发出"沙沙沙"、"丁丁丁"、“吱吱吱"、"嗒嗒
嗒"的。

声音时，它在干什么？

我上幼儿园语言活动教案小班篇二

喜欢的物品要用正确的方法得到。

不能学狐狸用不择手段的方法。

《吃亏的狐狸》

1、小朋友们老师今天想问您们一个问题，如果看到自己喜欢
的玩具，你们会怎么办？你们还非常想要。

2、原来小朋友有这么多办法啊！

3、老师今天听见狐狸也有件想要的物品，去看看它是怎么得
到的那？

4、讲故事

5、教师讲故事时要声音变换，让幼儿能分清动物。

6、吐字要清楚，给小朋友们听到正确读音。

7、说故事里讲了什么？大概重复一遍。

8、讨论狐狸和乌鸦的做法对吗？为什么不对？



9、告诉小朋友们喜欢的物品要用正确的方法得到。

10、不能学狐狸用不择手段的方法，去得到自己想要的。

我上幼儿园语言活动教案小班篇三

1.了解小熊及其它几种小动物尾巴的外形和功能，能用“要
是...就...”表达小熊想要尾巴的心理过程。

2.理解体会小熊的心理变化，知道原来的自己是最棒的。

了解小熊及其它几种小动物尾巴的外形和功能，学说“要
是...就...”

理解体会小熊的心理变化，知道原来的自己是最棒的

课件

一、猜猜尾巴

二、欣赏学习

1.感受快乐。

小熊有一条又短又小的尾巴，做什么事情都很方便。看小熊
在干什么？

它能倒立、翻跟斗、还能骨碌碌地打滚呢。小熊能・・・
（引导幼儿跟说），小熊可真灵活，什么动作都难不倒他，
妈妈看见了觉得小熊本领真大，夸它做的好你看，它在――
（鼓掌的动作。）（我们也鼓鼓掌，小熊真厉害。）

2.感受羡慕

观察图片，描述动物尾巴的外形和用处。猜测小熊心情，播



放课件后学说。

（1）遇到狐狸

（2）遇到小猪

师：小熊往前走，看见了――（留白：小猪）。小猪在干什
么？两只小猪在拔河，看看他们的尾巴是什么样的啊？哎哟，
哎呦，用力拔，这可真好玩啊！那小熊会怎么想呢？师：小
熊看见两只小猪开心的玩着拔河游戏，心里想要是我有细细
卷卷的尾巴就能用它拔河了，小熊怎么想的啊？谁愿意来说
说。可是小熊只有短短小小的尾巴，玩不了拔河游戏。

（3）遇到松鼠和蛇

师：那这时小熊会怎么想呢？（引导幼儿用要是・・・・・
就能・・・・）小熊想：要是我也有大大的.尾巴，就能用它
玩皮球和拎包了。

3.长新尾巴

（1）做魔法操

师：小熊看到动物朋友各种各样的尾巴，心里真羡慕。它多
想要和它们一样的尾巴呀。怎么办呢？小熊觉得你们的办法
都很好，到底先试试哪个方法呢？这时飞来了一个小精
灵，“小熊，我这有个魔法操，做了你就能长出长尾巴。”
说完精灵就做起了魔法操。

教师表演魔法操（尾巴伸一伸，尾巴伸一伸。尾巴长长长，
尾巴长长长。尾巴大大大，尾巴大大大。）

师：魔法操怎么做的？短尾巴的小熊们我们一起跟着小精灵
来做一做魔法操，长出长尾巴吧。



师幼共同做魔法操：魔法操真有用，瞧，小熊长出了（什么
样的尾巴）――――狐狸的毛茸茸的尾巴和松鼠的大大的尾巴
（让幼儿说！）

我上幼儿园语言活动教案小班篇四

1、懂得赠送卡片是向别人表达感情的一种的方式。

2、用完整的句子表达自己对故事的理解。

3、理解康复纪念意义惊喜等词语的含义。

活动准备

课前收集的各种卡片及教师自制卡片一张。

活动过程

1、师：大森林里的动物都收到了这卡片，卡片上写着什么呢？
出示卡片。我们一起来听听故事《卡片屋》。

2、教师用亲切的语调完整的讲述故事。

3、结合故事内容，引导孩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送什么样的卡
片。

（1）教师再次讲述故事，以边讲述边议论的方式让幼儿谈谈：
小动物们需要卡片吗？为什么需要？（让幼儿了解赠送卡片
是表达感情的一种好的方式。）

（2）讨论：什么时候赠送卡片合适？假如你有一张卡片，你
们会送给谁，为什么？（幼儿自由诉说。后请幼儿上来说，
同时说说卡片写的祝福语。增强孩子的语言能力。）



4、小结：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从卡片中得到了快乐，因为卡
片会帮助它们表达自己的情感，让别人感受他们的爱心，而
它们自己也会从中感到快乐，这就是它们为什么会变得越来
越团结，越来越友爱的原因。如果你们想让自己快乐，就学
森林里的小动物，把爱心传递给别人。

活动延伸

幼儿制作卡片，送给自己想送的人。

我上幼儿园语言活动教案小班篇五

1、了解蝴蝶的知识

2、感受大自然中的美

3、尝试自己创编歌曲

蝴蝶图片、录像资料、钢琴

一、开始部分：

组织幼儿来说说自己了解的有关蝴蝶的话题。

如：“蝴蝶有几个翅膀？”“蝴蝶身上有什么颜色？”

二、基本部分：

1、欣赏录像资料及图片

2、请幼儿用词汇来形容蝴蝶，并引导幼儿来编一首名为“蝴
蝶”的歌曲，向大家介绍同伴编出的歌词。

“蝴蝶蝴蝶真美丽”“它们飞在天空里”“个个穿着花衣
裳”“小朋友们喜欢你”



三、结束部分：

教师弹幼儿熟悉的旋律，让幼儿尝试唱创编的歌词，鼓励幼
儿主动参与并唱给大家听，感受创编的乐趣。

我上幼儿园语言活动教案小班篇六

通过讨论、表演故事使幼儿懂得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

1.教师边演示图片边讲述故事。

3.游戏：请幼儿分别穿上故事人物的服饰，戴上故事人物的
头饰进行故事表演。

4.提示：在活动中注意引导幼儿正确地说出"小耗子拉着小花
猫，小花猫拉着小狗儿，小狗儿拉着小孙女，小孙女拉着老
婆婆，老婆婆拉着老公公，老公公拉着萝卜叶子。"嗨哟，嗨
哟"拔呀拔，终于拔出了萝卜。

老公公种了个萝卜，他对萝卜说："长吧，长吧，萝卜啊，长
得甜呐！长吧，长吧，萝卜啊！"萝卜越长越大，大得不得了。

老公公就去拔萝卜。他拉住萝卜的直子，"嗨哟，嗨哟"拔啊
拔，拔不动。老公公喊："老婆婆，老婆婆，快来帮忙拔萝卜！
""唉！来了，来了。"

老婆婆拉着老公公，老公公拉着萝卜叶子，一起拔萝卜："嗨
哟，嗨哟"拔呀拔，还是拔不动。老婆婆喊："小姑娘，小姑
娘，快来帮忙拔萝卜！""唉！来了，来了。"

小姑娘拉着老婆婆，老婆婆拉老公公，老公公拉着萝卜叶子，
一起拔萝卜。"嗨哟，嗨哟"拔呀拔，还是拔不动。小姑娘喊：
"小狗儿，小狗儿，快来帮忙拔萝卜！""汪汪汪！来了，来了。
"



小狗儿拉着小姑娘，小姑娘拉老婆婆，老婆婆拉着老公公，
老公公拉着萝卜叶子，一起拔萝卜。"嗨哟，嗨哟"拔呀拔，
还是拔不动。小狗儿喊："小花猫，小花猫，快来帮忙拔萝卜！
""喵喵喵！来了，来了。"

小花猫拉着小狗儿，小狗儿拉着小姑娘，小姑娘拉着老婆婆，
老婆婆拉着老公公，老公公拉着萝卜叶子，一起拔萝卜："嗨
哟，嗨哟"拔呀拔，还是拔不动。小花猫喊："小耗子，小耗
子，快来帮忙拔萝卜！""吱吱吱！来了，来了。"

小耗子拉着小花猫，小花猫拉着小狗儿，小狗儿拉着小姑娘，
小姑娘拉着老婆婆，老婆婆拉着老公公，老公公拉着萝卜叶
子，一起拔萝卜。"嗨哟，嗨哟"拔呀拔，大萝卜有点动了，
再用力地拔呀拔，大萝卜拔出来啦！他们高高兴兴地把大萝
卜抬回家去了。

我上幼儿园语言活动教案小班篇七

１、引导幼儿欣赏描写欢乐雨景的儿歌，体验下雨时小动物
们的欢乐情绪。

２、引导幼儿认知一些动物的生活习惯。培养幼儿丰富的情
感和想像力。

３、引导幼儿细致观察画面，积发幼儿的想象力。

４、让幼儿尝试叙述故事，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

５、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课件、雨伞、头饰、蘑菇伞、花瓣伞、荷叶伞、小红伞。

１、出示雨伞，引入活动。



师：小朋友看，老师带来了什么？伞是用来干什么的呀？请
小朋友看大屏幕，天气怎么样了？下雨了，滴答滴答，快到
老师的伞下来避雨吧！雨伞真好，有了伞我们就淋不到雨了。

２、观看课件，初步欣赏第一段诗歌：

（１）出示蘑菇伞，师：小朋友看，这是一把什么伞呢？小
朋友猜了对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吧。

（３）教师示范朗诵第一段诗歌。

３、再次观看课件，欣赏第一段诗歌，初步学习分角色表演。

（１）小朋友，你喜欢诗歌里的谁呢？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可
爱的小动物、小姑娘和漂亮的伞吧！

（２）小朋友，你们愿意扮演诗歌里的小动物和小姑娘吗？
（出示小兔头饰）下雨了，滴答滴答，小兔打着一把什么伞？
（帮答对问题的幼儿戴上小兔头饰）依次出示蚂蚁、小鸡、
小姑娘头饰并提出问题，帮答对问题的幼儿带上头饰。

（３）组织部分幼儿表演诗歌，其余幼儿跟教师一起朗诵。

４、观看课件欣赏第二段诗歌并学习表演。

（１）为什么小兔、蚂蚁、小鸡、小姑娘下雨时要打着伞呢？

（３）播放第二段课件，师：是谁呱呱呱的唱着歌，淋着雨，
真快活？示范朗诵诗歌２—３遍。

（４）组织幼儿分角色表演第二段诗歌。

５、看课件完整跟诵诗歌。

师：小朋友，你们喜欢诗歌里的小动物和小姑娘吗？让我们



一起看着大屏幕来念一念诗歌吧！

６、模仿诗歌里的小动物，到户外游戏。

师：小朋友，我们学着诗歌里的小动物，出去做游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