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语言活动会动的房子教案 中
班语言活动教案(优秀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语言水果猜谜歌教学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幼儿能安静地倾听故事内容，理解故事情节；

2、学习用较连贯的语言讲述水果屋的组成。

活动重点：

幼儿能注意倾听故事内容，理解故事情节。

活动难点：

幼儿会用连贯的语言讲述水果屋的组成。

活动准备：

1、故事录音、ppt。

2、未涂色的各种水果图片；

3、蜡笔、胶水。

活动过程：



（一）教师带幼儿观看“果园”，感受秋天水果丰收的景象。

1、出示p1，提问：“果园里有哪些水果？它们是什么样子
的？”

2、教师以“这是谁的果园？（熊猫妈妈的.）”引出故事。

（二）边看ppt，教师边讲述故事。

1、教师讲故事：从开头讲至“……怎么办呢？”

2、提问：“谁来帮熊猫妈妈和熊猫宝宝想办法”？

引导幼儿大胆讲出自己的想法。

3、教师出示水果屋图片。

引导幼儿观察“屋顶（墙上）上有什么？用什么做的门
（窗）？”启发幼儿讲述。

4、教师继续讲故事，“熊猫妈妈和熊猫宝宝盖了间水果屋，
还做了什么事情？”

（三）幼儿完整欣赏故事。

1、教师完整讲述故事。

2、提问：“熊妈妈和熊宝宝盖了间什么？他们是怎样盖的水
果屋？”引导幼儿完整学说“用××做屋顶，用××做墙，
用××做门，用××做窗，盖了一间美丽的水果屋。”

（四）幼儿分组设计水果屋并大胆讲述。

1、出示水果图片让幼儿根据水果特点涂色。（播放故事录音）



2、教师出示房子图片，让幼儿根据故事内容粘贴相应的水果
贴片。

附：故事《水果屋》

秋天到了，水果丰收了！熊妈妈的果园里到处都是水果，红
红的苹果、碧绿的西瓜、黄黄的梨、粉色的桃子……真是好
看极了，熊猫妈妈乐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一天，熊猫妈妈和熊猫宝宝早早的来到果园里采摘水果。它
们摘了一个又一个，装了一车又一车。熊猫宝宝在前面用劲
地拉，熊猫妈妈在后面使劲地推，“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他们高兴的把一车车的水果运回了家。熊猫妈妈看到有这么
多的水果，高兴得说：“今年可有水果吃了。”可是，水果
好多呀，屋里塞得满满的，连院子里堆得也到处都是。熊猫
妈妈和熊猫宝宝没地方住了，只好睡在外面。天好黑好冷，
熊猫妈妈和熊猫宝宝都冻得睡不着觉，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小熊猫着急地说：“妈妈，我们没地方坐、没地方站，也没
地方睡觉，这可怎么办呢？”熊猫妈妈想了想，大声
说：“有了，有了，我们用水果盖间屋子吧。”第二天一早，
熊猫妈妈和熊猫宝宝就忙开了。他们用红红的苹果做屋顶、
用碧绿的西瓜做墙、用黄黄的梨做门、用粉红的桃子做
窗……盖了一间美丽的水果屋。熊猫妈妈还把许多水果分给
了邻居们，熊猫宝宝又请来了小兔子、小花狗到家里来做客，
他们围着香甜的水果屋吃着水果、跳着舞，高兴极了。

教学反思：

1、语言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他的发展与孩子情感、思维、
社会参与水平、交流技能、知识经验等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联
系在一起的，因此要注意差异、尊重孩子的个性。我要始终
把握好自己是启发者、引导者、参与者、欣赏者这一身份，
让幼儿大胆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2、对活动过程的反思

（1）在活动中幼儿能够根据我的提问，能比较完整地回答，
能说比较完整的句子。

（2）在活动中我对幼儿要学会等待幼儿，要让幼儿说完整句，
不要幼儿刚说一半就马上帮他说另一半，这样是不利于幼儿
发展的，在这里我做的稍有欠缺。

（3）语言活动，应多给幼儿说的机会，在这个活动中幼儿操
作的时间太长了，真正让幼儿说的机会并不多。语言能力包
括口语和思维两个部分，以往我较注重口语能力的培养，从
而出现了纯口语模仿的误区，其实思维过程是支撑孩子口语
的基石。在活动中要多发散幼儿的思维，就象葡萄我说是紫
紫的葡萄，现在也有绿绿的、黄黄的，我就是把幼儿的思维
匡住了。

3、对教学效果的评析：幼儿能够根据我的提问，能比较完整
地回答，能说比较完整的句子，但是我在等待幼儿会话的时
间上还需要更加有耐心一点。

语言水果猜谜歌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初步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文学作品的趣味性。

2、理解动词：摘、拉、推、塞。

3、乐意在实践活动中说一说，做一做。

4、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5、培养细致观察和较完整表述能力。



活动准备：

1、秋天的果园图片以及故事配套图片。

2、自制的教具：熊妈妈和熊宝宝纸偶各一个。

3、各种水果、纸箱若干。

活动过程：

一、游戏：摘水果、运水果。

师：美丽的秋天到了，果园里都结满了水果，看，果园里都
有些什么水果呀？

师：我们一起来摘水果吧！摘苹果、摘鸭梨、摘香蕉，瞧！
还有什么水果呀？（葡萄）葡萄是什么颜色的？（紫色的.）
我们一起来摘紫色的葡萄。

师：摘了这么多的水果呀，我们怎么把它们拿回家呢？哦！
这里有箱子，我们把水果塞在箱子里，用箱子把水果运回家
吧！我们一起来塞水果，塞苹果、塞鸭梨、塞橘子……把箱
子都塞的满满的，现在我要把水果拿回家了。阿唷阿唷！箱
子太重了，我拿不动，怎么办呀？我们想个办法来把它们拿
回家吧！

（先做推的动作，引导幼儿一起做做），除了推，我们还可
以怎么样呢？（做拉的动作）下面请小朋友帮忙一起把箱子
运回家吧！

师：哎呀，真累呀！让我们坐下来休息一下吧！

二、逐一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边观察图片边欣赏故事。

1、出示图1



师：熊妈妈的果园里结满了哪些水果？（说出水果的颜色）

熊妈妈和熊宝宝在干什么？（摘水果）

我们一起跟熊妈妈和熊宝宝来摘水果。（做摘的动作，边摘
边说：摘了一个又一个，摘了一个又一个）

2、出示图2

师：熊妈妈和熊宝宝摘了一个又一个，装了满满一车子，熊
妈妈在干什么？（拉车，做拉车的动作）熊宝宝在干什么？
（推车，做推车的动作。）

3、出示图3

师：看，水果把屋子都怎么样了？（塞的满满的，做塞的动
作）熊妈妈和熊宝宝没地方住，只好住在外面了。天黑了，
好冷！熊妈妈和熊宝宝冻的睡不着觉，怎么办呢？熊妈妈和
熊宝宝想出了一个什么办法？（用水果盖间大房子）

4、出示图4

师：我们看看熊妈妈和熊宝宝的水果屋是怎么做的呀？（用
西瓜做墙，用苹果做屋顶，用梨和葡萄做门窗。）美丽的水
果屋盖好了。

5、出示图5

师：水果屋里的桌子和椅子也是用什么做的？（熊妈妈、熊
宝宝和小动物在一起吃水果，真开心。）

三、师幼共同讲述故事。

师：这个故事好听吗？小朋友想不想也来讲一讲这个好听的
故事呢？我们看着图片一起来讲一讲这个好听的故事吧！



（师幼看图一起讲故事。）

四、结束活动

师：小朋友，我们刚才摘了很多水果，我们有这么多的水果
可以干什么呀？（可以以卖水果、可以搭水果屋――）

师：我们真的可以也能搭个水果屋吗？那我们去试试看，好
吗？

活动反思：

本节课我准备了课件，让幼儿更直观的“看”这个故事。刚
开始时，我用熊宝宝咧嘴笑的图片引出故事人物，幼儿很感
兴趣。接着由熊宝宝为什么笑来引出故事的图片，幼儿看的
都很认真专注，也能根据教师的问题来说一说，做一做，但
是此处幼儿的完整表达还是欠佳，我的问题也并未点到点上，
问题对于幼儿来说过于复杂，比较难以回答，下次课时可做
适量更改。

本节课我着重教授了“摘、推、拉”这3个动词。当熊宝宝摘
水果时、熊宝宝推车子时、熊妈妈拉车子时，我分别要求幼
儿来学一学，加深体会这些动词的使用和动感，增加趣味性。
但对于这篇故事的趣味性，幼儿不是体会的很深，原因有可
能是对于小班孩子完整表达语句的水平还较低，理解能力也
有一定的限度，对于为什么要搭水果屋、水果屋搭成后小动
物们的喜悦，幼儿表现的兴趣不浓厚，积极性不高。

本节课目标基本达到，但是对于小班的孩子的定位，我还是
有些错误，对于完整句子的表达和发散性思维，小班的孩子
还是处于一个较弱的阶段，不能在问题中出现过于复杂的话
语，动作要更加有趣一些，让幼儿更感兴趣。



语言水果猜谜歌教学反思篇三

1、看图阅读画面，感知画面中小蛇多多外出游玩的经历，知
道不要贪吃食物的道理。

2、通过猜测、拜访图片、讨论等策略进一步理解故事内容，
感知小蛇多多吃水果的顺序。

【活动准备】

幼儿用书人手一册，相关课件。

【活动过程】

一、观察比较不同体态的小蛇，猜测故事的情节

（1）教师（出示小蛇图片）：这是谁？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2）教师“这条小蛇的名字叫多多，他的肚子怎么了？发生
了什么事情呢？

二、幼儿自主阅读

（1）师：下面，我们一起来阅读一篇有趣的故事《小蛇多
多》。

（2）引导幼儿打开幼儿用书，翻到相应的页码，鼓励自己阅
读图画故事。教师走到幼儿身边，倾听、了解幼儿的阅读情
况。

（3）请个别幼儿在集体面前讲述：小蛇多多吃了哪些东西？
后来怎样了？

三、师生共同阅读童话故事，感知理解故事内容



（1）教师带领幼儿完整地阅读童话故事。

（2）师：小蛇多多到外面玩，走着走着，第一个看见什么水
果？（依次类推）

（3）师：小蛇多多吃了哪些水果？吃了那么多东西小蛇多多
感觉怎么样？是、后来，是谁帮助了多多？带领幼儿讲述故
事的结尾。

四、组织幼儿讨论，帮助幼儿把握故事的重点

（1）师：你喜欢这个故事吗？你喜欢小蛇多多吗？

（2）师：小蛇多多为什么会难受？不能动了？

（3）师：我们小朋友平时吃东西要注意什么？怎样吃东西不
难受？

鼓励幼儿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谈论吃东西要注意的问题，
教育幼儿不乱吃东西，好吃的东西不贪吃，肚子会吃坏的。

五、音乐活动：苹果

（2）弹奏音乐，教师带领幼儿随着音乐，表扬唱歌曲《苹
果》，还可以带领幼儿仿编歌表演。

语言水果猜谜歌教学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了解故事内容，观察主要角色的表情和动作，大胆猜测角
色的心理活动和语言。

2.知道一幅图可以用一段话表示。



活动准备：

幼儿用书、教学挂图。

活动过程：

一、观察图片。

dd“熊猫妈妈和熊猫宝宝为何事这么高兴啊?”

幼儿自由阅读图书。

二、讨论交流。

1.说说故事里发生了哪些事?

2.寻找出熊猫妈妈和熊猫宝宝夜宿屋外的那一页。

3.重点观察角色的表情和动作，猜想角色的`心理活动：

dd“熊猫妈妈和熊猫宝宝的果园丰收了，而它们为什么不高兴
了呢?”

dd“猜猜这会儿熊猫妈妈和熊猫宝宝会想些什么?”

“这么多水果将屋子都占满了，该怎么办呢?”

4.继续看熊猫妈妈和熊猫宝宝怎样解决问题的。

三、完整欣赏：

1.完整听赏故事。

2.老师说故事中的一段，幼儿寻找相应的图片。



3.请个别幼儿讲述故事中的一段，其他幼儿共同寻找图片。

活动反思：

《水果屋》是一篇充满童真的故事，它以欢乐、温馨的故事
情节吸引着孩子们，角色清晰可爱，场景简洁美丽，使孩子
在阅读图书中获得美的享受。教师在带领孩子欣赏故事，阅
读图书的同时，应注意提醒孩子们细心观察角色的表情变化，
引导孩子们大胆猜测角色的心理活动，并尝试用自己的语言
表达出来。孩子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倾听故事，翻阅图书，并
按照一页一页的顺序来阅读，形成了良好的、井然有序的阅
读习惯。但值得一提的是，教师在上课时，应更加放手让孩
子们去独立阅读故事，揣摩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不应限制幼
儿，过多的干涉幼儿，让我们的孩子能更自信的把自己的想
法讲出来。

语言水果猜谜歌教学反思篇五

故事是幼儿最喜欢的一种文学形式之一，通过故事教学，能
培养幼儿良好的品德，帮助幼儿发展语言的表达能力。而对
于小班的幼儿，尤其是刚来园的新生来说，是以教师讲述故
事部分为重点。对于小班的孩子来说，教师在讲述故事的时
候，首先咬字要清楚，咬字清楚是为了让幼儿字字听的清楚；
其次是速度要适当，节奏要比平时谈话稍慢，使他们一边听
一边想；最后在讲述故事的同时，面部表情、眼神和手势都
要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样对小班的的语言表
达起辅助的作用。

作为教师，对故事教学中往往不是只讲一遍的而要讲多遍，
都要注意方式的变换，才能幼儿倾听的积极性。而我在上
《小蛇多多》的时候，我在讲述第一遍时就直接用上教具，
引起幼儿对故事的倾听兴趣，在讲述故事的同时还正对故事
中的一些简单的问题进行了提问，或者让幼儿进行猜测接下
来的故事情节，使幼儿融入到故事中去。在故事中的提问，



对于小班幼儿的心理发展水平，只能是一些简单，细小的问
题。而不能像中大班的那样以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让他们连
贯的回答，例如：在小蛇多多看见一只苹果之后我就问幼儿
多多会不会把苹果吃掉呢？到苏轼的最后多多走不动了我又问
“你们猜猜有谁会来帮助多多呢？”其实作为教师应该要引
导幼儿去回答，我们说答案虽然长了一点，但可以请多名幼
儿回答，然后教师自己或智力较高的幼儿再连起来讲述一遍，
再让幼儿集体按顺序连贯的讲述，这样会使幼儿容易接受、
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回答不出的或回答错的了的幼儿，
教师也不应该表示厌烦，而要肯定他们愿意回答的积极一面，
教师应该是启发和提示，尽量帮助幼儿自己找到正确的答案，
总之，要让全体幼儿都回答问题的机会，以提高语言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