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古诗江南活动教案及反思 幼
儿园大班古诗教案江南(实用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问题来了，
教案应该怎么写？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大班古诗江南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一

在游戏中理解、欣赏古诗,学习古诗。

小鱼头饰,用幼儿自画自剪的小鱼及许多莲叶布置成“莲池”
的场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盘。

1．模仿小鱼游来游去,情绪愉快地参与游戏。

幼儿扮演小鱼,在音乐声中自由、欢快地游戏。

2．参与情境表演,在游戏中感受并尝试理解古诗中的.词句。

(1)欣赏“莲池”场景,体验首句：江南可采莲。

教师用幼儿自画自剪的小鱼及许多莲叶布置成“莲池”的场
景,并为幼儿简单介绍江南美景,同时轻柔地朗诵首句“江南
可采莲”,请幼儿欣赏。

(2) “小鱼们"欣赏“莲池”中的莲叶,感受莲叶茂密的样子,
体验第二句：莲叶何田田。

教师用丰富的词汇描述“莲池”中的莲叶,鼓励幼儿大胆表达
自己的感受。



(3) “小鱼”们在莲叶中间游戏,体验第三句：鱼戏莲叶间。

引导语：可爱的小鱼们,让我们一起在这碧绿的莲池中游来游
去,自在地游戏吧。

(4)听指令,做游戏。

分别出示“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盘,请小鱼们在方向盘
的指示下向四个方向游戏,体验后四句：鱼戏莲叶东,鱼戏莲
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3．完整地欣赏、学习古诗。

(1)在音乐声中,老师有感情地朗诵古诗,请幼儿欣赏。

(2)师幼共同朗诵古诗。

大班古诗江南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二

1、理解诗歌的内容，尝试仿照句式编诗句。

2、感受妈妈的辛劳，为妈妈的能干而自豪。

3、能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妈妈的爱。

1、观察和了解妈妈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本领，带几张妈妈
工作和劳动时间的照片。

2、在活动室设置“妈妈的本领”展示区。

一、夸夸好妈妈

1、分组交流，幼儿拿着妈妈的照片，在同伴面前介绍自己妈
妈的各种本领。



2、教师小结：每个小朋友的妈妈都很能干，有很多了不起的
本领，她们的手还会变魔术呢。

二、学诗歌《妈妈的手》

1、听一听：教师朗诵诗歌《妈妈的手》

2、议一议：妈妈的手真得会变魔术吗?妈妈的魔术是什么?变
出了哪些东西?要求幼儿尽量用诗歌中的词句回答，并表
演“摆弄、剪、飞针走线”的动作。

3、编一编(1)幼儿围绕“你的妈妈还会变哪些魔术”展开回
忆和想象。

(2)仿照诗歌的句式特点，说出妈妈变的魔术。

三、谢谢好妈妈感悟妈妈的魔术就是爱，理解妈妈的工作，
鼓励幼儿说出谢谢妈妈的方法。

附诗歌：妈妈的手妈妈的手，可以用魔法把白净的米，变成
香喷喷的米饭。

妈妈的手，可以用面皮粗糙的鸡蛋，变成黄黄的、诱人的鸡
蛋羹。

妈妈的手，可以把脏兮兮的衣服，变成洁净的漂亮的衣服。

妈妈的手，可以用小魔棒把一团团彩色的毛线，变成一件令
人羡慕不已的彩色毛衣。

妈妈的手，是一双温暖的手，轻轻的'抚摸着我的头，使我心
里充满了安全感。

妈妈的手，是一双粗糙的手，因为她对我付出了太多。



妈妈的手，是我人生路上的指明灯。使我走上正确的道路。

妈妈的手，是一双勤劳的手，她用她那勤劳的手，使我家变
得美丽、漂亮、整洁。

妈妈的手，是一双温暖的手，是一双奇妙的手，是一双勤劳
的手，是一双灵巧的手，同时也是一双充满母爱的手。

活动评析:

本节活动通过理解诗歌的内容，感受妈妈的辛劳，为妈妈的
能干而自豪。尝试仿照句式编诗句,即锻炼了幼儿的语言表达
能力,又让幼儿能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妈妈的爱。活动设计新颖，
内容切合实际，很有教育意义。

以上是我对这次教学活动的理解、分析与感受，如有不当之
处请评委老师给予批评指正，谢谢!

大班古诗江南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三

1、引导幼儿在观察理解图片的基础上大胆想象，创编诗歌，
并能有感情朗诵。

2、通过多种形式激发幼儿对语言表达的兴趣，发展幼儿的语
言表达能力。

3、能有感情的用轻重不同的语气朗诵诗歌。

在教师的引导下能用优美的句子表述图片内容，并会自然朗
诵。

能用轻重不同的语气有感情地朗诵。

1、四片春夏秋冬特色的叶子



2、与诗歌内容相符的长形卡片

3、钢琴曲

1、师幼谈话导入。

(1)个别幼儿发言

2、师出示春夏秋冬特色的四片叶子，引导幼儿创编诗歌每一
句的前半句。

那么请小朋友认真看一看这四季的叶子都像什么?

(1)个别幼儿回答

(2)师引导幼儿说出诗歌：

春天的叶子像书本，

夏天的叶子像歌谱，

秋天的叶子像贺卡，

冬天的叶子像棉被。

(3)师：老师今天为小朋友带来了一首诗歌，小朋友听听诗歌
里是怎么说的?

3、师朗诵完整诗歌，幼儿倾听。

(1)师有感情朗诵一遍，提问：诗歌的名字是什么?你在诗歌
里你听到了什么?还有一些地方小朋友没有听清楚，我们再来
听一遍。

(3)引导幼儿理解讲述诗歌内容。



4、出示前后顺序不一致的长形卡片，引导幼儿正确排列。

秋天的叶子像贺卡，风哥哥送给云姐姐。

夏天的叶子象歌谱，蝉儿唱了一下午。

春天的叶子像书本，毛毛虫用嘴巴写大字。

冬天的叶子像棉被，小草在棉被里悄悄睡。

5、指导幼儿看卡片完整朗诵。

(1)师自然朗诵，幼儿轻声跟诵。

(2)幼儿自然朗诵，师随溜。

(3)幼儿分小组比赛朗诵

(4)幼儿集体随钢琴曲朗诵一遍。

(5)师：小朋友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呢?

6、指导幼儿用轻重不同的语气朗诵。

(1)放钢琴曲：师：听，是什么声音?好听吗?为什么好听?

(4)幼儿几天轻重不同的语气朗诵，师鼓励。

(5)配上好听的音乐，再次按轻重不同的语气朗诵。

7、把四片叶子做成一本书，再次朗诵。

(1)师：如果把四片叶子做成一本书，应该按照什么顺序来排
列呢?(春夏秋冬)



表面还要有什么?(封面)

(2)是翻动书页幼儿看书集体朗诵。

(3)背过身不看图片和书背诵。

大班古诗江南活动教案及反思篇四

1.帮助幼儿理解诗歌内容，感受诗歌的画面美和语言美。

2.引导幼儿仿编诗歌，培养幼儿的想像力、创造力和尝精神。

3.让幼儿知道幼儿园是个大家庭，每个小朋友要关心爱护幼
儿园。

1.画有蓝天、树林、草地、河水、花儿、幼儿园大幅背景图。

2.制作好的白云、小鸟、小羊、小鱼、蝴蝶、小朋友贴绒学
具。

3.根据内容制作的头饰若干;

一、初步感知理解作品阶段

1.出示“家’’的背景图，尝试讨论：图上有哪些景物?它们
各是谁的家?

2.教师有感情地朗诵整首诗歌。

3.让幼儿尝试一下白云、小鸟、小羊、小鱼、蝴蝶等回家的
动作。

4.教师指图朗诵，幼儿轻声跟念。

5.倾听配乐诗歌《家》，要求幼儿倾听时想像诗歌的画面，



也可尝试用身体动作表达自己的感受。

二、反复聆听作品阶段

幼儿在午睡前躺着聆听配乐诗歌录音，每次听两遍，4天左右，
幼儿就能流畅背诵诗歌。

三、交流讨论、表演、表现阶段

1.集体朗诵交流讨论：诗歌里讲了哪些家?(幼儿回答后，教
帅出示背景图)

诗歌里说的这些家，分别是谁的家?(幼儿回答后，师生共同
粘贴，把白云、小鸟、小羊、小鱼、小蝴蝶、小朋友分别送
回家)

提出尝试问题，引导幼儿讨论：你最喜欢谁的家?

2.表演游戏。

教师放录音，幼儿戴上自己喜欢的头饰自由表演，通过尝试
自身的动作表演，提高幼儿对诗歌的感受力。

例：当诗歌里说“蓝蓝的天空是白云的家”时，扮演白云的
幼儿便可想像白云回家的动作，飘呀飘地回到蓝蓝的`天空上
去。

(注：蓝天也由幼儿扮演)

3.出示尝试题，引导幼儿仿编诗歌。

诗歌里说：“蓝蓝的天空是白云的家，密密的树林是小鸟
家”，

蓝蓝的天空除了是白云的家，还可以是谁的家?密密的树林又



可以是谁的家?(幼儿自由发言后，教师对幼儿的仿编诗句进
行组合，并把诗歌念给小朋友欣赏)

例：

蓝蓝的天空是小乌的家，

密密的树林是蘑菇的家，

绿绿的草地是小兔的家，

清清的河水是水草的家，

红红的花儿是蜜蜂的家，、

快乐的幼儿园是小朋友的家。

幼儿尝试着把仿编内容画下来，再交流仿编的诗句。

幼儿编出;蓝蓝的天空是太阳(飞机、月亮、星星、宇宙飞船、
外星人、直升飞机……)的家。

密密的树林是狐狸(孔雀、大象、大灰狼、长颈鹿、啄木
鸟……)的家。

大班古诗江南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五

1、通过欣赏诵读《小池》《江南》，感受古诗所描写的'意
境，欣赏两首诗的异同。

2、认读有偏旁的汉字，知道相同偏旁的字都有相关的意义。

：诗文图、字卡、cd碟、教材、古典乐曲。

《山居秋瞑》



1、阅读教材，听录音欣赏《小池》《江南》，跟读、模仿读
诗文。

2、看诗文画面欣赏理解诗文内容：

（1）《小池》写了什么？泉水、树荫、小荷、蜻蜓、一幅水
上的景致画面。

（2）《江南》是怎么写莲花和水中的鲁的？

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塘的东、南、西、北、中，用方位角度
的变化生动传神地描摹出

鱼戏莲戏水的动态。

（4）请幼儿找到诗文的文字部分，找出教师出示的大字卡的
生字，读出来。

《小池》：蜻蜓、荷、荫《江南》：采莲

根据偏旁给字归类：蜻蜓、荷、荫、莲

（5）教师小结“蜻蜓”是“虫”字边的字，“虫”字旁字都
与昆虫有关，请幼儿说说还认识哪些“虫”字旁的字。教师
将幼儿说出的字写出在黑板上，引导幼儿认读。

（6）“荫”和“荷”是“艹”字头的字，“艹”字头的字都
与植物有关，幼儿说说还有哪些字是有“艹”字头。教师将
幼儿说出的字写在黑板上，引导幼儿认读。

小池

杨万里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荫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晴蜓立上头。

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献，

鱼戏莲叶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