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活动春天的小花园 春天中班
谈话活动教案(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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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活动春天的小花园篇一

理解故事内容，了解并说出春天的基本特征活动难点：学说
故事中的对话，并能分角色进行表演。

《春天的电话》课件，故事动画，数字卡片、小黑熊、小松
鼠、小白兔、

小花蛇、小狐狸图片、头饰。

（一）启发谈话，引起幼儿听故事的兴趣。

1、（播放打雷）师：“听，这是什么声音？”（打雷声）

2、（出示小黑熊)师：“看！谁被吵醒了？”（小黑熊）

3、师：“小黑熊被吵醒后，他推开窗户一看，啊，原来是春
天来了。它好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的小动物，你觉得它会
用什么办法？”（交流想法）

（二）分段欣赏故事，引导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1、播放课件，讲述故事第1-2段。

2、播放课件，讲述故事第3段。



3、播放课件，讲述故事第4段。

4、播放课件，讲述故事第5段。

5、播放课件，讲述故事第6段。

师：小狐狸给谁打的电话？小黑熊的电话号码是什么？小狐
狸对小黑熊说了什么？

6、播放课件，讲述故事第7-8段。

师：是谁第一个告诉小伙伴春天来了？后来为什么大家都知
道春天来了？

引导幼儿交流：你们喜欢故事中的小动物吗？为什么喜欢它
们？

中班活动春天的小花园篇二

1、理解故事内容，知道春天的一些季节特征。

2、体验伙伴间相互关心团结友爱的精神。

3、感知故事中电话号码的排列顺序，初步找出其中的规律。

1、事先带领幼儿外出找过春天。

2、多媒体课件、动物头饰、数字卡片

情景教学法、愉快教学法

1、谈话：春天来了，我们一起找春天。小朋友们看到的春天
里有些什么？

总结：我们看到的春天里有黄黄的油菜花、绿绿的麦苗、好



看的蚕豆花、青青的小草、美丽的豌豆花……春天真美啊！

2、教师边操作课件边讲述第一遍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小动物们是怎么找到春天的。播放多媒体
课件，感知故事内容。

3、师幼互动，理解故事内容，学习小动物的对话语言：

好听的.故事欣赏完了，你们听到故事里有哪些小动物呀？教
师逐一出示动物图片。

4、分段讲述

第一段：

（1）睡了一个冬天的小胖熊被一阵轰隆隆的雷声惊醒了……

（2）小胖熊要把这个好消息打电话告诉好朋友小松鼠。

（3）听小胖熊在电话里给小松鼠说些什么话？

第二段：

（1）小松鼠听完电话后，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白兔，于是
就给小白兔打电话。

（2）小白兔的电话号码是23451，哪位小朋友来为小松鼠把
号码排出来。

（3）小松鼠对小白兔说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第三段：

（2）小白兔就给小花蛇打电话，号码是34512，哪位小朋友



来把小兔的号码排出来。

（3）小白兔对小花蛇了说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第四段：

（1）小花蛇听完电话后也好开心，他想到了给好朋友小狐狸
打电话，小狐狸的电话是多少呢？请小朋友猜一猜。

（2）小花蛇会对小狐狸说什么呢？先和好朋友说说，然后听
一听。

第五段：

（1）小狐狸听完电话后想到了好朋友小胖熊，就给小胖熊打
电话，号码是多少呢，请小朋友猜一猜。

（2）小狐狸对小胖熊会说什么呢？

教师小结：你们发现电话号码的秘密了吗？原来只要把号码
最前面的数字宝宝排到队伍后面去，就成了另一个小动物的
号码了。

第六段：

（2）后来小松鼠对大家说：“应该谢谢小黑熊，是它第一个
给我打电话的，小胖熊会说什么呢？”

5、故事讲完了，你喜欢这些小动物吗？为什么？

略

中班活动春天的小花园篇三

1.了解风筝的制作步骤,学习制作风筝。



2.能用多种形式设计不同图案造型的风筝。

3.感受春天的美好,体验制作风筝的乐趣。

4.引导幼儿能用辅助材料丰富作品，培养他们大胆创新能力。

5.在创作时体验色彩和图案对称带来的均衡美感。

2.活动前请幼儿欣赏“潍坊风筝节”风筝漫天飞舞的视频。

1.请幼儿阅读《春天你好》第28页,欣赏不同样式的风筝,观
察风筝的造型、图案、颜色提问：画面中有什么样的风筝?有
哪些好看的图案和颜色?你想制作什么样的风筝?引导幼儿了
解风筝的不同造型和图案。

2.引导幼儿阅读《春天你好》第29页,探索风筝的制作方法

(1)请幼儿观察风筝的制作步骤,讨论风筝的制作方法。

提问:风筝为什么能飞起来?怎样又快又好地拼插风筝的骨架?
风筝的尾巴有什么作用?小结:风筝的骨架左右是对称的,风筝
的尾巴能保持平衡。

(2)请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材料装饰、制作风筝。

提问:你想设计一个什么样的风筝?用哪些材料哪种方法进行
装饰?

3.幼儿装饰风筝,教师观察并给予指导

提醒幼儿风筝的骨架要拼插结实,指导幼儿用涂色、组合图案
线描、剪贴等方式进行装饰,注意装饰图案要对称,鼓励幼儿
设计独特的风筝。

4.展示幼儿自制的风筝,鼓励幼儿互相欣赏、交流。



鼓励幼儿向大家介绍自己制作的风筝的造型和图案,引导幼儿
互相欣赏。

请幼儿到户外放飞自己制作的风筝,进一步感受春天的美好。

幼儿学习兴趣高，师生互动较融洽，完成了此次教学目标。

幼儿在动手制作风筝的时候，老师没有关注到个别动手能力
较弱的幼儿。

中班活动春天的小花园篇四

1、理解诗歌的内容，感受春天的变化。

2、学习词：绿绿的、红红的等重叠词。

3、尝试仿编诗歌，发挥幼儿的想象力。

1、背景音乐。

2、诗歌《春天的梦》的课件。

3、图片：苹果、香蕉、太阳、大树等。

一、引出课题

1、师：小朋友我是春风姐姐想和你们交个朋友，你们愿意吗？
我们一起跳个舞吧。

然后与孩子们一起跳《春天真美丽》

2、与小朋友讨论梦：小朋友，你们晚上做梦吗？都梦见什么
了？

3、出示春风姐姐的梦：春风姐姐做了一个梦，梦见春天到了



特别漂亮。春风姐姐爱做梦，梦是美美的。

二、欣赏和理解诗歌《春天的梦》

放诗歌《春天的梦》的录音，幼儿欣赏。并提问你们听到了
什么？

2、熟悉和理解诗歌的内容幼儿欣赏完一遍诗歌后，提问：

诗歌的`名字是什么？

小草的梦是怎样的？为什么？（学习词：绿绿的。因为绿色
的小草最美）小花的梦是怎样的？为什么？（学习词：红红
的。因为红红的花最美。）小燕子的梦是怎样的？为什么？
（学习词：请幼儿跟读词语暖暖的。）宝宝的梦是怎样的？
为什么？（学习词：甜甜的。像这样两个字一样的词叫重叠
词）

3、幼儿边看课件边欣赏诗歌，并和教师一起表演诗歌。

三、仿编诗歌

2、将幼儿仿编的诗歌组合起来，成为一首新的诗歌《水果的
梦》。

3、请每一名幼儿选一个图片，并说说它们的梦是什么样的。

4、请幼儿到前面创编图片的梦，并把幼儿说的编成好听的诗
歌，让幼儿体会成功的喜悦。

四、结束小朋友我们也在甜美的音乐中做个《甜甜的梦》结
束活动。

附录：诗歌《春天的梦》



小草爱做梦，梦是绿绿的。

小花爱做梦，梦是红红的。

小燕子爱做梦，梦是暖暧的。

小朋友爱做梦，梦是甜甜的

中班活动春天的小花园篇五

中班美术活动《春天的树林》预教反思示范是教师通过自己
的语言、动作所做的教学表演，为幼儿提供具体模仿的范例。
示范画教学能够在美术教学中延用多年而不被替代，是有其
客观原因和存在价值的。首先，示范可以利用儿童对教师的
崇拜心理。吸引儿童注意力，激发其学习兴趣。从而保证课
堂教学效果。其次，示范是促使儿童掌握正确绘画方法的最
简捷途径。当然，示范的负面作用也不可忽视。因为每一张
示范画只有一个风格，只能体现教师本人的想法．缺少了个
性化的因素．势必容易导致千篇一律。《3—6岁儿童学习与
发展指南》中明确指出：幼儿绘画时，不宜提供范画，特别
不应要求幼儿完全按照范画来画。在中班美术活动《春天的
树林》预教中，我没有为幼儿提供范画，并尽量减少示范，
我想通过给幼儿最充足的感知时间，让他们通过实物、图片、
整体、细节来感知树林和树木的各部分特征，由于孩子们观
察得多了，因此在活动中能清楚的表达树木的特征，我认为
时机成熟了，是让孩子们用画来表达的时候了，可是在作画
的过程中，我惊讶的发现，孩子们笔下的树木一律都是先画
一个大大的框然后在里面涂色，树枝从树干的最低处向上排
列生长,树林里的树排成了整齐的一横排……很明显他们的画
都是老师的范画模子，难道孩子们真的已经适应了示范？孩
子们只能用语言表达而无法用美术语言表现出来吗？一个又
一个的疑问接踵而至。

一个个教学环节在脑中不断回放，我决定，还是从自己身上



先找原因，活动中需要孩子掌握树木的特征、树林的色彩以
及空间关系，还要学习拓印的方法和用色的技巧，一个活动
中的知识点太多了，导致幼儿无法吸收掌握，对树林里树木
布局的难点的解决不够，幼儿难以将空间关系形成表象并再
现，容易产生不会画或画得一团糟的现象，应该进行适当删
减和调整。我决定将空间关系和学习拓印的方法作为活动的
重难点，其他技能先行安排活动解决。

那么，接下来的拓印的方法和树林里的树木布局要怎样来解
决呢？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我采用了念口诀的方法徒手练
习拓印，把拓印树叶的要领总结成有趣的小鸡啄米——“轻
轻点，快快提”六个字，简单顺口。画面的布局是个难点，
怎样不会使示范成为机械的模仿，又能解决幼儿的表现与技
能之间的矛盾呢？我运用ppt的课件，欣赏时，在画面中按前
后的顺序让树木依次出现，有意引导幼儿观察树木的位置。
把幼儿肢体动作表示环节调整到整体欣赏后进行，改成种小
树的方式引导幼儿通过调整与同伴间的位置关系了解树木间
的空间关系。绘画前的讨论中，再一次运用ppt演示，强调树
木在画纸上的空间关系，通过亲身体会和两次的ppt演示点拨，
我希望能够达到不需要完整示范，而是由感知开始导入创作，
幼儿也能将表象以美术的语言再现出来，改变“千人一面”
的作品模式，让孩子们创作出一片属于他们自己的春天的树
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