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社区干部下一年工作计划(实用5
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

语言课秋天教案篇一

在活动的目标和活动的环节做了改动，我觉得学习故事都是
有道理的，关键是通过故事让幼儿明白道理，弄清楚故事的
各个环节才可能去发挥，真正地理解：蓝汽车为什么喜欢到
处喷蓝色？因为喜欢，是不是喜欢的'事情就可以做？它做了
以后给他人和自己带来哪些麻烦？一些问题的提出帮助幼儿
有效地弄清楚故事的意义。

结合实际,请幼儿看一看生活中一些被他们乱涂乱画的地方，
这些地方他们是不自觉地画的，在画的时候也是他们自己喜
欢的，中班的幼儿对周围环境的认识还处在自我为中心之中，
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周围造成影响，通过听说故事，感到自
己和蓝汽车做了一样的事情，认识自己行为的不当，知道不
应该乱涂乱画，感悟到世界的美丽不光是五彩缤纷的色彩，
还需要干净整洁，愿意当保护环境的小天使。

语言课秋天教案篇二

快乐来自心晴，大家可能觉得我前面的字打错了，应该是心
情，为什么用心晴，那是说心里充满了阳光，像晴朗的天气
一样的时候我们会很快乐，故事《兔宝宝找快乐》向孩子们
展示了小兔子从帮助别人中找到快乐的一个过程，也是心情
从闷闷不乐转向我“太快乐了”的过程。了解快乐的意义并
不止在帮助别人，还在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也会快乐的。



活动中首先让幼儿了解故事的内容，一个难过脸的小兔子引
起幼儿的注意，提出如何帮助小兔子，在幼儿提出各自的解
决的`办法后，将孩子们说的内容进行梳理，引入故事的内容
完整讲述，故事中出现了小兔、小猫、小山羊、小黄狗、小
猴子这六种小动物，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对于中班的孩子来
说，比较容易讲述出来。听完故事，我问“兔宝宝现在快乐
吗？它的快乐是什么呢？”能力强的孩子马上说“就是帮助
别人。“但是对于个别能力的弱的孩子，在边上就是听听其
他孩子的回答恍然大悟。

活动学习故事是为了明白道理，不断地进步，结合幼儿在园
的一日生活中小朋友的相互帮助实例，比如在午睡的时候老
师来不及为很多孩子脱衣服，小朋友们会你帮我，我帮你相
互帮助，感到同伴之间的亲情也是特别快乐的。我们的心晴
了。

语言课秋天教案篇三

1、理解作品中的情节发展，能用简单、形象的动作扮演故事
中的角色，初步学说故事中的对话。

2、知道生活中的许多物体都能像镜子一样成像。

理解作品中的情节发展，能用简单、形象的动作扮演故事中
的角色，初步学说故事中的对话。

理解作品中的情节发展，能用简单、形象的动作扮演故事中
的角色，初步学说故事中的对话。

挂图28号；《小朋友的书·我探索我快乐》；磁带及镜子。

一、引发讨论，唤起原有经验。

提问：你们见过冰吗？冰是什么样子的？



小老鼠们也得到了一块冰，它们会把冰当成什么呢？听听故
事，你就知道啦。

二、出示挂图，倾听故事，理解故事第一部分。

1、教师讲述故事。从开始至“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用过镜子”。

提问：小老鼠们得到了一块怎么的冰？

你猜，小老鼠们得到冰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你能学一学他们惊喜的样子吗？

鼠老大想用冰做什么？鼠老二是怎么说的.？鼠小小想用冰做
什么？

2、学一学小老鼠们的话。

3、讨论：如果是你，你怎么用冰做成一面镜子呢？

三、出示挂图2，理解冰镜子的制作方法。

1、教师讲述故事，至“做成可好大的一面冰镜子”。

提问：小老鼠们是怎么做冰镜子的？

四、出示挂图3，教师讲述故事至“大家都排着队，来小老鼠
家照镜子”。

提问：哪些小动物到小老鼠家里来照镜子？小花猫（小兔子、
蛤蟆大姐）是怎样照镜子的？

1、请幼儿学学小动物照镜子的样子。

2、讨论：如果是你，你会用镜子做什么？



五、出示挂图4，倾听故事至结尾，了解冰的特性。

1、猜测：晚上，小老鼠们睡觉了，“滴答，滴答………”咦？
是什么声音？

2、教师讲述故事至结尾。

提问：为什么冰镜子不见了，到哪里去了？

小老鼠们发现冰镜子不见了，会是什么表情？你能学一学吗？

除了用冰做镜子，你觉得还可以用什么材料做镜子？

六、完整欣赏故事录音，给故事取名字。

1、幼儿边听故事边看书“冰镜子”。

师幼一起讲述故事。

我们一起再来看看、讲讲这个故事吧。请幼儿扮演小老鼠，
说说小老鼠的话。

2、给故事取名字。

提问：我们来给故事去个名字吧。

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作出相应回应，引导幼儿了解名字可以
是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或主要事件等。

整个故事，内容比较简单，幼儿能够轻而易举的理解故事的
内容，并且能够说出镜子最后为什么不见了，我想，可能幼
儿的现有经验已经超过了故事的内容。使得这个活动变得异
常的简单，但是在一些讨论的环节上幼儿的思维还是受到了
某些局限，比如说如果是你，你怎么用冰做成一面镜子呢？
如果是你，你会用镜子做什么？在这些问题上，幼儿只是围



着一些故事里的经验进行思考，思维没有发散开来。这是这
个活动中还需要思考的部分。

语言课秋天教案篇四

诗歌《梦来过了》短小简洁，层次清晰明朗，富有儿童情趣，
也符合大班幼儿具体形象的思维和感性的、富有幻想的心理
特点。每个人都会做梦，孩子也会做梦。但对孩子来说，梦
是那么神奇和不可捉摸，对于梦的感受也是那么的难以形容。
将该诗歌作为欣赏载体，让幼儿在理解诗歌内容的基础上，
感受诗歌的意境美。这也是本次教学活动的重点。

美中不足的是，我觉得事先我可以准备一段优美的音乐，在
音乐中，让孩子们听听音乐，说说感受。然后我导入了主题。
“听着这么好听的音乐，甜甜的睡下了，做了一个甜甜的梦。
你想知道是什么梦吗？”相信孩子们都会很好奇的张大眼睛说
“想知道”。于是，我把自己的梦和小朋友分享。接着，我
与孩子们都讨论起各自的梦，孩子们的梦有的是梦见自己变
成超人打败了怪兽。有的是变成了一只漂亮的蝴蝶在花丛中
飞舞，有的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小公主等等。而我则
是由自己做梦引出一个小朋友做梦，引出了诗歌。

如果我在优美的音乐声中，朗诵起诗歌。孩子们会更安静的
倾听，仿佛就像自己正在做梦一样。有了前面讨论的铺垫，
再通过“梦什么时候来的？”“梦什么时候走的？”“梦去
了哪里？”这些问题的.回答，孩子们对诗歌很快就掌握并熟
悉。

最后环节，如果有音乐，孩子们自己跟着音乐朗诵诗歌，感
受到梦是很美的。是虚幻的，是抓不住，留不住的。这样活
动可以在好朋友之间说说刚才的梦中结束。

活动反思：



本次教学活动达成了我预期的效果，活动的完成基本完成活
动目标。活动的重点的考量也很好，因为，这首诗歌是很简
单易懂的，但是诗歌的学习不仅仅是会读、会表演。而是让
孩子们在学习诗歌的同时，感受到诗歌《梦来过了》这一文
学作品所带来的意境美。

1、导入环节。

孩子们的想象有点太偏、太杂。如果在优美的音乐声中，感
受那种美的意境，一定会渲染的很好，但我觉得我的导入有
点偏离了活动的主旨，如何让孩子们发挥充分的想象，却又
要让孩子们的想象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在说说自己的梦的时
候，孩子们的梦千奇百怪，大部分孩子的梦是美好的，但还
有个别幼儿的梦是很可怕的，我没有加以引导，没有将这几
个孩子引导这个优美的意境中来。

2、学习诗歌的环节。

我的形式太单一。可让孩子们发挥自己的想象，说一说小男
孩在找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情，他还可以去哪找找，为提
炼梦是留不住的打好基础。

3、结束的环节。

活动太单调。活动结束，可以让幼儿通过游戏的形式，为幼
儿营造一个轻松的活动氛围。让孩子在学中玩，玩中学。

传统的诗歌教学，教师只注重“教”的过程，只是把让孩子
学会背诵诗歌、会表演作为最终的教育目的，而忽略了孩
子“学”的过程，把孩子当成了知识被动的“接受者”，孩
子的创造力不能得到发挥，孩子的主体地位更是难以体现。
只有让幼儿充分的去看、去想、去说、去体验、去发现、去
创造，幼儿才会更快、更好的掌握诗歌内容，同时获得诗歌
以外的能力发展，为其终身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语言课秋天教案篇五

《兔宝宝找快乐》是一篇趣味性很强的童话故事。故事里的
小动物是孩子非常熟悉，也非常喜爱的。故事通过小猫咪给
兔宝宝出主意，兔宝宝按小猫咪出的主意，在帮助别人中找
到了自己的快乐。我通过分段教学，小朋友通过仔细的观察，
理解兔宝宝做的每一件好事，分别是帮助哪个小动物。在活
动中，我还运用了自制的多媒体课件教学，通过形象的动物
图象和生动的画面，让孩子更容易的理解故事情节。那么兔
宝宝通过帮助别人得到了快乐，那么小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
乐意帮助别人吗？这个问题立刻引起了孩子们讨论的兴趣，
有的说在家里帮助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做很多事，有的说在幼
儿园帮助班里的小朋友做事，大家争先恐后，兴趣盎然！通
过讲述，使小朋友们充分体验了帮助别人后的快乐。

突然让我想到这样一则公益广告：一个小男孩看到劳累了一
天的`妈妈下班回家后，给姥姥洗脚，陪姥姥说话，于是，他
也偷偷打来一盆水，端到妈妈跟前，轻轻地说了句：“妈妈，
洗脚。”这不仅让片中疲惫不堪的妈妈感慨万分，也让电视
机前许多父母感叹不已。

最初的爱心，是因为在幼儿期孩子们表达爱的主动性还非常
脆弱，十分容易因为成人的拒绝而退缩，不敢再主动表达爱，
甚至不愿意再主动表达爱。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爱
心”，让孩子从小养成乐于助人的良好行为习惯。

语言课秋天教案篇六

《花脸虎的喷嚏》是我从课外找来的一节中班语言课。虽然
上课前也做了很多工作，和师傅也交流讨论过方法。但真正
实行起来，确实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而且一些问题是我自
己也想不明白的。教学目标应该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旨，整
个活动要围绕目标开展，因此目标确立的准确与否对一个教
学活动来说至关重要。而我的教学目标中就是因为有过多的



社会性目标而偏离了语言领域。这也是后来我的讲课过程出
现问题的一个原因。接着，也是最重要的。作为教师讲述的
故事，我的语言缺乏更多夸张的情感。我知道这是我个人的
一个弱项，语言情感的处理是我的一个“死穴”。但我就是
选择了语言课，也是为了通过大家的指点能使今后更好地上
好语言领域的教学活动。老师们都说，其实一堂语言课，只
要你能把故事讲得生动，让孩子们能进入到这个情境里面，
那么你这个活动也就算是成功了。我也一直很喜欢上海名师
张红老师的`课，虽然只听过两节，但她的课堂氛围是我所向
往的，也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也会谨记今天领导、老师
给我提出的宝贵意见与好点子，我相信通过我接下来的几天
的努力，我的课堂也会变得幽默、生动起来！让我们一起拭
目以待吧！

语言课秋天教案篇七

1.通过观察外型、品尝帮助孩子理解故事内容了解雪花的特
征。

2.通过学说故事中的动物对话激发幼儿对故事表演的兴趣以
及对下雪的'渴望之情。

糖盐各一瓶、背景图和图片、图书

一、激发兴趣

2.你们可真聪明，有一样东西和糖、盐特别象，你们看它是？

二、出示雪花，理解故事

1.小黄狗在说什么呀？谁听见了？天上是在下糖吗？为什么？

2.小花猫说了什么呀？天上会下盐吗？



3.他们两个吵的那么厉害，你们能想想办法吗？

4.花母鸡为什么要尝尝呀？花母鸡想了个什么好办法？

5.那么冷的天，他们为什么不怕冷，还跑到外面来呀？我们
在雪地里可以干什么呢？

三、师生共读

四、故事表演

1.这个故事里有几个角色啊？他们是？一一出示，大家数数

2.分配角色，演两次

3.投入区域

《雪花》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活动开始我就播放了动画，
孩子们听得可认真了，整个故事内容幼儿基本上都能理解，
在分角色扮演这个环节，幼儿参加的积极性也都很高，不知
不觉中活动还算顺利。只是对于有关雪的一些特性，孩子们
还不太清楚，有的幼儿觉得雪是有味道的，可惜现在这边还
没下雪，不能让幼儿自己去吃一吃雪到底是什么味道，只能
通过我的描述来了解雪，但是幼儿并不能真正了解。

语言课秋天教案篇八

1、用较准确的语言讲述画面的内容;

2、教育幼儿遇事应动脑筋想办法。

3、初步理解故事情节，理解故事中语言的`重复性特点。

4、学习有序、仔细的观察图片，理解图片，并用较清楚的语



言描述图片内容。

汽车模型。

1、引出课题;

2、逐幅图观察、提问、理解、讲述;

3、情景表演;

4、指导幼儿看幼儿用书讲述;

5、评价、结束课。

活动结束后，我认真反思了这节课，教育活动应以幼儿的需
要、兴趣，尤其是幼儿的经验来进行教学决定，在活动中我
对自己角色的定位是一个参与者，我希望和孩子共同发现、
探讨、寻找，让孩子在观察时享受探索的快乐。一节课下来，
我个人认为，我设计的这节课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