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语言美丽的大海教案反思 大
班语言教案及反思对比歌(汇总6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既然
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
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大班语言美丽的大海教案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1、自由，流利的朗读诗歌。

2、让学生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说一说，哪些事情自己做。
3、认识四个生字“自、己、东、西”。

教学重点：

看图说话

教学难点：

认识四个生字“自、己、东、西”

教学准备：

识字课本，字卡，游戏用具

教学过程：

一、活动导入



1、课前准备。每周一首。

2、师生问好。小朋友们，小朋友早上好。

3、课文导入

老师：今天上课之前呀，郑老师要跟你们分享一件神秘的事
情。昨晚有只小花猫跑到我们学前四班睡着了，我们一起把
它叫醒好不好。

叮铃铃叮铃铃，谁醒了。（小花猫）。小花猫醒了会做什么
事情呢？你们想不想知道？

小花猫把它做的事情记录下来藏在了我们课本的第30页，我
们一起来看看小花猫都做了什么事情。

二、学习儿歌

老师：小朋友们，请翻开课本第30页，仔细听老师读一读，
看看小花猫都会做哪些事情了。

老师：认真观察书上的图片，你看到了什么？小花猫在做什
么事情？

（小花猫自己穿衣服，吃早餐，去学校。）

老师：聪明的小朋友迅速打开大脑，说一说小花猫还会做哪
些事情？

（扫地、叠被子、帮助妈妈洗菜。引导：师做动作，学生看
着说）

老师：小花猫变得可真厉害，我们一起来向她学习吧。师领
读，生跟读（带动作）。第2遍，拍手鼓读。



老师：生齐读。（读书了，小手指着）

老师：小花猫会做的事情可真多，可是郑老师觉得我们学前
四班的小朋友也很了不起。你们在家或是在学校都做了哪些
事情，跟大家分享。（要针对孩子们的发言一一讲评）指名
说。分组读，奖励。

老师：所以我们知道了，不管在家还是在学校，自己的衣服
自己穿，自己的作业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老师：小花猫知道我们会做这么多事情，很开心的邀请我们
到它家里去玩。可是呀，小花猫家有一个习惯，每次有客人
来它都会放鞭炮来迎接客人们。

三、学习生字

1、老师：小花猫买了四个大鞭炮来迎接我们的到来，而且呀。
每个鞭炮放出来的声音都不一样。我们一起来听听。

2、依次出示自、己、东、西四个字卡。师带读，生跟读。

四、识字游戏，放鞭炮

老师：1节日到2这是什么炮

学生：1放鞭炮2这是自，自自自

老师：齐读，小组读，齐读。

五、给生字找朋友

1、每个鞭炮放出来的声音都那么有精神。可是鞭炮太孤单了，
我们给鞭炮找找朋友。

谁来给“自”找朋友。(自己，自觉，自然)



谁来给“己”找朋友。（知己，自己）

谁来给“东”找朋友。（东边，东方，东西）

谁来给“西”找朋友。（西边，西方，西红柿）

2、出示最好的朋友。自信（联系校训）、自己、东边、西边。

3、齐读。

六、准备回家。

1、老师：鞭炮也放了，朋友也找了，我们准备开火车开回家
了。

2、火车火车哪里开，火车火车这里开。读生字，词语。

3、老师：火车开啊开，开回到了我们的课文里。我们一起把
生字送回家。在儿歌里找到今天的生字宝宝，用铅笔圈出来。

七、总结，课后小任务

老师：今天我们学习了诗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还认识
了四个生字（生：自、己、东、西）。要把他们牢牢记在心
里。下节课我们一起回来分享，你们回家都做了哪些事情。

教学反思：

优点：整个教学环节井然有序。两大目标：流利的朗读儿歌，
认识四个生字自、己、东、西。教学目标完成。课堂把控渐
渐成型，面对课堂小插曲，能够换成鼓励为主的改正方式，
是自己把控课堂的一种进步。针对学生的每一句发言，都给
予一定的鼓励和简评，激发学生的积极性。环节的过渡自然，
思路清晰。自己的教态温和，语调高低起伏错落有致。是一
次有着进步的公开课。



不足：针对幼儿课堂，自己的语言使用还不够儿化，有待加
强。时间安排上合理性有待提高。学习儿歌的朗读时间上稍
微有些短暂。对于幼儿课堂，不能多次使用同一口号“请坐
端”，可换成：“我想请坐姿最端正的小朋友来回答我的问
题”或者“我喜欢这样坐的小朋友”，适应语言应该更倾向
于鼓励性。争取下次取得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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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语言美丽的大海教案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培养幼儿思维的灵敏性与语言表达的灵活性。

2、引导幼儿理解儿歌的内容，熟读儿歌并学会仿编儿歌。

3、学习汉字：“高”、“个”。

教学重点难点



1、学会恰当运用对比字/词。

2、学会仿编儿歌。

教学方法与手段

情景教学法讲述法观察法

教学准备

儿歌图片字卡语言表达教材

一、课前准备

1、幼儿律动《我的身体》

2、师生问好

二、导入

三、新授

1、出示图片长颈鹿和小猫。第一对赶到现场的是谁呢？

（1）观察长颈鹿和小猫的外形，引导幼儿说出长颈鹿高，小
猫矮。

（2）引导幼儿读第一句歌词：什么高，什么矮，长颈鹿和小
猫站一块。多种方式读几遍。

（3）长颈鹿和小猫用的是哪两个字来做对比的？你知道是什
么吗？（高矮）用动作表示高和矮。

（4）引导幼儿仿编一句儿歌。



2、出示图片大象和金丝猴，引导幼儿说出大象胖，金丝猴瘦。

（1）观察大象和金丝猴的外形，引导幼儿说出大象胖，金丝
猴瘦。

（2）引导幼儿读第二句歌词：一个胖，一个瘦，大象驮个金
丝猴。多种方式读几遍。

（3）谁还能用谁胖和瘦做对比，引导幼儿仿编儿歌。

刚刚小朋友们帮助了小动物们完成了对比活动，小动物们为
了表示感谢，特意摘了动物王国里最好吃的水果送给大家。
在吃水果之前，老师要考一考小朋友。

3、出示图片苹果和枣，引导幼儿说出苹果大，枣小。

（1）观察图片，引导幼儿读第三句儿歌：什么大，什么小？
一个苹果一个枣。

（2）引导幼儿用大和小仿编儿歌。

4、出示图片葡萄和桃，引导幼儿说出葡萄多，桃少。

（1）观察图片，引导幼儿读第四句儿歌：什么多，什么少？
一串葡萄，一个桃。

（2）引导幼儿用多和少仿编儿歌。

四、回归课本，引导幼儿诵读儿歌。

1、教师示范朗读。

2、幼儿跟读（多种形式朗读儿歌）。

五、学习汉字：“高”、“个”。（游戏识字）



六、游戏活动

唱反调

老师：“我说高”

幼儿：“我说----”

边说边做动作。（高矮、胖瘦、大小、等）

七、联系实际，仿编儿歌。

1、寻找班级中能做对比的物品。

2、出示实物，让幼儿做对比。

八、总结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对比歌》，学会了身边的事物
做对比，编出悦耳动听的儿歌，希望小朋友们回家把你自己
编的对比歌读给爸爸妈妈听。

大班语言美丽的大海教案反思篇三

古诗在中华文明灿烂的历史长卷中是绝妙的华章，也是人类
文化瑰宝。(望庐山瀑布)是一首七言绝句诗，诗人李白运用
夸张的创作手法，再现了庐山瀑布的雄伟壮丽。这首诗用字
十分精彩，“生”字描写了烟云冉冉上升;“挂”字化动为静，
赞颂了大自然的神奇力量：“飞”字生动写出瀑布喷涌的景
象：“落”字则描画出巨流倾调的气势。“疑是银河落九
天”是此诗的精髓之句，比喻奇特、夸张。教师在活动中可
通过课件、视频等手段，让幼儿感知“银河”与“瀑布”的
壮美之处，充分理解“银河从天上泻落到人间”的新奇比喻，
进一步感受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活动目标】

1.了解古诗大意，理解“银河从天上泄落到人间”的比响，
体会诗文意境的美好。

2.能用语言表达自己对古诗的'理解并有感情地朗通古诗。

3.感受大自然的神奇美丽，展开想象，体会诗人对祖国大好
河山的热爱之情。

4.通过倾听教师对图书书面语言的朗读，提升依据画面展开
想象并用较丰富的语汇进行表述的能力。

5.通过视听讲结合的互动方式，发展连贯表述的能力。

【活动准备】

【活动建议】

1.播放庐山瀑布视频，引导幼儿认识瀑布，感受庐山的美。

提问：你觉得布像什么?来到这么美的地方，你的心情是怎样
的?小结：庐山是我国的名山，是一个风景秀丽、令人向往的
地方。

2.教师完整朗通古诗《望庐山瀑布》，引导幼儿欣赏、理解
诗意。

(2)结合课件，引导幼儿理解古诗含义，重点理解关键词
语：“生看”、“挂”、“飞流直下”。

(3)播放银河与瀑布的课件，引导幼儿感受银河的壮美，理
解“疑是银河落九天”一句的精能。

3.幼儿尝试随着音乐欣赏图片并朗通古诗。



(1)教师结合图片朗通古诗，幼儿小声跟念。(请幼儿说说诗
人李白当时的心情。)

(2)请幼儿阅读《我爱你中国》第32页，指读古诗《望声山瀑
布》。

(3)请幼儿配乐朗诵古诗。

4.请幼儿玩游戏“诗画配对”，感受中国古诗的魅力。

附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教学反思

当我上完这节课时，我觉得有些不足之处，在孩子们提起对
古诗的朗读兴趣时，没有很好的反复朗读练习。在使用贴图
画时，有些局限了孩子的想法，应该大胆的让孩子自由的发
挥，开拓他们的思维、想象力、创造力。

如果重新上这节课，我会让孩子们自由的发挥，让他们有无
限的空间去开拓思维，创造自己心中的美图。让他们对古诗
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大班语言美丽的大海教案反思篇四

1、初步了解故事内容，知道钱鼠的由来。

2、能够根据画面猜想故事情节。



3、感受中国古典民间故事的趣味。

4、通过加入适当的拟声词去感受图画书的诙谐、幽默。

5、通过观察图片，引导幼儿讲述图片内容。

1、多媒体课件两个《钱鼠来了》；

2、教学大书《钱鼠来了》；

3、书架一个。

【

一、展示动画封面，引导认识书名。

1、小朋友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一本很有趣的图画书，请你先
看看书的封面上有什么然后猜猜书名？（问3个）

2、提问引发探究。

小朋友说完指着老鼠：“小朋友看树的两边有什么？那你能
猜出书名吗？”

3、（说完打开书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停顿一下）
为什么把老鼠叫做钱鼠？

。

1、师交代“请小朋友带着‘为什么把老鼠叫做钱鼠’这个问
题，认真观看动画片。这是无声动画，所以在看的时候你可
以小声把你看到的画面讲给你的同伴听。（提问5~6个）里面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刚刚小朋友说了很多了，那为什么把老
鼠叫做钱鼠呢？我们一起来来听一听这个故事”。



2、提问：你看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能够根据画面
猜想故事情节）。

2、教师讲述到p17阿灰邀请阿强到家里做客时稍作停顿，问：
阿强到阿灰家做客带了什么礼物？阿灰是怎么招待阿强的？
阿强说了什么？请你先跟你旁边的小朋友讨论下，然后告诉
我。

1、完整观看有声动画。提问拓展认识。

2、问：你们觉得钱鼠来了这个故事有趣吗？

钱鼠来了这个故事是我们中国古代老百姓中间传诵的故事，
里面穿插了很多丰富的想象，里面两只老鼠给老公公老婆婆
带来了很多铜钱，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认为老鼠就代表了财
富。你们还有听过哪些我们中国的民间故事？（如果不知道
教师具体：有没有看过西游记、哪吒啊？这些都是我们中国
经典的民间故事。以后老师还继续给小朋友带来更多的民间
故事好不好？）

小百科：钱鼠 （臭鼩） 俗称钱鼠的臭鼩虽然名子中有个"
鼠"字，加上外形酷似我们一般认知的老鼠，所以很容易被误
认为老鼠一族。其实钱鼠是一种原始的哺乳动物，在分类上
属于食虫目，而一般的老鼠则是啮齿目。

大班语言美丽的大海教案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1、初步学会朗诵古诗，理解古诗的意境。

2、通过各种不同方法的学习，激发幼儿学习古诗的兴趣。

3、理解故事内容,知道做事要认真、要有耐心。



4、引导幼儿充分想像合理的故事经过，锻炼自己口语的表达
能力及思维能力，创编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教学重点：学会朗诵古诗。

教学难点：在教师的引导下理解古诗的意境。

教学准备：三角形、圆形、长条形各一个，课件。

教学方法：愉快教学法

1.老师把它们拼成一幅图猜一猜象什么?(用三角形、圆形、
长条形拼成一个人在钓鱼的图片)

老师看了这幅图就想起了唐代大师柳宗元写的一首《江雪》
你们想听吗?

2、老师有表情的.朗诵古诗《江雪》

3、这首古诗还有一幅美丽的画呢，我们一起来看。(出示多
媒体)

(1)你看见了什么?这幅画上是什么季节?冬天会怎么样?山上
都是雪，小鸟怎样了?(千山鸟飞绝)

(2)路上也没有行人，天气寒冷人们怎样了?(万径人踪灭)

(3)江面上有什么?船上有谁呢?他穿着什么?带着什么呢?(孤
舟蓑笠翁)

(4)他在干什么?(独钓寒江雪)

4、我们一起来看这首古诗(多媒体出示古诗)

(1)小朋友，请你找一找在这首古诗中你认识哪个字宝宝?



(2)幼儿跟老师朗诵古诗2—3遍。(不同的方法朗诵)

(3)老师把这首古诗编成了一幅节奏图：这是几拍子的节奏?
幼儿练习打二拍子的节奏。看节奏一边拍手一边朗诵古诗。

(4)我们听着音乐来唱一唱这首古诗。

三、结束部分

1、幼儿操作：画出这首古诗中你认识的字宝宝，画出来给后
面的老师读一读，你读的对不对，然后朗诵给老师听，你会
得到一颗五角星。

2、总结

师：小朋友们今天学习了什么?

3、作业

把学会的古诗朗诵给爸爸、妈妈听。

板书设计：

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活动反思：

本节课，准备的开放性问题较多，幼儿能开动脑筋，大胆参
与活动，连平日不爱张嘴说话的小宝宝都参与了互动。但是
本节课内容太多，在撕纸游戏环节，宝宝们由于时间的问题
没有尽兴。



大班语言美丽的大海教案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喜欢有趣的对比歌，愿意参与到表达活动中来。

2、联系生活实际，能够恰当地运用反义词。

活动准备

各种动物图片、实物(粗细的绳子、长短不同的格尺、铁丝)

活动重难点

重点：恰当地运用反义词。

难点：仿编儿歌。

活动过程

一、活动引入：

悄悄地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今天我们要学习一首儿歌叫
《对比歌》。学了对比歌你就会交好多反义词朋友。小动物
们听说我们要交反义词朋友，都着急了，什么是反义词呢?你
们想不想知道啊?跟小动物们一起寻找反义词吧。

二、朗读儿歌，理解反义词：

1、出示图片骆驼和羊。第一对赶到我们班的好朋友是谁呢?

(1)观察骆驼和羊的外形，引导幼儿说出骆驼高，小羊矮。

(2)引导幼儿读第一句歌词：一个高，一个矮，骆驼小羊站一
排。多种方式读几遍。



(3)骆驼和小羊学会了第一对反义词，你知道是什么吗?(高
矮)用动作表示高和矮。

(4)找找图片中还有谁高谁矮?并试着仿编一句儿歌(一个高，
一个矮，大树小草站一排)

(5)想想我们班中谁高谁矮?试着仿编一个句儿歌。

2、第二对来到我们班级的好朋友是大象和金丝猴。

(1)观察大象和金丝猴的外形，你能想到哪对反义词?

(2)引导幼儿读第二句歌词：一个胖，一个瘦，大象驮个金丝
猴。多种方式读几遍。

(3)胖和瘦是一对反义词，你还能想到谁胖谁瘦?把胖瘦的小
朋友请到台前来，大家仿编儿歌。

3、依次出示图片：乌龟、兔子，乌鸦、仙鹤，鸽子、小鸟。
学习反义词：快、慢，黑白、多少。

4、据图片带领幼儿完整地读儿歌。

5、小结：你都认识了哪几对反义词?

三、联系实际，寻找生活中的反义词。

1、寻找班级中能用反义词表示的物品。

2、出示实物，让幼儿用反义词来表示。(长短不同的格尺、
粗细不同的绳子、铁丝等)

四、游戏活动

1、唱反调



老师：“我说高”

幼儿：“我说----”

边说边做动作。(高矮、胖瘦、大小、快慢、哭笑、前后等)

2、比比谁找得多

五、总结

听，小动物们说什么?他们说今天学到了好多的反义词，你们
学会了吗?一起来跟小动物们背背反义词歌吧。

活动反思

在培养幼儿的'语言时，要把握每个幼儿的实际，掌握幼儿学
习语言的规律，有计划地进行培养和训练，让幼儿多看、多
听、多说、多练，培养良好的语言习惯，创设良好的语言环
境，那么，幼儿的语言一定会健康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