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语言教案轮子歌教学反思中
班 幼儿园小班语言教案教学反思(优秀5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
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幼儿园语言教案轮子歌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1、理解故事的发展情节，能用动作、表情表达自己的理解。

2、认识呱呱筒、手铃、小鼓的名称，感知对比鲜明的声音强
弱与快慢的变化。

3、养成倾听的兴趣和习惯。

重点：理解故事的发展情节，鼓励幼儿用动作、表情表达自
己的理解。

难点：能感知对比鲜明的声音强弱与快慢的变化。

一、开始部分

1、听声音，感受乐器的音色，认识新乐器——呱呱筒。

老师将乐器藏在身后，发出刮奏乐器的声音，请小朋友听一
听、学一学这种声音，并猜一猜这个乐器的名字。

2、玩游戏"小鼓会唱歌"，感受声音的轻与重和快与慢。

（以听辨三种不同乐器的声音进入活动，锻炼幼儿倾听的能



力，并为后面的活动做铺垫。）

二、基本部分

1、看提线纸偶戏《大象和蚊子》。

教师事先做好一群小蚊子，用线将小铃铛和纸折的蚊子串在
一起；纸偶大象，注意突出大象胖胖的形象。

（伴随着乐器进行木偶表演，使木偶表演更加生动有趣，突
出了角色形象的特征，还能让幼儿了解到乐器的使用方法。）

2、以乐器在故事中发出的声响为线索，引导幼儿回忆故事的
主要情节。

（咚——咚——咚——、呱——呱——呱——、咚！咚！三
种不同的声音起到了帮助幼儿理解故事情节和记忆故事的作
用。）

3、分角色表演故事。

（小小的手铃使幼儿很快进入到角色之中，并将自己对故事
情节的理解表现出来。）

三、结束部分

再次表演，大象、小蚊子的形象都由孩子扮演。

（从认识乐器到自选角色的表演，总有新内容、新要求，幼
儿始终有最近发展区。由老师带领、引导，到幼儿自由选择
角色表演，幼儿的倾听、理解、表演能力都得到了发展。）

四、延伸活动

在表演区投放乐器、木偶和靠垫，鼓励幼儿在表演区进行表



演。

活动目标的制定：活动目标是教育活动的起点和归宿，对活
动起着导向作用。因此我依据本班幼儿的语言发展特点制订
了以下目标：

1、理解故事的发展情节，能用动作、表情表达自己的理解。

2、认识呱呱筒、手铃、小鼓的名称，感知对比鲜明的声音强
弱与快慢的变化。3、养成倾听的兴趣和习惯。

重难点的突破：本次活动的重点是：理解故事的发展情节，
鼓励幼儿用动作、表情表达自己的理解。难点是：能感知对
比鲜明的声音强弱与快慢的变化。活动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对幼儿和教学内容进行细致的分析后，就如何突破重难点提
出了有效的指导方法。如在第二个环节中，我伴随着乐器进
行表演，使表演更加生动有趣，不但突出了角色形象的特征，
还能让幼儿感知对比鲜明的声音强弱与快慢的变化。帮助幼
儿理解故事的发展情节，轻松突破了重难点，优化了活动内。

教学方法：教学中，我主要采用了情景体验法和介入法。情
景体验法是以兴趣为催化剂，以乐器的声音、肢体的动作、
故事的情节带动幼儿一起参与角色游戏，注重让幼儿体验到
成功的快乐。使他们具有积极参加语言活动的兴趣。通过介
入法有效地突破了重难点，进一步提升了幼儿语言的运用能
力。

活动过程的组织：结合幼儿园教育工作原则和本次活动的目
标，我设计了以下几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以听辨三种不同
乐器的声音进入活动，锻炼幼儿倾听的能力，并为后面的活
动做铺垫。第二个环节是教师伴随着乐器进行表演，使表演
更加生动有趣，不但突出了角色形象的特征，还能让幼儿了
解到乐器的使用方法。第三个环节是以乐器在故事中发出的
声响为线索，引导幼儿回忆故事的主要情节。咚——咚——



咚——、呱——呱——呱——、咚！咚！三种不同的声音起
到了帮助幼儿理解故事情节和记忆故事的作用。角色表演中
孩子们戴上小手铃表演小蚊子。小小的手铃使幼儿很快进入
到角色之中，并将自己对故事情节的理解表现出来。从认识
乐器到角色的表演，总有新内容、新要求，幼儿始终有最近
发展区，他们的倾听、理解、表演能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提
升和发展。

教学的不足：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让孩子们自选角色表演，在
以后的引申活动中应让幼儿多自由表演。

幼儿园语言教案轮子歌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能够记住故事的主要情节，知道做事情不可以图省力。

：感受石头的坚硬和沉重、草的轻软。

：活动室

：集体活动

：1、出示草、树枝、石头，让幼儿观察、触摸、搬动，让幼
儿体验草的轻软，石头的坚硬和沉重。接着，老师演示草和
树枝比石头易被破坏，因为石头结实。

2、讲述故事《小猪盖房子》，然后让幼儿说出基本内容。为
什么猪老大、老二的房子会被破坏？引导幼儿说出它们图省
力是不行的。

3、教师利用故事插图重述故事，鼓励幼儿一起说他们会的部
分。

4、引导幼儿再次讨论故事的意义。



：把《小猪盖房子》系列图片放在图书区，鼓励幼儿自己看
图讲故事。

幼儿园语言教案轮子歌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1．创设情境，在理解儿歌内容的'基础上，初步学会儿歌。

2．根据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尝试更换原来的一些词。

教学挂图《不挑食》、吃饭的场景（桌子、椅子、米饭、鱼、
青菜、鸡蛋等）、小熊嘟嘟布偶。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尝试更换原来的一些词。

1．观察图片，讲述内容：——“真香呀，小熊嘟嘟在吃什
么？”教师朗诵儿歌，然后请幼儿说说听到了什么。

2．创设情境，表演儿歌：——“谁来当小熊嘟嘟？”（一幼
儿表演，其他幼儿朗诵儿歌）（集体边表演小熊嘟嘟，边朗
诵儿歌）。

3．幼儿仿编：——“还可以请小熊嘟嘟吃什么呢？”请幼儿
尝试仿编其中的一两句，教师将幼儿的仿编内容总结。幼儿
将自己的仿编内容进行表演。

附：儿歌（不挑食）给米饭，吃。

给青菜，吃。

给鸡蛋，给鱼，都吃，都吃。

为了长好身体，小熊一点儿不挑食。



幼儿园语言教案轮子歌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手口一致地点数1。

观察活动室，能正确找出数量是1的物品。

神秘袋、杯子、铅笔、书、小皮球。

“1”的数字卡。

形式：集体

1老师将杯子、铅笔、书、小皮球放入神秘袋内。

2老师请幼儿轮流从袋中取出一件物品，并说出该物品名称。
例如一个杯子、一支铅笔、一本书、一个皮球等。

3当幼儿说出该物品时，老师同时举起“1”的数字卡，说明1
的数字和数量。

4出示神秘袋内所有物品，请全班幼儿数数每种物品的数量。

5与幼儿一起观察活动室里有什么东西的数量是1。例如垃圾
桶、饮水机、白板、厕纸架等。

6请小朋友取任意的一件玩具，放在筐中。

能点数1的数量。

户外活动时，每人捡一片落叶，复习巩固对数量1的理解。

幼儿园语言教案轮子歌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轮子在孩子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玩具汽车上有圆圆的轮子，



溜冰鞋上有圆圆的轮子，自行车上有圆圆的轮子，摩托车上
有圆圆的轮子。他们都因为有了轮子才跑得快。孩子们对圆
圆的轮子很感兴趣，但他们只对轮子的滚动感到好玩，对轮
子的作用等了解很少，为了让孩子们更多的了解轮子，设计
了本主题。

1.通过实验，知道轮子是圆形的，会滚动。

2.寻找生活中的轮子，发现轮子的用处。

3.激发思考与探索问题的兴趣。

4.培养幼儿动手操作能力，在活动中大胆创造并分享与同伴
合作成功的体验。

5.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图形轮子人手一套

手工制作的玩具小汽车配好集合图形的轮子

储物箱

幻灯片

大轮胎

开着火车进教室、与客人老师打招呼、课前律动

一：话题引入----车子

t:刚刚我们是怎么进教室的呀?(开着火车进教室)

那宝宝每天早上爸爸妈妈是怎么送我们来学校的呢?(用车子
送来的)



t：噢!我们呐每天早上来学校的时候有些宝宝是步行来学校的，
还有的是爸爸妈妈用可以带着我们走的车子，送宝宝来到我
们的幼儿园。(启发幼儿了解各种车子可自载着人走)

二：引出轮子---知道轮子是圆形的，会滚动

(1)找出轮子

t：(出示幻灯片车子)有自行车、电动车、小汽车。诶!你们看
看这些车子上面都有什么?(轮子)

(2)知道轮子能滚动的特点。

老师这也有一脸带有轮子的玩具汽车(出示玩具汽车)

(3)老师示范换轮子

(4)小结：三角形和正方形还有其他有棱角的图形因为他们向
前推动时受到了角的阻碍所以只能向前移动。只有我们的圆
形是没棱没角所以它才能一直向前滚!

(5)幼儿实验操作换轮子-----接下来老师也带来了几种形状
的轮子，有三角形，有正方形还有圆形。让宝宝们感受一下
什么形状的`轮子能滚动?(老师交代滚轮子的规则，把筷子当
车轴推动轮子，看看哪种形状的轮子能滚，哪种形状的轮子
在我们的推动下只能向前移动。)

三、找轮子

(1)在生活中找轮子

t:宝宝们真棒!(夸轮子顶呱呱)知道车轮是圆形的才能滚动，
那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东西上面也有圆圆的轮子呢?(幼
儿自由回答)



(2)认识轮子的物品

t：嗯····宝宝们真棒，在生活中找出这么多带有轮子的
物品，付老师啊也找了一些带有轮子的东西，你们看付老师
找到了什么带有轮子的东西?(出示幻灯片)

四：探索轮子省力的作用

(1)话题引入

老师这有两个储物箱，我们看看轮子有什么作用?给我们的生
活带来了什么便利?

(2)实验推箱子

教师小结：轮子有省力的作用。轮子顶呱呱!掌声!

五：轮子的多样性

看了幻灯片之后老师总结：我们刚刚认识了这么多有轮子的
东西，小汽车上面有轮子…………那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轮
子是各式各样的?轮子有大有小，有的是橡胶的，有的是木头
的，有的轮子是金属的。但是无论怎样的轮子什么材质制作
成的它都是圆形的，因为这样才能滚动!

老师总结……..

六：游戏老师交代游戏规则后开始游戏

课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