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大班跑步活动教案(通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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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书写有哪些
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
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大班跑步活动教案篇一

1．理解故事内容，学习故事中的角色对话。

2．尝试自主阅读，能积极用语言、动作等方式大胆表达对故
事的理解。

3．知道有朋友关心是幸福的事，体验活动带来的乐趣。

1．白板课件、电子书。

2．绘本若干。

3．表情图及字卡。

教师：这是谁呀？它的心情怎样？

1 . 阅读1-5页，理解故事前半部分内容。

教师：当当出去玩的时候遇到了谁？当当是怎么问的？它们
又是怎么回答的？

教师与幼儿、幼儿与幼儿进行对话练习。

2 . 自主阅读，了解故事内容。



幼儿与同伴自主阅读第6页：它们在干什么？引导幼儿按一定
的顺序观察、讲述画面内容。

3 . 阅读7-11页，理解故事中间部分内容。

4 .自主阅读故事结尾部分。

（1）幼儿与同伴自主阅读12--16页。

介绍故事名称，小结故事中当当的情绪变化。

幼儿与同伴完整阅读，讲述故事内容。

1．区域活动：表演区投放表演道具，鼓励幼儿与同伴创造性
地表演。

2．家园合作：鼓励孩子向父母大胆讲述故事《生日快乐》。

幼儿园大班跑步活动教案篇二

1、知道自己是大班小朋友，会做很多的事情。

2、能大胆地连贯地在集体面前朗诵诗歌。

3、萌发做哥哥姐姐的自豪感，会做好小弟弟小妹妹的好榜样。

1、重点：知道自己是大班小朋友，会做很多的事情。

2、难点：能大胆地连贯地在集体面前朗诵诗歌。

1、小班新生刚入园时的哭闹图片或视频资料。

2、相关图片。

1、教师：“我们现在都长大了，是大班小朋友了，你觉得在



幼儿园里（大班、中班、小班）谁可以做大哥哥大姐姐？”
（是我们大班小朋友）

2、交流：那我们做大哥哥大姐姐的会做那些事情

1、欣赏图片

2、提问：在图片中你看到了什么？（小班的新生哭着不肯上
学）

那我们作为幼儿园里的大哥哥大姐姐可以怎样区帮助他们呢？

1、欣赏诗歌《我是大班小朋友》前半段

2、教师：“诗歌中的小朋友他是怎样帮助小弟弟小妹妹的？
请你用诗歌中话来回答。

3、教师带领幼儿一起看图片朗诵诗歌的对老师说了什么？
（老师，老师你别夸我，这都是应该的）

5、讨论：为什么他能够帮前半段。

4、学习诗歌的后半段

6、完整看图朗诵诗歌

2、幼儿讨论交流。

幼儿园大班跑步活动教案篇三

1、理解故事主要情节，感受书中重复押韵的语言回环结构。

2、结合已有经验，根据“谁怕谁”的因果关系进行合理的推
断，并大胆讲述。重点难点



：感受书中重复押韵的语言回环结构。

通过“谁怕谁”的因果关系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物质准备：大书、小书、图书ppt、黑板一块图片:兔子、狐狸、
老虎；故事人物（跳蚤、甲虫、蜥蜴、公鸡、黄狗、公牛）
经验准备：幼儿对常见动物大小、强弱判断的初步经验。

为什么呢？

还有不同答案吗？为什么呢？还有小朋友想要说吗？为什么
呢？

有的小朋友觉得狐狸厉害，有的小朋友觉得老虎厉害，这种
厉害的动物我们可以叫他“山大王”

2、播放录音，我是山大王，我是山大王。

（小跳蚤是昆虫届的跳高冠军，但是它跳到谁的身上，谁就
会其痒无比。）

这只小跳蚤梦想着能成为山大王，这么小的跳蚤能成为山大
王吗？为什么？——看来，大家都觉得这么小的跳蚤不是山
大王。——有小朋友觉得它是山大王。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做了什么动作？

动作又是怎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谁是山大王？”甲虫大声嚷。

小朋友们，甲虫为什么会对跳蚤大声嚷啊？面对龇牙咧嘴的
甲虫，小跳蚤做了什么动作？它会怎么回答甲虫？为什么



呢？……（幼儿回答）我们一起来看看它是怎么说的“您是
山大王”，跳蚤心发慌。师小结：原来啊跳蚤遇到了比自己
更大更厉害的甲虫，他怕被吃掉。所以对甲虫俯首称臣：您
是山大王。第4页：现在谁当上了山大王？它的心情怎么样？
它会高兴的唱什么？我是山大王，我是山大王。

第5页：

甲虫边走边唱，遇到了一只蜥蜴。“谁是山大王”？蜥蜴大
声嚷。小朋友们，蜥蜴为什么要对甲虫大声嚷啊甲虫会怎么
回答蜥蜴呢？为什么？（幼儿园回答）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会怎么说。

“您是山大王”甲虫心发慌。师小结：甲虫会俯首称臣，是
因为它遇到了比自己更大，更厉害的蜥蜴。

2、幼儿分组操作，根据图片来排序并说出故事情节的发展。

前面都出现了哪些动物？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根据幼儿的
回答出示图片并排序。

有人大声嚷。到处都没有人，是谁在大声嚷呀？难道是妖怪
吗？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原来是跳蚤。出示思维导图

跳蚤怕甲虫,甲虫怕蜥蜴,蜥蜴怕公鸡,公鸡怕黄狗,黄狗怕公
牛,可是公牛又害怕跳蚤!将刚才的一排调整为一个圆圈:这些
动物一个怕一个,最后刚好围成一个圆圈。

他强或弱,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

（三）回顾梳理完整朗读大书文字，进一步感受故事情节的
趣味和语言的规律。教师出示大书，与幼儿一起完整朗读。



结尾：这个故事有趣吗？请小朋友们自己阅读小书吧。活动
延伸将图书放至读书区幼儿阅读；在表演区添加道具让幼儿
表演。

通过这节活动课，孩子们发现了故事的情节和语言的规律，
并能准确的预测后续文字。能用准确的词语说出图画中动物
表情和动作的前后变化，能用动作示范出两个动物遭遇时身
材和神态的鲜明对比，能说出即使最弱小的动物也有自己的
特长，“强大”与“弱小”是相对的··故事的趣味性让孩
子们在活动结束后都在边走边表演“我是山大王、我是山大
王”。

投放在图书区的小书每天都会被借光，孩子们乐此不彼的欣
赏图画内容，并和同伴进行对话表演。非常开心。以后的语
言活动中我会继续努力找到生动有趣让孩子们感兴趣的绘本
与他们共同阅读。

幼儿园大班跑步活动教案篇四

1.练习说意义相反的词，锻炼逆向思维和灵活的反应能力。

2.体验颠倒儿歌诙谐、幽默的语言特点，感受语言颠倒带来
的快乐。

3.能与同伴合作创编各种形式的颠倒话儿歌，增强活动的趣
味性。

4.能仔细倾听故事，理解主要的故事情节。

5.理解故事内容，能认真倾听，有良好的倾听习惯。

1.事先丰富幼儿幼儿反义词的相关知识，生活环节播放颠倒
儿歌。



2.《太阳西起往东落》《老鼠抓个猫》语言cd(盒带)。

1.教师设计游戏情境“反话王国”，带领幼儿学习反义词，
说出常见的反义词，锻炼逆向思维和灵活的反应能力。

(1)(出示皮球)看这是什么?他们一样吗?(不一样，一个大一
个小)大和小就是一对意思相反的词，我们叫它反义词。

(2)(出示两本书)看这两本书有什么不同?(一本新的、大的、
厚的，另一本旧的、小的、薄的)大和小、新和旧、厚和薄意
思是差不多的还是相反的?(是相反的)他们也是反义词。

(3)教师说词语，幼儿答反义词。如：教师说“上”幼儿回
答“下”。练习“左-右、前-后、高-低、胖-瘦、里-外”等
反义词。

2.带领幼儿听颠倒儿歌《太阳西起往东落》，分析儿歌中的
颠倒之处，巩固其中涉及内容的基本知识。

3.请幼儿一起跟录音朗诵，感受儿歌语言有趣、幽默的特点。

4.引导幼儿仿编多种形式的颠倒语，增强活动的趣味性。

(1)两人一组，练习词语颠倒，如一个说“灯亮了”，另一个说
“亮灯了”;或者一个说“猫抓老鼠”，另一个说“老鼠抓
猫”)

(两人一组，练习简短句子颠倒，如我登台，我台登(灯);我
拖地，地拖我。让幼儿感受颠倒带来的快乐。

(3)以组为单位，仿编事物颠倒歌，如“小鱼飞到天空里，小
鸟游在大海中，小兔尾巴长又长，松鼠尾巴短又细。”

5.请幼儿画一幅关于颠倒方面的画，看谁画的画里面的颠倒



词最多。

幼儿园大班跑步活动教案篇五

1．倾听并理解散文诗内容，感受散文诗的语言美和意境美。

2．尝试按作品提供的线索，想象和仿编散文诗。

3．感受云彩变化的奇妙，激起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4．愿意欣赏散文，感知散文语言的优美，风趣。

5．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与诗文相关的课件、图片。

一、猜谜引入：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个谜语，我们大家一起来
猜猜，好吗？

1．老师念谜面，引导幼儿猜谜。

谜面：一朵棉花糖，想吃够不到，为什么够不到，因为它在
天上。是什么？（云彩）

2．那跟老师一起来看云彩吧。

（1）看看这朵像什么？这朵像什么？还有这个呢？

（2）这天上的云彩可有趣了，想一想是谁让他们变的一会像
这个，一会像那个的?（风）

二、幼儿欣赏配乐散文诗，初步了解诗歌内容。

（1）为什么说天上的云彩真有趣？（云彩能变成很多东西）



（2）谁来说一说云彩变成了什么？

（3）云彩很有趣是风吹着它变的，风儿可真能干！让我们来
夸夸它们。（风儿、风儿你真能干！）

2．吹呀吹，云彩变成小青蛙、小青蛙会做什么呢？小花猫、
小蜻蜓和小花狗会干什么呢？让我们再看一看散文诗。

3．幼儿观看视频散文诗《云彩和风儿》。

三、分段欣赏散文诗，感受散文中优美的意境。

1．吹呀吹，云彩变成小青蛙、小青蛙做什么了呢？

2．吹呀吹，云彩变成小花猫，小花猫是什么样子的？学一学
小花猫的样子。

3．吹呀吹，云彩变成小蜻蜓，小蜻蜓是什么样子的？它在干
什么呀？

4．吹呀吹，云彩变成了小花狗，小花狗在做什么呀？

请小朋友看着动画跟老师一起完整的朗诵一遍诗文好吗？

四、组织幼儿展开想象，仿照散文的句式尝试仿编。

1．老师：平时，你们看到天上的云还像什么？

2．引导幼儿用“吹呀吹，云彩变成”的句式说出来。

老师：现在请小朋友象散文诗里的句子一样，用“吹呀吹，
云彩变成了……”，把你看到的和想到的说出来。

3．小白云变得多有趣呀，你们想不想变成一朵小白云呀？
（想）



4．老师请小朋友先做小白云在空中自由自在的飘的动作，在
飘的时候，你们要想好了要变成什么。等我说“吹呀吹，云
彩变成了……”你就马上变。

5．来咱们先试一遍，风儿吹呀吹，云彩变成……，你变成了
什么？在干什么？（小鸭、小兔）

6．还想玩这个游戏吗？咱们到外面去玩好吗？（结束）

幼儿园大班跑步活动教案篇六

依据根据《纲要》中班语言领域的目标和内容："引导幼儿喜
欢听儿童文学作品,学习和仿编诗歌。"本班幼儿已有一些生
活的感知经验,通过日常的所见所闻,想象能力有了很大的发
展,掌握词汇的数量迅速增加,语言逐渐连贯起来,因此设计了
语言活动《卖火柴的小女孩》。

（一）认知目标通过让幼儿复述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中
的四要素,帮助幼儿理解并掌握故事内容,发展幼儿的语言概
括能力,培养幼儿思维的流畅性、发散性和灵活性。

（一）情感目标理解故事内容,并有感情地朗诵,激发幼儿对
小女孩悲惨遭遇的同情,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培养富有同
情心的善良品德。通过理解这一童话活动,激发幼儿主动复述
故事的欲望,培养幼儿高自控性和高兴奋性。

（一）重点：引导幼儿讲出故事四要素

（二）难点：尝试复述故事

（一）知识经验准备：欣赏《卖火柴的小女孩》。

（二）物质资料准备：vcd、电视机、录音机,故事主要内容汉
字字条,故事人物图像每人一份,文字故事每人一份。



（一）开始部分

1.小朋友你们听过《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吗？谁来说说
这个故事的内容？

2．教师提问："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童话
里有谁？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故事的四要素：时间、地点、
人物、事情)）（基本部分）

1.向幼儿提出要求后,教师完整讲述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

2.引导幼儿讲出故事四要素,帮助幼儿理解童话内容并尝试复
述童话。

3.幼儿用自己的语言讲出故事四要素,老师出示汉字对幼儿所
说的语言进行概括和规范。

4．鼓励幼儿大胆地复述故事,教师用正确的书面语言概括故
事内容,并在黑板上出示。

（二）结束部分教师：小朋友今天我们学习了《卖火柴的小
女孩》,知道了小女孩很可怜,那咱们的小朋友看到有可怜的
人应该帮助他。做一个助人为乐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