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语言类教案详案(精选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
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大班语言类教案详案篇一

《快乐是什么》这本图画书是我在书店中发现的。故事通过
小老鼠与鼠妈妈之间围绕“快乐”的问答，让我们感受到母
子间充满爱和温情的快乐。它温馨的画面、优美的语言打动
了我，我决定把它推荐给孩子们。但原书故事很长，有十几
幅画面。考虑到大班幼儿的学习特点，我从中选择了六幅画
面与他们欣赏。由于画面之间没有递进和因果关系，因此并
不影响欣赏效果。

活动目标

1．在阅读画面语言的基础上欣赏故事，感受故事表达的温情。

2．理解故事角色对快乐的认识，能寻找并发现自己生活中的
快乐。

3．学习用“××的快乐是……”的句式完整地说出自己或他
人的快乐。

活动准备

1．将绘本《快乐是什么》制作成ppt(插入与画面相匹配的音
乐数段)，微笑表情图，大字卡：“××的快乐就
是……”、“快乐是什么?”。

2．事先向幼儿发放“快乐调查表”。



活动过程

1．谈话导入

师：(出示快乐的表情)看，这是什么表情?人的心情怎样就会
微笑?

幼：我在做游戏的时候很快乐。

幼：画画时我很快乐。

师：小朋友都有自己的快乐，快乐真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可
是有一只小老鼠， (点击封面)它经常问妈妈：快乐是什
么?(出示字卡)想知道鼠妈妈是怎么回答的吗?我们一起来看
书吧。

自评：以笑的表情图导出“快乐”的主题，让幼儿结合自身
经验说说自己的快乐，从而自然引出了《快乐是什么》这本
图画书，又为阅读的开展积累了前期经验。

2．阅读感知

(1)师：(点击第一页)猜猜这是什么季节?你从哪里看出来
的?(引导幼儿观察樱花盛开的景象。)

师：对，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小老鼠伸着懒腰走出家门，
回过头问妈妈：快乐是什么?鼠妈妈回答：快乐就是在春天的
早晨一打开门，头顶便哗啦啦落下来一阵樱花雨。

什么是樱花雨?

幼：樱花花瓣飘落下来，好像下雨一样。

师：说得真好，樱花是很美很美的一种花，樱花雨落在头上
会有什么感觉?



幼：会很香，还很舒服。

(教师引导幼儿复述“鼠妈妈”的话并加上动作。)

自评：直观的画面不仅让幼儿欣赏到了美好的“樱花雨”，
还促使他们能用自己的语言解释它的含义。在复述鼠妈妈的
话时，我边讲述，边带领幼儿做动作。我陶醉的表情感染了
幼儿，他们也仿佛体会到了樱花雨落到头上的幸福感。

(2)师：(点击第二页)瞧，小老鼠在干什么?

幼：软软的。

师：对啊，如果不小心滑倒，也不会摔痛。所以小老鼠一不
小心滑倒了，他还捧着肚子笑呢!这时，他问妈妈：“快乐是
什么?”鼠妈妈说：“快乐就是在蓝色风铃草中滑下山坡，一
次又一次。”(带幼儿一起学说鼠妈妈的回答。)

自评：指向准确的提问引导幼儿想象着“踩在风铃草上的感
觉”，帮助幼儿更好地理解了鼠妈妈关于“快乐”的回答。

(3)师：(点击第三页)哟，这老鼠母子俩什么事这么开心呀?

幼：他们在荡秋千。

师：小老鼠紧紧抱着鼠妈妈，无限开心地问：“快乐是什
么?”鼠妈妈会怎么回答呢?

幼：她说快乐就是把秋千荡得高高的，和小鸟飞得一样高。

自评：前两幅图片的讲述，激发了幼儿想说的愿望，他们很
想表达自己对画面中表现出来的快乐的理解。这时，我及时
给予了他们说的机会，而幼儿连贯的回答也证明他们能理解
图书的画面风格和表达主旨。之后，三拍子音乐的动作体验，
将幼儿带入了情景。他们飘荡着，快乐着。



(4)师：(点击第四页)画面上除了小老鼠，还有谁?他们在做
什么?

幼：小老鼠骑着自行车，在追大母鸡。

师：嗯，他们在游戏。咦，鼠妈妈在哪里呢?(请幼儿找出来。
)

师：鼠妈妈在远远看着呢!你们想鼠妈妈这时的心情是怎样
的?小老鼠问“快乐是什么”，鼠妈妈会怎么说?(幼儿争相发
言。)

幼：快乐就是鼠宝宝玩得很开心。

幼：鼠宝宝开心，他的妈妈就很快乐。

师：不错，鼠妈妈说：“快乐就是看你开心地玩，吸着鼻涕
舔棒棒糖。”

(幼大笑)谁会学鼠妈妈的话?(请个别幼儿复述。)

自评：这是故事中唯一出现其他人物的画面，幼儿在有序的
观察中，连画面中站在很远地方、很小很小的鼠妈妈，也毫
不费力地找到了。鼠妈妈的前半句回答在大家意料之中，而
后半句回答则充满了幽默的意味。在笑声过后，幼儿更深切
地体会到了鼠妈妈对鼠宝宝发自内心的爱。

幼：他们在喝着热汤。

幼：快乐就是外面很冷，家里很热。

师：“热”可以说成“暖烘烘”。鼠妈妈说：“快乐就是在
飘雪的冬夜，家里暖烘烘的，有香喷喷的青豆汤喝。”(带幼
儿学说鼠妈妈的话。)



自评：用递进式的提问，促使孩子们以自己的理解帮鼠妈妈
作出了生动的回答。

(6)师：(点击第六页)小老鼠把头靠在鼠妈妈的身上，他们在
看什么?

幼：他们看着太阳落山了。

师：对，他们在看夕阳。你觉得这时他们的心情是怎样的?

幼：很安静，很舒服。

师：“快乐是什么?”小老鼠又问。“快乐就是静静地看海，
静静地看夕阳，静静地和你在一起。”

师：鼠妈妈说和谁在一起很快乐?来，我们也来感受一下这种
快乐一一(音乐起)把头靠在妈妈的肩膀上，静静地，静静
地……真舒服啊!

自评：借助音乐，让幼儿又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母子相亲相爱
的快乐。舒曼的《梦幻曲》舒缓、安静、温馨，极好地烘托
出画面的氛围。

3．欣赏故事

师：小老鼠一直在问妈妈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对，这个故事
的名字就叫《快乐是什么》。那现在小朋友就当小老鼠，老
师就是鼠妈妈，我们一起欣赏故事，分享他们的快乐，好吗?
小老鼠们要记住：每换一个地方，你们都要问妈妈——快乐
是什么?(提醒幼儿问时要用开心、好奇的口吻。)好，开
始。(师生合作，分角色讲述故事。)

自评：以分角色问答的形式，让幼儿参与讲述，较好地集中
了他们倾听故事的注意力。字条“快乐是什么”的反复出现，



巧妙地提醒了幼儿问话的时机，也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记住
了这几个汉字。

4．拓展讲述

(1)师：鼠妈妈每次的回答都不一样，因为她的快乐有好多好
多。你最喜欢鼠妈妈的哪句话?(引导幼儿回忆并复述鼠妈妈
的话。)

自评：对已欣赏过两遍画面的幼儿来说，单纯的复述肯定显
得乏味，而让幼儿讲述“最喜欢的话”则不同，它使幼儿回
顾故事，并按意愿选择自己喜欢的句子进行交流，形成与同
伴的共享。幼儿争先恐后地表达，特别主动。

(2)师：你们羡慕小老鼠吗？为什么？

师：小朋友有家人的疼爱，有老师的关爱，有同伴的友爱，
你们的快乐一定比小老鼠更多。现在请你来介绍一下你自己
的快乐，或者你认识的人有哪些快乐，说的时候，要
用“××的快乐是……”这个句式来说，要说得很好听
哦!(请幼儿拿着“快乐调查表”，和同伴进行交流。)

师：谁能够上来和大家分享你的快乐?(个别幼儿讲述。)

幼：我爸爸的快乐是抽烟。(众大笑。)

师：哦，这可是不好的习惯，你得劝他别为了一时的快乐损
害了健康的身体。

幼：我妈妈的快乐就是我能乖一点。

师：是啊，看着你慢慢长大就是妈妈最大的快乐。

自评：这一环节，我顺利帮助幼儿进行了经验迁移。在前期
调查的基础上，幼儿能运用故事中的句式，讲述自己和他人



的快乐，达成了预期目标。

5．结束活动

师：我们一起跳支快乐的舞蹈吧!

自评：坐了很长时间，舞蹈使幼儿身体得到了放松。所选歌曲
《快乐颂》旋律欢快，歌词呼应了活动主题。

大班语言类教案详案篇二

1观察动画片中人物服饰、神态、动作，了解孙悟空的性格特
征。

2.关注道具和场景变化，感受动画片的造型美和色彩美。

3.愿意通过语言和动作大胆表达自己对动画片的理解。

4.领会故事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5.通过观察图片，引导幼儿讲述图片内容。

活动准备

1.幼儿与父母共同收集了关于《西游记》的连环画、图片、
视频等，对西游记及孙悟空有初步的了解。

2.纸箱、纸筒、塑料袋、丝巾、皱纹纸等材料。(见幼儿活动
资源包)。

3.《孙悟空大闹天宫》教师教学资源。

4.幼儿学习资源4。

活动过程



1.出示“孙悟空”的单幅图片，激发幼儿兴趣，引导幼儿互
相说说孙悟空有什么本领。

2.引导幼儿欣赏《孙悟空大闹天宫》教师教学资源，在关键
处暂停并根据需要提出一些问题。

(1)在播放天宫场景时暂停，提问：这是在什么地方?从哪里
看出来的?引导幼儿关注场景的变化，说出自己的感受。

(2)在孙悟空打斗场面出暂停，提问：孙悟空在干什么?你喜
欢这个动作吗?大家一起来学一学他的样子吧。

(3)欣赏完后提问：《孙悟空大闹天宫》讲了一件什么事情?
你喜欢孙悟空吗?为什么?(引导幼儿用完整的语言进行描述)
你喜欢孙悟空的哪个动作的造型?请幼儿进行模仿。

3.完整观看动画片，进一步加深对故事情节的理解。

4.幼儿分组阅读幼儿学习资源4第1至3页的内容。

鼓励幼儿根据图片的提示在小组内尝试轮流复述故事的主要
情节。

5.引导幼儿初步尝试分组表演《孙悟空大闹天宫》。

(1)教师帮助幼儿按动画片中的角色数进行分组，并请幼儿推
选小组长。

(2)启发幼儿充分利用替代物布置场景，制作道具，进行角色
装扮，为表演做准备。如：纸筒做金箍棒，大丝巾做袈裟，
纸箱垒起做花果山等。

(3)各小组自主进行表演。

提醒幼儿主意角色的出场顺序，反复练习角色的典型动作，



语言。

(4)教师总结幼儿的表演情况，并请个别小组向大家进行展示
表演。

活动延伸

1.引导幼儿在表演区交换角色继续进行《孙悟空大闹天宫》
的表演。

2.继续在阅读区阅读幼儿学习资源4第1至3页。

大班语言类教案详案篇三

1、知道图书以及生活中的数字作用很大，有各种不同的用处。

2、能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

3、引导幼儿对数字产生兴趣。

4、了解数字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初步理解数字与人们生活
的关系。

5、提高幼儿思维的敏捷性。

活动准备

儿童读物若干本,有关条形码的录像(书店里顾客付钱时的情
景片段)，各种有关数字的录象或照片。

活动过程

1、在图书中寻找数字朋友。

幼儿自由阅读图书中的数字。



说说自己寻找到的数字。

2、讨论：这些数字的作用。

提问：你在哪里找到数字的。

这些数字朋友有什么用处呢?

说出一种数字(页码、目录、条形码、价格、折纸书中的步骤
图)的作用，幼儿就在书中找出相应的数字，体验他的作用。

3、欣赏录像，了解条形码的作用。

提问：你看见了什么?

条形码在书的什么地方?

为什么要贴条形码，它有什么作用?

4、欣赏照片，了解数字的不同作用。

5、总结：数字朋友的作用真大，不同的数字组合就有不同的
作用，他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幼儿园大班社会活动教案范文二：家乡的地图

活动目标：

1、认识中国地图和江西省地图，并能从中国地图上指认出江
西省的位置。

2、知道江西4-5个主要的市区名称及位置。

3、感受中国地图和江西省及其各地市地图轮廓像什么，发展
幼儿的想象力。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中国地图和放大的江西省地图，幼儿用书，练习册。

活动过程：

一、谈话活动进入课程主题。

1、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江西的小朋友，你知道自己是江西哪
个地方的人吗?

2、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经验进行回答。

二、认识江西省在中国地图上的位置。

1、出示中国地图：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它是哪个国家的地图?
像什么?(不强调固定答案。)

2、有谁知道咱们江西省在什么地方?请上来指一指。请几位
幼儿依次上来指认江西省所在的位置，最后老师用手指描画
出江西省的轮廓。

3、江西的地图轮廓像什么呢?(启发幼儿大胆想像，幼儿在说
像什么的时候，还要请幼儿说清“从什么方位看，头在哪里，
身体、尾巴等在哪里?”)

三、认识江西各地市的地图。

1、出示江西省放大的地图：刚才我们知道了江西是中国的一
个省份，是“鸡妈妈身体上的一个部分”，老师这里还有一
张放大的江西省地图请你们看一看。



3、幼儿尝试在地图上找出自己所在地的位置，并集体验证。

5、幼儿讲出自己知道的城市，并试着在地图上指一指。在幼
儿指认后，老师告诉幼儿正确答案，带领幼儿念一念地名，
如新余、景德镇、南昌、吉安、赣州等。

6、请你找一个你喜欢的地区，然后说说它的轮廓像什么?幼
儿根据自己的想像回答。

7、小结：刚才小朋友把各个地区的轮廓想像成各种各样的东
西，动物或植物，都很像，我相信，你们还会想象出更多的
东西。

四、带领幼儿玩“快速找地名”的游戏。

引导幼儿打开幼儿用书，老师在大图上指出某一个地区，请
幼儿在幼儿用书上找到相应的地点，并回答出它叫什么地名。

五、结束活动。

大班语言类教案详案篇四

活动目标：

1、在欢快的音乐中模仿鸵鸟，创造出多种舞步。

2、能看懂图谱，具有初步用符号记录的意识。

3、在音乐游戏中保持愉快的心情。

4、认真倾听并积极参与歌唱活动。

5、能跟着节奏打节拍。

活动准备：



鸵鸟图片、音乐《玛卡丽娜》《动物世界片头曲》、记录单、
装饰物。

活动重难点：

在欢快的音乐中模仿鸵鸟，创造出多种舞步。

能看懂图谱，具有初步用符号记录的意识。

活动过程：

（1） 欣赏音乐，引起幼儿兴趣。“今天，我带来了一段音
乐，大家来听听音乐里发生了什么故事？”幼儿回答。

（2）欣赏图片，鼓励幼儿模仿鸵鸟的姿态。

（3）尝试创编舞步并用符号进行记录。“鸵鸟们想用这段音
乐来开一场舞会。

朋友们来帮帮它们，你们来随音乐跳一跳。”幼儿随乐进行
表演。请个别幼儿说说他跳的舞步并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其
余幼儿学习。

（4） 集体随乐看图谱进行表演。（左右交替舞步、踢踏步、
小碎步、十字步）

（5） 听音乐，引出舞会第二部分《狮子来了》引导幼儿学
习躲避狮子的办法。提示幼儿在逃跑过程中鸵鸟仍要保持它
的姿态。

（6）幼儿自己装饰成鸵鸟，随音乐游戏两遍。（教师当狮子）
游戏之后总结注意的事项。

（7）请幼儿自己进行游戏。（幼儿当狮子）



活动反思：

《鸵鸟的舞会》这节音乐活动是将之前观摩的一节音乐活动
稍稍改动得来。虽在原有基础改动了一些地方，但操做起来
有些地方还需要思考，游戏中孩子在躲避狮子时候对情绪和
动作的控制问题应得到重视。

小百科：鸵鸟的祖先也是一种会飞的鸟类，它是怎么变成今
天的模样，这与它的生活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鸵鸟是
一种原始的残存鸟类，它代表着在开阔草原和荒漠环境中动
物逐渐向高大和善跑方向发展的一种进化方向。

大班语言类教案详案篇五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知道阿凡提是一个机智勇敢的新疆维吾尔
族人。

2、有认真倾听故事的习惯，通过故事知道遇事要勇敢，要多
动脑筋。

3、了解少数民族的聪明才智，增进热爱少数民族的情感。

4、在感知故事内容的基础上，理解角色特点。

5、能仔细倾听故事，理解主要的故事情节。

活动重点难点：

1、重点：理解故事内容，理解阿凡提的聪明才智，并且知道
以后遇事要勇敢，要动脑筋。

2、难点：了解少数民族的聪明才智，增进热爱少数民族的情



感。

活动准备：

1、知识经验准备：了解一些常见少数民族的民族服饰。

活动过程：

(一)认识阿凡提

(1)出示挂图，引导幼儿了解阿凡提。

(2)从这个人的服饰上你能看出他是哪个民族的人吗?你知道
他是谁吗?(阿凡提)

(3)很久很久以前，在我国新疆地区有一个经常骑着毛驴的人，
他常常想出聪明的办法帮助穷苦的老百姓，他的名字叫阿凡
提。

(4)有关阿凡提的故事很多，今天我们来听一个阿凡提怎样运
用聪明才智战胜大官的故事。

(二)倾听故事

(1)听录音故事《聪明的阿凡提》，初步了解故事内容。

(2)故事的题目是什么?(聪明的阿凡提)

(3)大官提了哪几个问题，(天上都多少颗星星?)阿凡提是怎
样解决的?(他对大官说议案上的星星跟你的胡子一样多，胡
子跟小毛驴尾巴上的毛一样多)

(三)看着挂图一起欣赏故事

(1)边看边听录音，完整欣赏故事，进一步感知故事内容。



(2)组织幼儿以小组的形式讨论：阿凡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

(3)幼儿交流自己对阿凡提的认识。

(四)打开幼儿操作材料，幼儿之间互相讲述故事内容。

活动延伸：表演故事

(2)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