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语言会变的月亮教学反思 大
班语言会变的月亮教案(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班语言会变的月亮教学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认识月亮形状变化的规律，知道自然接种的事物会发生变
化。

2.对事物有好奇心，愿意去发现自然界中的变化。

3.能积极地与同伴交流自己的发现，激发进一步探索事物变
化的愿望。

4.能大胆进行实践活动，并用完整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

活动准备：

1.布置简单星空，在卡纸中剪开一个弧形口子，再用黄色卡
纸剪成圆形的月亮

2.幼儿活动材料第一册p163.绘画星空的材料：大张白纸，黄
色、黑色及深浅不同的蓝色颜料活动过程：

一、我眼中的月亮

1.天黑下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月亮高高地挂在控制。你看



到过的月亮是什么样子的？

2.幼儿根据已有经验，说说自己看到的月亮。

二、会变的月亮

1.月亮在天空中的样子不是一直不变的，它每一天的形状都
会有所不同。有时候月亮是圆的，有时候月亮石一个弯弯的
月亮。

2.教师出示制作好的“星空”，然后逐渐抽拉出黄圆月，
使“月亮”呈现不同的形状。

3.教师和幼儿一同翻看幼儿活动材料p16，观察月亮形状的变
化过程，引导幼儿发现月亮变化的规律：月初的时候它是弯
弯的，窄窄的，之后会慢慢变园，成为满月，等完全变园之
后，它又会慢慢变弯、变窄。

三、幸福浪漫的夜晚

1，在月光下，人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2.月亮柔和的光照亮夜晚的小路，和爸爸妈妈在月光下散散
步、赏赏月，是一件既幸福又浪漫的事情。

3.每年的中秋节是月亮最圆的`时候，说说中秋节我们可以干
什么。（与亲人团聚、吃月饼、赏月等）

四、星空与明月

1.幼儿4-5人一组合作，在一张大纸上用深浅不同的蓝色、黄
色和黑色颜料绘画“星空”，大胆表现夜晚星空的梦幻色彩。

2.教师将幼儿合作绘画的“星空”悬挂在教室内。



活动反思：

宇宙领域，对于学生而言，充满神秘，但又让人无从下手，
很多学生往往会对这块内容的学习产生了“遥不可及”，枯
燥乏味的学习心态，因此，如何激发和培养学生对学习天文
知识的兴趣十分重要。

首先，要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够参与到活动中来。在一月之前，
我就布置了学生观月相、画月相。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学生
对月相变化有个形象生动的了解，拉近了学生与月相的“距
离”，为上课做好铺垫。课上，我先让学生展示了自己画的
月相图，观察之后，大家发现几乎每个同学记录的都差不多，
于是，我又展示了一个用flash做的月相变化图，对比之下，
大家总结出了一个月中变化的规律。这样一来，学生对月相
的变化经历了从直观到较抽象的认识，为研究月相的形成做
好了准备。

其次，要注重学生的讨论。月相的成因主要是和月球本身的
特点及月球、地球、太阳之间的运动有关的，这需要一定的
空间思维能力，对于六年级的孩子来说，有一定难度，但并
不是不可作为。课上，我和学生在总结了月相变化的规律后，
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呢？我们知道月
球本身是不会改变的。通过上节课的研究，我们知道了月球
是地球的卫星，这与月球的运动有关吗？这么一引导，学生
顿时来劲了，纷纷在小组内交流起来，并不时地用手在那比
划，其实是在用手做模拟。接下来的交流，也证实了我的想
法，学生确实拿着书、手等上来边说边演，甚至还画了草图，
乖乖，和我想给他们看的动画演示基本一致，这讨论的价值
还是挺大的。学生大致的意思是月球不发光，我们看到的月
相是它反射的太阳光，而且它还不透明，月球围绕地球转，
转的过程中，由于阳光照到月球的大小面积不同，所以形成
了月相。所以说对天体研究并不一定只是科学家的任务，并
不一定要借助精密仪器才能完成，让他们充分认识到用自己
的能力也可以探索宇宙奥秘，解决天文问题，在学习中体验



乐趣，建立自信。

再而，不可轻视学生的观察。当学生看完我准备的月相形成
的动画演示后，就有学生对我的这幅图提出了疑问：当月亮
转到满月这个位置时，我们怎么看得见月亮呢？地球不是把
太阳照上来的光挡住了，地球比月亮大呀。对呀，我怎么没
想到呢？这还真把我问住了，幸亏是在课后问的，不然还真
不知道怎么面对全班解释。课后，我赶紧上网充电，才知道
月球绕地球公转的轨道投影在天球上，称为白道。地球绕太
阳公转的轨道投影在天球，称为黄道。白道和黄道之间
有5°9′的一个夹角，所以月球运行到满月的位置时，看似
被地球挡住了，其实由于太阳和月球不在同一平面，所以，
不会出现月球每运转到满月位置时，就看不见月亮。只有当
月球与太阳同时位于黄白交点或其附近，才可能发生月食，
即学生说的看不见月亮了。第二班教学时，也碰到了这样的
学生，由于前面做了“功课”，所以当场就做了一番解释，
听得学生是无比佩服。其实，我还真得感谢我的学生，没有
他们的“刁难”，我也不会去学，去看，这就是教学相长吧。

大班语言会变的月亮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知道月亮是会变化的，并初步了解月亮变化的规律。

2、激发孩子探索自然现象的兴趣。

活动准备：

场地布置、课件、幼儿操作材料人手一份。

活动过程：

一、回忆故事导入



师：小朋友都听过好听的故事《月亮姑娘做衣裳》，月亮姑
娘最后穿上合适的衣服了吗？

师：为什么穿不到合适的衣服？

因为月亮姑娘的身体不断变化，有时候大，有时候小，所以
她总是穿不到合适的衣裳。

师：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探索月亮，月亮会发光吗？

师：月光从哪里来？

课件展示，小结：月亮是个不会发光的球体，也叫月球。太
阳的光芒照到月球上，月球把光反射到地球上，所以我们地
球上的人能看到月亮。

二、演示实验

1、讨论：你们平时见过的.月亮是什么样子的？

2、课件展示

师：月亮有这么多的样子，在这张挂图中会在什么位子上呢？
（幼儿自由猜想）

3、实验验证实验：一个教师当月亮，其他孩子当地球上的孩
子。“文章、出自屈、老、师教、案网、“孩子观察演示实
验。并验证猜想的结果。

认识新月、满月。

师小结：月亮亮面朝着太阳从新月开始，绕着地球转到满月，
月亮越变越大。

三、幼儿操作



师：从满月到新月，月亮的变化又有什么样的规律呢？

1、再次进行模拟实验，教师发给幼儿每人一份操作材料，小
朋友根据观察结果进行操作。

2、检验幼儿操作结果，教师分析。

3、运用课件小结。

小结：新月到满月，月亮越变越大。满月到新月，月亮越变
越小。

四、活动延伸

师：月亮绕地球转一圈用了多长时间？（一个月）月亮这样
的变化一年有几次？（12次）

教学反思：

家长的配合意识有待提高，只有唐沁等几个孩子记录的很完
整，很仔细，其他孩子的记录有些只有大人的文字，孩子只
是讲述，参与的感官太少；还有一部分家长可能觉得这件事
对孩子的发展无关紧要，所以孩子要求后，并不主动配合，
没有和孩子一起观察月亮，所以当老师让他讲述发现的时候，
孩子无可奈何。家长的教育观念有待改变。

大班语言会变的月亮教学反思篇三

活动目的：

1．理解故事内容，学习描述月亮变化的语句。

2．初步了解故事中比喻手法的运用。



3．能大胆想像，进行创编活动，并尝试做图书。

活动准备：自制故事图片，眉毛、镰刀、小船、圆盘图片

活动过程：

一、以猜谜语的形式导入活动。

师：“有时圆圆像盘子，有时弯弯像只船，要问这个是什么？
晚上抬头向天看。”

二、教师引导幼儿迁移已有生活经验，交流自己看到的月亮
形状。

师：你观察过月亮吗？它是什么样子？

师：每次见到的月亮都是一样吗？

三、教师利用教具完整讲述故事一遍。

师：今天，老师要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也是关于月亮的！

（1）这个故事名字叫什么？故事里说了件什么事？

（2）月亮姑娘为什么要做衣裳？（夜风吹过，很冷）

（3）月亮姑娘怎么办呢？决定要干什么？（请裁缝做衣裳）

（4）裁缝为月亮姑娘做衣裳前做了些什么？（量尺寸）

（5）裁缝为月亮姑娘一共做了几次衣裳？（3次）

（6）为什么月亮姑娘衣裳总是不合身呢？（月亮在不停变化）

（7）月亮姑娘是怎么变化的？介绍比喻句。（图片：眉毛、



镰刀、小船、圆盘）

四、创编故事，大胆讲述自己的理解，简单记录月亮变化的
样子。

（1）月亮每天都在变化，月亮姑娘是按什么规律变化的？
（由瘦到胖的规律）

（2）因为月亮的变化，所以月亮衣裳尺码应该怎么做呢？
（越来越大）

（3）变成圆盘的月亮会一直圆圆的吗？（慢慢瘦下来）

（4）那现在月亮变化的规律是怎样的呢？（由胖到瘦的规律）

（5）因为月亮由胖到瘦的变化规律，所以月亮衣裳尺码应该
怎么做呢？（越来越小）

（6）你觉得月亮姑娘像什么？我们也来用好听的比喻句来说
说。（好像------）现场画简图。

活动延伸：

附：故事《月亮姑娘做衣裳》

夜晚，月亮姑娘出来了，细细的，弯弯的，好像小姑娘的眉
毛。凉风吹得她有点冷，她就撕了一块云彩裹在身上。

月亮姑娘想：我还是找一位裁缝师傅做件衣裳吧。裁缝师傅
给她量了量尺寸，让她五天后来取。

过了五天，月亮姑娘长胖了一点儿，好像弯弯的镰刀。她来
取衣裳了，衣裳做得真漂亮，可惜太小了，穿在身上连扣子
也扣不上。



裁缝师傅决定给她重做一件，重新量了尺寸，让她再过五天
来取。五天又过了，月亮姑娘又长胖了一点，弯弯的像只小
船。她来取衣裳，衣裳做得可真漂亮了，可惜月亮姑娘连套
也套不上。

裁缝师傅涨红了脸，说：“我只好重做了。又是五天过去了，
月亮姑娘来取衣裳。裁缝师傅看到月亮姑娘变得圆圆的，像
一只圆盘那样，吃了一惊：”啊，你又长胖了！“裁缝师傅
叹了一口气，对月亮姑娘说：”唉，你的身体量不准，我没
法给你做衣裳了。“原来，月亮姑娘每天都在变化，所以她
到现在还穿不上合身的衣裳。你看，白天太阳公公出来了，
她不好意思出来，只好在晚上才悄悄地露面。

大班语言会变的月亮教学反思篇四

目标：

1、了解我国的一些名胜古迹，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
豪。

2、用清楚连贯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3、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4、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应经学习了知
识。

准备：教学挂图、幼儿用书、故事录音。

过程：

1、激发幼儿阅读的兴趣：

播放故事录音片段（蒲公英的哭声）。



教师提问，幼儿回答：

――“是谁在哭啊？”

“蒲公英为什么哭啊？”

2、阅读图书感受内容：

幼儿阅读图书。

――“蒲公英被风吹到很远的地方，路上碰到了谁？”

“蒲公英的家到底在哪呢？”

3、阅读理解内容：

幼儿自主阅读后发表自己的想法：

――“你们在图书里看到些什么？”

“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是哪一个？最高的山是什么山？”

“蒲公英的家到底在哪里？”

“是谁帮助它找到了家？”

4、完整欣赏：

播放背景音乐，教师讲述故事。

幼儿自由结伴讨论：

――“你们的家在哪里？”

“那儿有些什么美丽的景物呢？”



师生共同小结，共同感受热爱家乡的情感。

建议与提示：

可引导幼儿合作画一幅自己家乡的画，并尝试写一写自己家
乡的故事。

活动反思：

1、在初步欣赏故事时，我能抓住主线来提问，让幼儿听完故
事后就能记住大概，这一点较好。

2、在引导幼儿认识四大之最时，我直接告诉幼儿是什么，让
幼儿来复述从而来巩固故事中的知识点，但幼儿还不能真正
明白最高、最大、最长的真正含义，我应该用一些比较的手
法来实现这个目标，效果会更好。

3、《纲要》指出，语言能力是在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我通过让幼儿学习蒲公英和蟋蟀、螳螂、仙女之间的对话，
让幼儿体会蒲公英迷路后的伤心，提高了幼儿的语言表达能
力。

4、在用教具演示第一段故事时，我将幼儿置于故事之中，让
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体会蒲公英迷路时那种害怕、紧张、
难过的心情，进而进一步感受到蒲公英的无助和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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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语言会变的月亮教学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学习描述月亮变化的语句。

2、初步了解故事中比喻手法的运用。

3、能大胆想像，进行创编活动，并尝试做图书。

活动准备：

自制故事图片，眉毛、镰刀、小船、圆盘图片

活动过程：

一、以猜谜语的形式导入活动。

师：“有时圆圆像盘子，有时弯弯像只船，要问这个是什么?
晚上抬头向天看。”

二、教师引导幼儿迁移已有生活经验，交流自己看到的月亮
形状。

师：你观察过月亮吗?它是什么样子?

师：每次见到的月亮都是一样吗?

三、教师利用教具完整讲述故事一遍。



师：今天，老师要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也是关于月亮的!

(1)这个故事名字叫什么?故事里说了件什么事?

(2)月亮姑娘为什么要做衣裳?(夜风吹过，很冷)

(3)月亮姑娘怎么办呢?决定要干什么?(请裁缝做衣裳)

(4)裁缝为月亮姑娘做衣裳前做了些什么?(量尺寸)

(5)裁缝为月亮姑娘一共做了几次衣裳?(3次)

(6)为什么月亮姑娘衣裳总是不合身呢?(月亮在不停变化)

(7)月亮姑娘是怎么变化的?介绍比喻句。(图片：眉毛、镰刀、
小船、圆盘)

四、创编故事，大胆讲述自己的理解，简单记录月亮变化的
样子。

(1)月亮每天都在变化，月亮姑娘是按什么规律变化的?(由瘦
到胖的规律)

(2)因为月亮的变化，所以月亮衣裳尺码应该怎么做呢?(越来
越大)

(3)变成圆盘的'月亮会一直圆圆的吗?(慢慢瘦下来)

(4)那现在月亮变化的规律是怎样的呢?(由胖到瘦的规律)

(5)因为月亮由胖到瘦的变化规律，所以月亮衣裳尺码应该怎
么做呢?(越来越小)

(6)你觉得月亮姑娘像什么?我们也来用好听的比喻句来说说。
(好像……)现场画简图。



活动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