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教案我的家乡说课稿大班(优
秀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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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教案我的家乡说课稿大班篇一

活动目标：

1．观察秋天，感受秋天的美丽、富饶，萌发对大自然的热爱
之情。

2．感知、体验作品的语言美、意境美，尝试仿编。

活动一：美丽的秋天

准备：安排一处秋季特征明显的郊外。

过程：(通过郊游和观看录像带，观察秋天，感受秋天的美丽
和富饶。)

师：秋天有哪些美丽的颜色？

幼：红红的枫叶，黄黄的银杏叶。

幼：淡黄色、白色、紫色的菊花。

幼：黄黄的梨，红彤彤的苹果，金灿灿的香蕉，白白的棉花。

师：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你闻到了哪些气味?



幼：甜甜的水果味，清香的稻谷味。

幼：桂花、菊花的香味。

幼：烤山芋、糖炒栗子的香味。

师：秋天一过，冬天就要来了。动物、植物是怎样为过冬作
准备的呢?

幼：燕子飞往南方，青蛙、蛇、熊准备冬眠。

幼：蚂蚁、松鼠储藏粮食。

幼：喜鹊忙着搭房子。

幼：有些树叶变红了，有些变黄了。

幼：风一吹，树叶一片片飘落下来。

活动二：凉爽的秋雨

准备：在园内户外场地进行。

过程：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幼儿观察秋雨，感受秋雨中的景物
及其变化。

师：下雨了，我们一起来听听雨声是怎么样的。

幼：小雨滴滴答答，大雨哗啦哗啦。

师：秋雨落在身上有什么感觉?

幼：很凉快，很舒服。

师：一阵秋雨过后，你觉得周围有什么变化?



幼：天气越来越凉。

幼：树叶变黄了、变红了，一片片飘落下来。

活动三：欣赏《秋天的雨》

师：我们来听一篇很美的'散文《秋天的雨》。

师：你听到了什么?为什么散文中说秋天的雨是钥匙?

幼：秋雨给我们带来了清凉的秋天，带走了夏天。

师：为什么说秋雨是轻轻地、悄悄地打开了秋天的门?

幼：下过雨后，天气不知不觉就凉了，秋天来到了。

师：为什么说秋天的雨是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

幼：秋天的雨染黄了银杏树叶，染红了枫叶。

幼：田野变成金黄色，柿子也红了。

幼：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菊花开了。

师：所以说秋天的雨似一盒五颜六色的颜料给秋天涂上了美
丽的颜色。

师：秋天有哪些好闻的气味?为什么小朋友的脚常被勾住呢?

幼：秋天有各种水果的香。

幼：稻谷、栗子、烤山芋的香。

幼：那些香味吸引人，小朋友很想吃，不想离开，好像有一
块磁铁吸住了他们。



师：为什么说秋天的雨是一只金色的小喇叭？

幼：因为秋雨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

师：动物听到了是怎么做的?树叶听到了又是怎么做的?

师：请小朋友闭上眼睛，一边听录音，一边想像秋雨带来的
美景。(再次完整地倾听配乐朗诵。)

活动四：秋景图

师：除了散文里说的以外，秋天还有哪些美丽的景色?请你学
着散文中的语言向大家介绍一下。

幼：小草黄了，大地铺上了金黄色的地毯；秋风一吹，梧桐
树叶子像蝴蝶一样飞舞。

师：请根据散文内容或你自己看见的秋景创作一幅美丽的秋
景图。

（幼儿用芦苇花、树叶、花等材料进行创作，表达自己对秋
天的感受。)

附：秋天的雨

秋天的雨，嘀嗒嘀嗒地，唱着歌。

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地、轻轻地，
你还没注意，秋天的门，就悄悄地打开了。

秋天的雨，是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她把黄颜色给了
银杏……黄色的树叶扇呀扇呀，像一把小扇子，扇走了夏天
的火热；她把红颜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飘呀飘呀，像
一枚枚邮票，邮来了秋天的盛装。金黄颜色呢，给了田野，
看，田野像金色的海洋；橙红颜色呢，是给果树的。听，桔



子、柿子们你挤我碰，喊着人们去摘呢!还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都给了菊花仙子，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
在秋雨里点头。

秋天的雨，有非常好闻的气味呢!不信啊，你闻：菠萝甜甜的，
梨子香香的，还有苹果、桔子、稻谷，好多好多，都在小雨
滴中藏着呢!小雨滴还带来了烤山芋、糖炒栗子的香味。小朋
友的脚呀，常被那香味勾住。

秋天的雨，是一支金色的小喇叭，它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
了。小喜鹊衔来了树枝造房子，小松鼠找来松果做粮食，小
青蛙在加紧挖洞，准备舒舒服服地睡一大觉!还有小树叶呢，
常绿树的树叶穿上了厚厚的油亮亮的衣裳，落叶树的树叶飘
呀飘，飘到大树妈妈的脚下，都在准备过冬了。

秋天的雨，带给大地的是一曲丰收的歌，带给小朋友的是一
首快乐的歌。

秋天的雨，嘀嗒嘀嗒地，唱着歌……

幼儿园冬天主题活动――快乐的冬天

主题由来：天气一天天的变冷了，自然界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孩子们对这些变化很感兴趣，生成了此活动。

活动目标

问题板块

幼儿园教案我的家乡说课稿大班篇二

1、了解诸暨的一些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地方特产，由此萌
发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2、初步培养幼儿收集资料的能力。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1、教师准备一本诸暨风景挂历和一些诸暨风景明信片。

2、请幼儿在家长帮助下收集一些关于诸暨的风景图片、名信
片、浏览照片以及一些诸暨特产（包装盒亦可）。

一、谈话，引出主题。

师：“大家知道，我们居住的城市叫什么名字吗？（诸暨）
对了，诸暨是我们的.家乡，是我们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今天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说说她有哪些美丽
的地方。”

幼儿发言。

二、请幼儿结合自己带来的物品，向大家介绍诸暨的风景胜
地与名胜古迹。（为主要环节，鼓励幼儿踊跃发言，教师可
及时插入提问与一些解释。）

三、教师根据挂历与名信片向幼儿介绍诸暨的主要景区：西
施殿、浣江、五泄、斗岩；介绍主要特产：枫桥香榧、山下
湖珍珠、大唐袜业、店口五金等。

1、在班级中展示家乡特产

2、欣赏电视散文《浣江风》。



幼儿园教案我的家乡说课稿大班篇三

1、认识地图，掌握用尺测量的基本方法，对测量活动有初步
的兴趣。

2、对自己的家乡有初步的了解。喜欢自己的家乡，以自己的
家乡为荣。

1、幼儿收集的有关自己家乡的资料（图片、照片、土特产、
风景录像等）

2、三张地图（黄浦区、上海、中国）、尺和记录纸笔。

1、我住在上海

——说说你的家庭地址是什么？出示上海黄浦区行政地图，
在地图上寻找出自己家的位置。

——为什么xxx小朋友的家在黄浦区地图上找不到？

——找找你知道的上海有名风景点。

——我们住在上海，可是我们许多小朋友的家乡却不在上海，
你的家乡在哪里？

——这是什么地图？你能在中国地图上找到上海吗？找到你
的家乡吗？

——还有谁的家乡也是xx省的？让我们一起对来自同一省份
的幼儿人数做一个统计

——用测量工具量一量家乡到上海的距离，小组成员间统计
一下测量结果，然后比较出谁的家乡最远，谁的家乡最近。



——你们小组谁的家乡离上海最远？距离是多少？我们班级
谁的家乡离上海最远？

3、创设“家乡风情展”和“各地土特产展览”。

——通过幼儿的相互观摩和介绍，进一步感知家乡的美、中
国是个好地方。

幼儿园教案我的家乡说课稿大班篇四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黄河石形成的原因。

2．让幼儿在探究中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活动准备

捡来的石头、vcd光盘。

活动过程

1．我的发现

(1)教师引导幼儿观察捡来的石头，提问：这些石头有什么不
同?

(2)幼儿进行观察、比较、讨论。

(3)师幼共同小结：每块石头的大小、形状、颜色、花纹都不
同，没有完全一样的石头。

2．解密黄河石

(1)观看vcd光盘。



(2)教师提问：石头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每一块黄河石的花
纹都不同?

(3)幼儿依据所获得的石头的相关知识，用绘画的形式表现石
头形成的过程。

(4)教师小结：许多年以前，黄河中上游地壳发生运动，岩浆
在高温的作用下，与大自然中的水和空气等有机物、无机物
发生作用，形成岩石，历经千万年风吹日晒变成了石头。由
于发生作用的程度不同，石头的形状、颜色、花纹也就不同。
在千万年的岁月里，黄河两岸的大量石块，被黄河水卷带入
黄河里，在河底被长年剥蚀、冲刷、洗磨，造就了千姿百态
的黄河石。

活动反思

石头的.形状、颜色为什么不同，花纹是怎样产生的，等等，
这些问题不是孩子能独立解决的，这需要成人给予帮助，但
指导方法必须形象具体、简洁生动，以免孩子们觉得深奥、
枯燥而失去探索的热情。因此，图文并茂的声像资料，是帮
助孩子们解惑的有效途径。

同时，在幼儿探询答案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幼儿运用观察、
对比、发现、总结等方法主动进行学习。而鼓励幼儿以绘画
形式再现黄河石形成的原因，有效地提升了幼儿对所学知识
的理解，提高了幼儿主动学习和获取科学知识的能力。

幼儿园教案我的家乡说课稿大班篇五

我们居住的这个小镇是曾经的江南水乡，青瓦白墙，小桥流
水。在开展“我们的城市”主题活动中，我们根据地域特点，
充分利用社区资源，组织了“寻访老建筑”等一系列活动，
让活动更贴近幼儿已有的生活经验，使幼儿能更主动地去探
索。通过对老建筑的探访，让幼儿了解不同建筑的特征，感



受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看看、讲讲、做做中了解老建筑与新建筑的不同特点。初
步了解家乡历史，感受城市建设中家乡的不断变化，萌发幼
儿爱家乡的情感。

首先我们收集老建筑的有关历史资料，从老一辈那里了解一
些历史，查阅《镇志》等。同时我们还发动家长帮助幼儿收
集相关信息，如图片、故事和传说等，让幼儿对家乡以及老
建筑建立初步的了解。

活动一：参观老房子

虽然我们的周围有很多这样的老房子，但幼儿现在大多住在
新公房里，由于事先幼儿有目的地观察和收集了相关信息，
幼儿对老房子有了初步的认识，于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
组织了一次参观活动。通过打开尘封的记忆，与沉淀的历史
对话，为幼儿展示了祖辈生活的空间。

老房子引发了幼儿许多感受：

“老房子就是一间间又矮又旧的破房子!”

“一间接一间的老房子连结在一起，弄堂很窄。”

“在弄堂里我们只能排着队走过去。”

“这一户人家的墙和大门很高很大，上面有许多花纹和图案，
大门最高的地方好像戴着一顶高帽子，很有气派!这是不是就
叫马头墙?”“大门上面还有几个很破旧的大黑字，写的是什
么啊?”“我家的门上可没有这样的字。”“哎，瓦片上有美
丽的人头和一朵朵的云彩，这些表示什么啊?”

小亮自豪地说：“我奶奶告诉我，那些瓦片上面的人头纹，



是用来避邪镇宅的；云头纹表示全家人吉祥如意；大门上的
花纹表示富贵。”

子威在跟宇清热烈地讨论：“老房子的门窗都是用木头做的，
现在已经很旧了，窗子用一条条细木条弯曲连结成，很好看
的。”

接着，我们又带领幼儿参观了具有八百年历史的护塘河。两
岸的风景又引发了幼儿新的话题：“哇!这条小河弯弯曲曲的，
又窄又长，河的两岸有好几座小石桥耶!”

“大家快看耶!对面的楼房造在小河的上面，河里还有房子的
倒影，好美啊!”

“河的对岸称为上塘，河的这岸称为下塘。”

“连接小河两岸的是一座座的小石桥，栏杆用石头雕成一朵
朵荷花，桥面中间雕刻的一条盘龙就像真的一样。”

参观后回园，幼儿意犹未尽。他们从老建筑上知道了许多知
识，但同时也涌现出更多的问题：“现在河里的大木船都看
不见了，只剩下几条小船在捕鱼了，这是为什么呢?”“老房
子里没有自来水，那烧饭、洗衣怎么办呢?”“这些老房子的
年龄有多大了?”于是，我们组织幼儿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一
次集中讨论。幼儿发言踊跃，就连平时不太爱说话的`佳仪、
紫恰也积极参与到交流中来。通过这次活动，幼儿对家乡老
建筑的探索兴趣更浓厚了。

活动二：我眼中的老建筑

为了让幼儿充分表达对家乡老建筑的认识和情感，我们组织
了一次以艺术表现为主要形式的活动。我们投放了多种材料，
如颜料、蜡笔、记号笔、旧报纸和各种树叶等，让幼儿尽情
地表现出他们眼中的家乡老建筑的风貌。



活动前，我们首先展示了幼儿参观家乡老建筑活动时的照片，
唤起大家对参观活动的记忆。接着让幼儿自己选择材料表达
和表现他们眼中的老建筑。在活动中，有的幼儿拿起画笔，
有的则选择剪剪贴贴，很快，一幅幅江南美景通过幼儿的手
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幼儿的表现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尤其是他们不仅以画的形
式，还为画配上自己的解说，生动地记录了他们对老建筑的
充满童真的理解。

现在，“家乡的老建筑”已成为我园的传统活动。同时，在
实践中，我们也对二期课改提出的“要根据幼儿园的实际情
况，创造性地使用新教材，形成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又富
有本土文化特色，适合幼儿发展需要的园本课程”的要求有
了深切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