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语言教案白房子课后反思(通
用8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
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班语言教案白房子课后反思篇一

(一)活动目标

1、初步学习阅读画面,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

2、在阅读画面的基础上，初步认识汉字“白房子、绿房子、
黄房子、蓝房子”。

3、培养幼儿仔细观察画面，大胆讲述。

(二)活动准备：

1、幼儿用书人手一册，实物投影仪。

2、字卡：白房子、绿房子、黄房子、蓝房子

(三)活动过程：

一、导入语：今天，我们一起来阅读故事《白房子》，出示
字卡，引导幼儿阅读汉字。

二、提出阅读要求：

1、故事里有谁?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季节?



2、阅读时要一页一页仔细观察，讲述。

三、幼儿自主阅读故事，教师巡回指导。

师：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季节?故事里有谁?发生了一件什么
事?

幼儿讲述。(这一环节是帮助幼儿回忆巩固阅读内容，大胆发
表自己对故事的'理解。)

四、师生共同阅读画面，引导幼儿仔细观察画面，大胆想像，
讲述。

1、冬天来了，小兔、小猫和小松鼠三个小动物各自盖了间什
么样的房子?出示字卡：认读汉字“绿房子、黄房子、蓝房
子”

2、有一天，它们外出找食物，回来时发生了什么事?

3、它们是怎样找到自己的房子的?

五、幼儿再次阅读故事，鼓励幼儿大胆讲述。

六、个别幼儿讲述。

在最后一个环节个别幼儿讲述时要主要面向幼儿，让幼儿与
幼儿之间有交流，有互动，效果更好。

三、分析问题：

在幼儿个别讲述时由于书放在实物投影仪上需要幼儿自己动
手翻书，我忽略了幼儿应面向全体幼儿，加强幼儿间的互动
与交流。

四：具体策略：



在活动中让孩子面向全体幼儿进行讲述，老师可帮助幼儿翻
书，使幼儿之间有更多的交流，让幼儿变得更自信、更大胆。

中班语言教案白房子课后反思篇二

1、在回顾、比较、讨论中尝试迁移运用所得的新经验，从中
体验一种成功感。

2、在活动中能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想法。

3、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4、培养幼儿勇敢、活泼的个性。

已有的种植经验、ppt制作、记录图。

一、观看ppt

二、讨论、选择新的设想

2、讨论新方法你们都认同这些新方法吗？

3、选择好方法你们想的这些方法都很有道理，可是我们不能
一下子就全办到，总要一样一样来，假如在这几种方法中先
选2个方法比较适宜现在进行改建的，你会选哪两个？为什么？
投票选择适宜现在改建的方法。

4、统计人数看看哪种方法是我们觉得现在先要进行改建的？
有几票呢？

我们今天想了这么多的好方法，相信我们的种植园会更加好，
植物宝宝们也会长的更好。

基本完成了本节课预设的教育教学目标，幼儿对老师的提问



积极响应，与老师的互动很好。老师的有些引导还不够到位，
要多让幼儿表达，以后上课要多注意对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
培养。

中班语言教案白房子课后反思篇三

１、通过幼儿参与学习活动，帮助他们感受散文诗的语言美，
意境美。

２、引发幼儿仿编散文诗，激发幼儿想象力，创造力。

３、培养幼儿对大自然的欣赏及关爱。

１、物质准备：纸、胶水、散文诗字卡，环境布置。

２、知识经验准备：户外观察云彩。

一、导入课题：

1、师：“今天老师带小朋友去一个地方，看一些有趣的东西，
你们想去吗？”（想）

2、参观图片，初步熟悉，了解大自然的美，引出活动主题：
云彩和风儿

提问：

（1）你们看到了什么？（引导幼儿自由观察并用完整的语言
回答）

（2）你平时看到的云会动吗？（让幼儿知道天空中有风，风
一吹白云就会移动。）

二、欣赏配乐诗朗诵，初步理解散文诗的内容，感受其优美
的意境。



1、引导幼儿闭上眼睛‘听配乐朗诵散文诗的《云彩和风儿》。

提问：听了后有什么感觉？（让幼儿充分感受散文诗的优美
意境）

2、欣赏第二遍

老师操作云彩图片，帮助其体验理解。

根据散文诗的内容提问：

（1）为什么说云是有趣的云，风是能干的风呢？

（2）散文诗中的风都把云彩变成了什么？

用“吹呀吹，云彩变成什么？”来表述。

（引导幼儿用散文中的语句完整的回答）

2、集体跟着老师朗诵散文诗。〈〈云彩和风儿〉〉

引导幼儿用动作表现散文诗的内容。

３、请幼儿说说平时还见过云彩变成什么？用“吹呀吹，云
彩变成什么，什么怎么样？来表述。（激发幼儿想象，积极
表述，有助于幼儿独立思考，创新的能力，口语表述和灵活
应变的能力）

三、幼儿自选材料，创作有趣的云。并将作品与同伴进行交
流，仿编散文诗。

1、教师操作。动手把云彩撕成其他形状，发挥想象力

2、幼儿动手操作，进行合作仿编



3、展示幼儿作品

中班语言教案白房子课后反思篇四

1.能根据故事情节，学说角色的对白。

2.理解故事《蘑菇房子》的内容，感受真诚的友谊给大家带
来的快乐。

3.喜欢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

4.运用已有生活经验，根据画面大胆想象、推测并表达自己
对故事情节的理解。

ppt

一、了解故事角色，对故事内容产生兴趣

1.绿草地上有一座什么房子？可爱的蘑菇房子里传出了美妙
的音乐声，蘑菇房子里要开舞会了。

2.蘑菇房子邀请谁来参加舞会？请柬上会说些什么呢？

3.到了第二天，舞会马上开始了，听！

二、理解故事情节，学说角色对白

（一）理解故事前半段，学说三个动物来参加舞会的对白。

1.第一个来敲门的是谁呢？它带来了什么礼物？小母鸡怎么
介绍自己的？幼儿学做小母鸡。这时候蘑菇房是怎么说呢？
分角色对白。

2.好像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是什么传来的香味？(出示鲜花)



这是谁带来礼物？小熊和蘑菇房子是怎么对话的？请男女小
朋友当小熊、蘑菇房子来表演。

3.谁带着好听的歌来了？(请两个小朋友分角色对话)

（二）理解故事后半段，了解小狐狸来参加舞会的过程

1.“哎呦，糟糕！我的身子被卡住了！”谁被卡住了呀？怎
么会卡住的呢？我们来接着听故事。

三、完整欣赏故事，感受真诚的友谊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1.天空中飘起了花瓣雨，蘑菇房子的舞会即将开始了，谁会
是今天玩得最开心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蘑菇房子》。

2.谁是今天玩得最开心的？为什么小狐狸玩得最开心？朋友
们的心情是怎样的？带着真诚的心交朋友，和好朋友一起玩
是最快乐的事情。

四、愿意和朋友共享快乐

1.蘑菇房里的舞会这么开心，你们想参加吗？

2.你想带上什么礼物去呢？听，音乐响起了，就让我们一起
去参加这个舞会吧！

本课的另一个重点是培养学生热爱家园的情感，所以仅一间
蘑菇房子是远远不够的，让学生发挥想象，在有限的空间里
加入无限的想象力，让我们的家园热闹起来。蘑菇家园里可
以有着许多的蘑菇房子，许多的小动物和小花小草。

中班语言教案白房子课后反思篇五

冬天快到了，让孩子们知道冬天的基本特征及小动物的生活



习性。

1、初步学习阅读画面,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

2、在阅读画面的基础上，初步认识汉字“白房子、绿房子、
黄房子、蓝房子”。

3、培养幼儿仔细观察画面，大胆讲述。

4、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1、孩子能自己讲述故事

2、知道冬天的基本特征及小动物的生活习性

1、幼儿用书人手一册，录音机，实物投影仪。

2、字卡：白房子、绿房子、黄房子、蓝房子

一，讲故事《白房子》

孩子们，老师今天给你们带来一个好听的故事，你们想听吗？

二、提问：

1、故事里有谁？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季节？

三、听录音讲故事。

师：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季节？故事里有谁？发生了一件什
么事？

幼儿讲述。（这一环节是帮助幼儿回忆巩固阅读内容，大胆



发表自己对故事的理解。）

四、师生共同阅读画面，引导幼儿仔细观察画面，大胆想像，
讲述。

提问：

1、冬天来了，小兔、小猫和小松鼠三个小动物各自盖了间什
么样的房子？出示字卡：认读汉字“绿房子、黄房子、蓝房
子”

2、有一天，它们外出找食物，回来时发生了什么事？

3、它们是怎样找到自己的房子的？

五、幼儿再次阅读故事，鼓励幼儿大胆讲述。

六、个别幼儿讲述。

一、存在问题：

在最后一个环节个别幼儿讲述时要主要面向幼儿，让幼儿与
幼儿之间有交流，有互动，效果更好。

二、分析问题：

在幼儿个别讲述时由于书放在实物投影仪上需要幼儿自己动
手翻书，我忽略了幼儿应面向全体幼儿，加强幼儿间的互动
与交流。

三：具体策略：

在活动中让孩子面向全体幼儿进行讲述，老师可帮助幼儿翻
书，使幼儿之间有更多的交流，让幼儿变得更自信、更大胆。



中班语言教案白房子课后反思篇六

由于学前班的娃娃开始有主观意识，但现在多半孩子是独生
子女，不愿意和别人分享一些快乐，现在加上《刚要》指出
多培养孩子的合作及配合性，互动性。多让孩子体会生活当
中需要同伴的帮助，友谊的建立不能孤僻。

1、感受故事中小熊失去朋友的孤独和得到友谊的快乐；

2、大胆想象帮助小熊修补南瓜房子的办法；

3、大胆讲述，语句连贯，语义清楚。

让小朋友熟悉理解故事内容。

难点：

让小朋友学会想象和体验故事中各种人物角色怎么给小熊补
房子的。

图片、南瓜、南瓜房子、小熊、山羊伯伯、小猪，画纸，水
彩笔。

师：南瓜和小熊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幼儿讨论、发言讲述。

教师讲述故事。

师：小熊一个人住南瓜房子里面开心呢，还是和其他小动物
一起住开心？为什么？

小结：每个人有了朋友，有了友谊，生活会更加快乐！所以
小熊和其他小动物一起住开心。



1、讲述1—3段

师：南瓜是怎么来的？是谁把他变成了南瓜房子？南瓜房子
是什么样子的？你能说一说吗？

幼儿讨论，个别讲述。

师：秋天来了，是个大丰收的季节，所以小熊收获了一个金
灿灿的`大南瓜。南瓜上面是碧绿的屋顶、金色的墙壁，下面
是亮堂堂的大门和窗户。

2、讲述第4—6段

师：都有谁来想来看南瓜房子呢？他们都说了什么？结果怎
么样？

师：山羊伯伯和小猪弟弟都想来看一看南瓜房子。

山羊伯伯说：我这么大了，还没见过南瓜房子呢，可以看一
看吗？贝贝说：你老是咳嗽，还是站远点吧！

小猪弟弟说：贝贝哥哥你的房子真漂亮，我可以进去看一看
吗？贝贝说：你这么胖，会把我的房子踩坏的。

3、讲述7—9段

小结：小熊贝贝一个人住在南瓜房子里，一点也不开心，还
有点孤单，但是最后她邀请了许多的小动物一起住，互相帮
助，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一起生活。所以小朋友们也要学
会分享，比如你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都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分享，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

认识上和下，完成练习书写和说词。



中班语言教案白房子课后反思篇七

活动目的：

1、开端进修浏览画面,相识故事的重要内容.

2、在浏览画面的根本上，开端熟悉汉字“白屋子、绿屋子、
黄屋子、蓝屋子”。

3、造就幼儿细致不雅察画面，勇敢报告。

活动预备：

1、幼儿用书人手一册，什物投影仪。

2、字卡：白屋子、绿屋子、黄屋子、蓝屋子。

活动历程：

一、导入语

本日，我们一路来浏览故事《白屋子》，出示字卡，引诱幼
儿浏览汉字。

二、提出浏览请求

1、故事里有谁？这个故事产生在什么季候？

2、浏览时要一页一页细致不雅察，报告。

三、幼儿自立浏览故事，西席巡回引导。

师：这个故事产生在什么季候？故事里有谁？产生了一件什
么事？



幼儿报告。（这一环节是资助幼儿回想牢固浏览内容，勇敢
颁发本身对故事的'明白。）

四、幼儿园教育随笔师生配合浏览画面，引诱幼儿细致不雅
察画面，勇敢想像，报告。

提问：

1、冬天来了，小兔、小猫和小松鼠三个小动物各自盖了间什
么样的屋子？出示字卡：认读汉字“绿屋子、黄屋子、蓝屋
子”

2、有一天，它们外出找食品，返来时产生了什么事？

3、它们是奈何找到本身的屋子的？

五、幼儿再次浏览故事，勉励幼儿勇敢报告。

六、个体幼儿报告。

存在题目：

在末了一个环节个体幼儿报告时要重要面向幼儿，让幼儿与
幼儿之间有交换，有互动，结果更好。

阐发题目：

在幼儿个体报告时因为书放在什物投影仪上须要幼儿本身着
手翻书，我疏忽了幼儿应面向全部幼儿，增强幼儿间的互动
与交换。

详细计谋：

在运动中让孩子面向全部幼儿举行报告，先生可资助幼儿翻
书，使幼儿之间有更多的交换，让幼儿变得更自大、更勇敢。



中班语言教案白房子课后反思篇八

1、初步学习阅读画面,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

2、在阅读画面的基础上，初步认识汉字“白房子、绿房子、
黄房子、蓝房子”。

3、培养幼儿仔细观察画面，大胆讲述。

4、喜欢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

5、借助图文并茂，以图为主的形式，培养孩子仔细阅读的习
惯，激发阅读兴趣。

1孩子能自己讲述故事

2知道冬天的基本特征及小动物的生活习性

1、幼儿用书人手一册，录音机，实物投影仪。

2、字卡：白房子、绿房子、黄房子、蓝房子

一，讲故事《白房子》

孩子们，老师今天给你们带来一个好听的故事，你们想听吗？

二、提问：

1、故事里有谁？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季节？

三、听录音讲故事。

师：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季节？故事里有谁？发生了一件什
么事？



幼儿讲述。（这一环节是帮助幼儿回忆巩固阅读内容，大胆
发表自己对故事的理解。）

四、师生共同阅读画面，引导幼儿仔细观察画面，大胆想像，
讲述。

提问：

1、冬天来了，小兔、小猫和小松鼠三个小动物各自盖了间什
么样的房子？出示字卡：认读汉字“绿房子、黄房子、蓝房
子”

2、有一天，它们外出找食物，回来时发生了什么事？

3、它们是怎样找到自己的.房子的？

五、幼儿再次阅读故事，鼓励幼儿大胆讲述。

六、个别幼儿讲述。

一、存在问题：

在最后一个环节个别幼儿讲述时要主要面向幼儿，让幼儿与
幼儿之间有交流，有互动，效果更好。

二、分析问题：

在幼儿个别讲述时由于书放在实物投影仪上需要幼儿自己动
手翻书，我忽略了幼儿应面向全体幼儿，加强幼儿间的互动
与交流。

三：具体策略：

在活动中让孩子面向全体幼儿进行讲述，老师可帮助幼儿翻
书，使幼儿之间有更多的交流，让幼儿变得更自信、更大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