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咪咪不尿裤托班语言教案 托班语言教
案(实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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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教案应该怎
么制定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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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不尿裤托班语言教案篇一

1、欣赏散文诗，感受散文诗的意境美。

2、理解散文诗的内容，学习“躺、钻、睁、站、停”等词。

活动准备

1、配乐散文诗《睡了》。

2、课件（夜晚背景图，小花猫、小白兔、小金鱼、小红鸟、
小黄鹂的睡觉的图片）。

活动过程

1、师幼互动

2、教师出示夜晚背景图，引出活动。

3、欣赏散文诗

（1）完整欣赏散文诗，感受诗中的意境美;

提问：听了这首散文诗你有什么感觉?你喜欢这首散文诗吗?

（2）再次欣赏散文诗，理解诗中的主要内容，学习动词“躺、



钻、睁、站、停”;

4、学习散文诗，巩固幼儿对诗歌的理解和动词的`掌握;

活动延伸：

它们又是怎样睡觉的呢?

小朋友们知道得真多，让我们回教室把这些小动物也编到散
文诗里好吗?

咪咪不尿裤托班语言教案篇二

1、感知白天和夜晚的不同。

2、能将太阳和月亮的贴纸粘贴到相应的`画面中。

白天和夜晚的不同将太阳和月亮分别粘在画面中相应的地方

1.游戏《白天和夜晚》

1、出示游戏本的画面，用提问的方式引导宝宝观察画面相同
与不同的地方。

2、结合宝宝已有的生活经验，请宝宝说一说在白天和夜晚能
看见什么。

3、鼓励宝宝将太阳和月亮的贴纸分别贴在白天和夜晚画面中
相应地方，观察并适时指导。

——引导宝宝观察太阳和月亮的贴纸，说一说什么时候能看
见太阳，什么时候能看见月亮。

——不必要求宝宝粘贴在位置非常准确。



咪咪不尿裤托班语言教案篇三

1、能安静的听故事，懂得和大家一起玩很快乐。

2、学说短句：“宝宝，我和你一起玩。”、“大家一起玩，
真开心。”

3、体验参与游戏的快乐。

1、玩具小狗、布娃娃、小猴。

2、布置宝宝一个人在家的情境。请中班一名幼儿来扮演“宝
宝”的角色。

3、录音机，歌曲磁带《朋友，你好！》

1、教师请出撅着嘴的中班幼儿，来扮演“宝宝”角色，引起
幼儿的兴趣。

提问：这是谁？“宝宝”怎么了？“宝宝”为什么不开心？

（幼儿自由猜测）

2、初步了解故事内容。

（1）讲述故事第一段

提出疑问：小朋友，你们能“宝宝”想想办法，让“宝宝”
开心起来吗？（幼儿自由发言）

（2）从玩具橱里拿出布娃娃

提问：谁来了？布娃娃看见“宝宝”不开心，会怎么跟“宝
宝”说？（学说“宝宝，我和你一起玩。”）宝宝抱着布娃
娃笑了。



（3）同上方法分别出示小狗和小猴。

3、理解故事内容，师边讲述故事边跟中班幼儿进行故事表演
一遍。

（学说：“大家一起玩，真开心。”）

4、学习主动向别人发出邀请，一起歌表演《朋友，你好！》。

（1）为了能有更多的朋友陪“宝宝”玩，教师主动发出邀请：
“宝宝，我和你一起玩。”

（播放音乐，第一遍游戏）

（2）请一名幼儿主动向“宝宝”发出邀请：“宝宝，我和你
一起玩。”（第二遍游戏）

（3）宝宝和该幼儿为了能找到更多的朋友，学习主动向其他
幼儿发出邀请，

接着大家一起再向坐着的幼儿发出邀请：“xx，我和你一起
玩。”

（全体参与第三遍游戏）

教师小结：大家一起玩，开心吗？

5。宝宝要回家了，跟宝宝说再见，结束活动。

附：故事《一起玩》

妈妈不在家，宝宝一个人在家，没有人陪宝宝一起玩，宝宝
想：“哎，我和谁一起玩呢？没有朋友真寂寞。”

玩具橱里的布娃娃听到了宝宝的话，布娃娃从橱里跑出来啦。



布娃娃说：“宝宝，我和你一起玩。”

玩具橱里的小狗听到了布娃娃的话，小狗也跑出来啦。小狗
说：“宝宝，我和你一起玩。”

玩具橱里的'小猴听到了小狗的话，小猴跑出来对宝宝
说：“宝宝，我也和你一起玩。”

哈，玩具橱里的玩具都跑出来啦，他们和宝宝一起玩起
了“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宝宝高兴地说：“大家一起玩，真开心。”

咪咪不尿裤托班语言教案篇四

了解常见动物的`叫声

准备：儿歌卡人手一份

过程：

1.师生阅读《吃饱了》。

2.教师边朗读边指点图片。

3.幼儿看图书学习儿歌。

4.模仿小动物的叫声和动作。

5.讲讲小动物和宝宝在吃什么。

建议：

1.教师可在区域中进行这一活动，幼儿可以自由参与。



2.可连续几天在区域中进行这一内容。

3.教师在进行“找妈妈”活动时，还可以在平时的区域活动
中，分别让幼儿画画《找妈妈》《给动物喂食》。

4.凡是让幼儿粘贴的内容，教师都要事先将要粘贴的图像剪
下。

附：儿歌

吃饱了（赵赫）

小鸡吃饱了，叽叽叽叽跑。

小狗吃饱了，汪汪汪汪跳。

小猫吃饱了，喵喵喵喵叫。

宝宝吃饱了，哈哈哈哈笑。

咪咪不尿裤托班语言教案篇五

感知事物的大小并会使用“太大了”“太小了”

感知事物的`大小并会使用“太大了”“太小了”

1.故事《大熊和小熊》

2.故事围裙一件

一、讲故事《大熊和小熊》，吸引宝宝的注意并鼓励宝宝根
据提问回答。

在念到故事中“太大了”和“太小了”时，可故意用夸张的
表情和声音强调，以帮助宝宝感受大和小。



二、用故事围裙和布娃娃表演故事，请宝宝欣赏故事。

1.可用提问帮助宝宝理解故事内容。

2.师：大熊穿上小熊睡衣说什么？小熊穿上了大熊的睡衣说
什么了？

大熊睡在小熊的床上说了什么？小熊睡在大熊的床上说了什
么？

3.鼓励宝宝重复故事中的对话。

4.启发宝宝想象大熊和小熊穿错衣服和谁错床的感觉，并尝
试用语言表达。

三、再完整地听一遍故事，引导宝宝充分感知大和小。

咪咪不尿裤托班语言教案篇六

1、学习故事《鸡的一家》，理解故事内容。

2、愿意模仿模仿故事中不同角色的叫声。

1、图片：公鸡、母鸡、鸡宝宝；2、角色胸饰若干：公鸡、
母鸡、鸡蛋、鸡宝宝。

一、教师完整讲述故事一边，幼儿认真倾听。

二、出示公鸡和母鸡，幼儿和公鸡母鸡打招呼。

1、故事里都有谁？

2、他们是怎么叫的？

三、再次讲述故事，理解故事内容。



1、大公鸡、小母鸡是怎么说话的？

2、小小鸡出来后怎么说？

3、学说“鸡的一家”。

幼儿学习说：

大公鸡，大公鸡，喔喔喔，喔喔喔。

小母鸡，小母鸡，咯咯哒，咯咯哒。

小鸡，小鸡，叽叽叽，叽叽叽。

四、尝试分角色扮演大公鸡、小母鸡和小小鸡。

在老师叫“大公鸡”的时候，会用“喔喔喔”的声音来应答，
在老师叫“小母鸡”的时候，会用“咯咯哒”的.声音来应答，
在老师叫“小小鸡”的时候，会用“叽叽叽”的声音来应答。

咪咪不尿裤托班语言教案篇七

1。在看看说说做做中，初步理解故事，学习复述故事中的对
话。

2。感受故事中愿意帮助别人的乐趣。

初步理解故事内容，学习复述故事中的对话。

感受故事中愿意帮助别人的乐趣。

1。课件《帮你洗一洗》

2。橡皮玩具脏小猫一个，一盆水。



一、导入活动，引发兴趣。

1。出示图片小熊，提问：看，谁来啦？（小熊）它是一只什
么样的小熊？

教师引导幼儿讲述，如：白白的、干净的小熊。

鼓励幼儿大胆在集体面前讲述，如：“洗一洗”。教师引导
幼儿学说对话：“让我帮你洗一洗。”教师给小脏猫在水里
洗一洗，引导幼儿扮演小猫说：“谢谢你。”教师幼儿启发
说：“不用谢，我只是帮你洗一洗。”如果幼儿说不出来，
没有关系，请幼儿在故事中寻找答案。

3。过渡：今天金老师给你们带来一个故事，名字叫《帮你洗
一洗》。

二、分段欣赏，引导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一）引导幼儿学说小猴子和小象的对话。

1。教师讲述故事，引导幼儿仔细听。

2。提问、出示图片，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1）小猴子滚了一身泥，小象是怎么说的？

（2）小脏猴变干净了，又是怎么说的？

（3）小象又是怎么说的？

教师引导幼儿回忆故事内容，讲述，教师帮助幼儿补充完整
句子，引导幼儿说一说、做一做。

（二）启发幼儿看图讲述小白兔和小象的对话。



1。出示图片，提问：“看，小白兔滚了一身泥，小象会说什
么呢？”“小脏兔变干净了，又是怎样说的？”启发幼儿看
图，并且根据经验讲述，如：让我帮你洗一洗；谢谢你，小
象；不用谢，我只是帮你洗一洗。

2。教师组织幼儿分组扮演角色学说对话。

3。讨论：你觉得小象怎么样？引导幼儿大胆讲述自己的想法，
如：小象很善良，帮助幼儿感知小象愿意帮助别人的形象。

（三）引导幼儿理解五只小老鼠和小象的.对话。

1。教师出示图片，引导幼儿数一数、说一说，知道有五只小
老鼠，并且设疑：这一次大象对五只小老鼠说对不起，发生
了什么事情呢？请你仔细听故事。

2。教师讲故事，在幼儿熟悉的地方留白，鼓励幼儿一起参与
讲述。

3。提问，帮助幼儿理解五只小老鼠和小象的对话。

提问：五只小老鼠滚了一身泥，小象帮他们洗干净了，怎么
反而对五只小老鼠说对不起呢？

教师启发幼儿思考、讲述，帮助幼儿理解乐意助人的小象也
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并且懂得做错事情了要说：“对不起”。

三、完整欣赏故事，进一步了解故事内容。

教师一边播放课件，一边完整讲述故事，对话部分留白，鼓
励幼儿讲述。

四、拓展延伸，感受愿意帮助别人的乐趣。

1。教师再次出示小脏猫，说：“小象帮助别人可真快乐呀。



宝宝们也来帮助小脏猫，好不好？”

2。教师扮演小脏猫，宝宝们扮演小象练习故事中对话部分，
边说边把小猫洗干净。活动在愉快的氛围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