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语言新年到教案(优质8篇)
在备课过程中，编写高一教案可以让教师更好地理清知识脉
络，提升教学质量。下面是一些值得推荐的安全教案范文，
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

大班语言新年到教案篇一

名称：

春节歌谣（儿歌）

目标：

（1）理解儿歌的内容，愿意大胆朗诵、表演这首儿歌。

（2）体验感受春节欢乐的气氛。

准备：

教学挂图、幼儿用书《春节歌谣》、录音磁带、各种小动物
角色图片。

过程：

（1）听音乐磁带，激发幼儿的兴趣：

*（远处传来热闹的背景音乐和鞭炮声）让幼儿猜
猜：――――“是什么事那么热闹啊？”

*教师用儿歌小结：“春天到，真热闹，家家户户哈哈笑。”

（2）听听、看看、讲讲‘理解儿歌内容：



*阅读图书，引导幼儿猜测：

――“会有哪些朋友兴高采烈得迎接春节呢？”

*逐一出示小动物角色图片，配上儿歌。

*教师提问：

――“刚才有哪些小动物在迎接春节？”

“小动物分别是怎样过春节的？”

*教师帮助幼儿用儿歌的话语来小结。

*集体朗诵儿歌。

（3）共同表演儿歌：

*师生共同听儿歌录音磁带。

*请部分幼儿分别扮演儿歌中的角色，进行表演。

*幼儿自由结伴进行表演。

大班语言新年到教案篇二

《新年到》这首歌曲的音高跨度较大，刚开始唱的时候，音
高不准，气息接不上，出现尖音，不好听。在进行活动预设
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气和声结合的问题，只有
把声音变得明亮集中，这首歌才好听。于是通过练声，边弹
钢琴边慢慢练，用钢琴声校对音高，这样发音准确，找准音
也方便，控制好气息，注意乐句中气息变化。

二、咬字、吐字和情感表现



在歌曲中，有些字必须要清楚地唱出来，比如：闹、咚咚响
的响，敲、好。先练习咬准字的音，反复吟诵歌词，说唱寻
找字的准确部位，借以掌握良好的语感，使得声音自然流畅，
从而在歌唱中较好的表达快乐地情感。在歌曲的演唱时还要
注意每一乐句最后一个音的时值，歌声以情带声，用身体动
作表现部分节奏：鼓儿咚咚响（打鼓），锣儿当当的敲（敲
锣）。全身心的投入到歌曲欢快地情绪中，声情并茂的唱好
这首歌曲。

[大班新年到活动反思]

大班语言新年到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理解儿歌的内容，愿意大胆朗诵、表演这首儿歌。

（2）体验感受春节欢乐的气氛。

（3）通过多种阅读手段理解图画书内容，了解故事，感受故
事诙谐幽默的情节。

（4）通过加入适当的拟声词去感受图画书的诙谐、幽默。

活动准备：

教学挂图、幼儿用书《春节歌谣》、录音磁带、各种小动物
角色图片。

活动过程：

（1）听音乐磁带，激发幼儿的兴趣：

（远处传来热闹的背景音乐和鞭炮声）让幼儿猜



猜：――“是什么事那么热闹啊？”

教师用儿歌小结：“春天到，真热闹，家家户户哈哈笑。”

（2）听听、看看、讲讲‘理解儿歌内容：

阅读图书，引导幼儿猜测：

――“会有哪些朋友兴高采烈得迎接春节呢？”

逐一出示小动物角色图片，配上儿歌。

教师提问：

――“刚才有哪些小动物在迎接春节？”

“小动物分别是怎样过春节的？”

教师帮助幼儿用儿歌的话语来小结。

集体朗诵儿歌。

（3）共同表演儿歌：

师生共同听儿歌录音磁带。

请部分幼儿分别扮演儿歌中的角色，进行表演。

幼儿自由结伴进行表演。

活动反思：

整个活动打破了以往的语言教学模式，让幼儿在欣赏中发现，
在讨论中激发幼儿的积极性，充分的体现了幼儿的主体性，
良好的师幼互动不仅提高了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提高了



幼儿的相互合作能力。

大班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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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语言新年到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理解儿歌的内容，愿意大胆朗诵、表演这首儿歌。

（2）体验感受春节欢乐的气氛。

（3）引导幼儿在儿歌中学习，感悟生活。

（4）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5）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活动准备：



教学挂图、幼儿用书《春节歌谣》、录音磁带、各种小动物
角色图片。

活动过程：

（1）听音乐磁带，激发幼儿的兴趣：

（远处传来热闹的背景音乐和鞭炮声）让幼儿猜
猜：――――“是什么事那么热闹啊？”

教师用儿歌小结：“春天到，真热闹，家家户户哈哈笑。”

（2）听听、看看、讲讲‘理解儿歌内容：

阅读图书，引导幼儿猜测：

――“会有哪些朋友兴高采烈得迎接春节呢？”

逐一出示小动物角色图片，配上儿歌。

教师提问：

――“刚才有哪些小动物在迎接春节？”

“小动物分别是怎样过春节的？”

教师帮助幼儿用儿歌的话语来小结。

集体朗诵儿歌。

（3）共同表演儿歌：

师生共同听儿歌录音磁带。

请部分幼儿分别扮演儿歌中的角色，进行表演。



幼儿自由结伴进行表演。

活动反思：

整个活动打破了以往的语言教学模式，让幼儿在欣赏中发现，
在讨论中激发幼儿的积极性，充分的体现了幼儿的主体性，
良好的师幼互动不仅提高了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提高了
幼儿的相互合作能力。

大班语言新年到教案篇五

新年到类型：混龄活动班级：大班名称：??春节歌谣（儿歌）
目标：??（1）理解儿歌的内容，愿意大胆朗诵、表演这首儿
歌。??（2）体验感受春节欢乐的气氛。准备：??教学挂图、
幼儿用书《春节歌谣》、录音磁带、各种小动物角色图片。
过程：（1）听音乐磁带，激发幼儿的兴趣：??*（远处传来
热闹的背景音乐和鞭炮声）让幼儿猜猜：――――“是什么
事那么热闹啊？”??*教师用儿歌小结：“春天到，真热闹，
家家户户哈哈笑。”（2）听听、看看、讲讲‘理解儿歌内
容：??*阅读图书，引导幼儿猜测：――“会有哪些朋友兴高
采烈得迎接春节呢？”??*逐一出示小动物角色图片，配上儿
歌。??*教师提问：??――“刚才有哪些小动物在迎接春
节？”??“小动物分别是怎样过春节的.？”??*教师帮助幼
儿用儿歌的话语来小结。??*集体朗诵儿歌。（3）共同表演
儿歌：??*师生共同听儿歌录音磁带。??*请部分幼儿分别扮
演儿歌中的角色，进行表演。??*幼儿自由结伴进行表演。

大班语言新年到教案篇六

1、学习有节奏地念唱儿歌，感受儿歌中表现出的过新年的欢
快气氛。

2、用轮流的方式和同伴一起围绕"过新年"的话题进行交流。



3、了解新年的特殊意义，体验新年给人带来的欢快。

4、感知故事中象声词运用的趣味性。

5、能安静地倾听别人的发言，并积极思考，体验文学活动的
乐趣。

1、教学挂图。

2、表现儿歌相关内容的图片。

一、引导幼儿围绕"过新年"展开讨论。

教师：你喜欢过新年吗?为什么?

二、引导幼儿谈论过新年。

(1)、教师：过新年，要做哪些事情?

(2)、引导幼儿和同伴交流。

(3)、把幼儿说到的内容的相关图片展示在黑板上。

(4)、引导幼儿观察图片，并把没有说到的`内容补充出来。

三、引导幼儿根据图片内容练习儿歌。

(1)、教师示范，边指着图片边念着儿歌或播放教学cd。

(2)、带领幼儿练习儿歌。

(3)、引导幼儿学习边拍手，边有节奏的念儿歌。

四、引导幼儿丰富而歌表演的形式。



(1)、启发幼儿理解儿歌中的几个动词的含义，并用动作表现
出来。

教师帮助幼儿理解"办"、"贴"、"包"、"下"的具体含义，并
用动作表现。

师幼共同用拍手打节奏与做动作相结合的方式，有节奏的念
儿歌。

五、教师启发幼儿进行谈话活动。

教师：请你和同伴说一说除了儿歌中提到的，你了解到的过
新年方式还有哪些?

引导幼儿以欢乐的情绪迎接新年的到来。

教师：你想怎么样过新年?

这节课结束，孩子们都还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大家了解了
我国南北过年的习俗及本地区的风俗，在延伸环节更是让幼
儿的激情得以释放到极致。今后就让幼儿在课堂上能说，有
看、有动(操作)，不足：操作材料少。

大班语言新年到教案篇七

活动目标

1．学会认简单的图谱，学敲《新年到》的鼓点。

2．在谈话中，学念童谣的过程中，感受新年欢乐气氛。

3．在游戏中学会敲鼓，提高幼儿学敲鼓的兴趣和增强对音乐
的节奏感。



活动准备

竹鼓、鼓棒、图谱。

活动过程

一、游戏导入

（一）教师示范性打节奏，幼儿模仿。

（二）与小鼓做游戏：鼓声响，跳的高，鼓声轻，跳的低。

二、学习童谣

（一）谈话

1．小朋友：“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将迎来一个最重要的节日，
你们知道是什么节日嘛？”

2．在新年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人们又是怎样来庆祝
新年的呢？

（二）学年童谣

1．教师完整念一遍。（进行相应的提问）

2．幼儿一句一句跟念数遍。

3．幼儿完整的念一遍。

三、学敲鼓点

（一）出示图谱

请幼儿来说说每个符号的敲法，请个别幼儿来示范。



（二）幼儿自由练习

请幼儿看着图谱先自由练习一下。教师巡视、观察。

（三）交流、讨论

请幼儿把自己在练习中的难点说出来，大家一起来解决。

（四）教师梳理、集体练习

在幼儿自由练习的情况下，教师及时梳理出幼儿的难点，进
行集体教学。

1．分句教学。

2．难点重点分析。

四、幼儿表演

幼儿一边看图谱，一边念童谣，进行竹鼓表演。（要求动作
尽量准确，要有敲鼓的架势。

五、延伸活动

与小鼓做抢椅子游戏。

课后反思

1.在开始部分采用游戏导入，激起幼儿学习的兴趣。在这一
环节巩固幼儿已学的节奏，进一步提高幼儿的节奏感。

2.在学敲鼓点环节，先集体复习每个符号的敲法，然后让幼
儿自由练习，从中发现自己认为的难点，再集体梳理，这样
幼儿在学习鼓点就不会那么被动，而是主动的来克服难点。
在整节课中幼儿的自主性学习有很好的体现，得到了很大的



提高。

3.大环节比较清晰，但是承上启下的语言不够精炼。重点提
问不够突出，幼儿难点回答到点上来。在认识单个的鼓点符
号上，部分幼儿掌握的比较好，有部分幼儿在自由练习时不
知道做什么事情了。没有达到预期想象中的效果。

大班语言新年到教案篇八

(1)理解儿歌的内容，愿意大胆朗诵、表演这首儿歌。

(2)体验感受春节欢乐的气氛。

(3)引导幼儿在儿歌中学习，感悟生活。

(4)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5)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教学挂图、幼儿用书《春节歌谣》、录音磁带、各种小动物
角色图片。

(1)听音乐磁带，激发幼儿的兴趣：

(远处传来热闹的背景音乐和鞭炮声)让幼儿猜猜：

“是什么事那么热闹啊?”

教师用儿歌小结：“春天到，真热闹，家家户户哈哈笑。”

(2)听听、看看、讲讲‘理解儿歌内容：

阅读图书，引导幼儿猜测：

“会有哪些朋友兴高采烈得迎接春节呢?”



逐一出示小动物角色图片，配上儿歌。

教师提问：

“刚才有哪些小动物在迎接春节?”

“小动物分别是怎样过春节的?”

教师帮助幼儿用儿歌的话语来小结。

集体朗诵儿歌。

(3)共同表演儿歌：

师生共同听儿歌录音磁带。

请部分幼儿分别扮演儿歌中的角色，进行表演。

幼儿自由结伴进行表演。

整个活动打破了以往的语言教学模式，让幼儿在欣赏中发现，
在讨论中激发幼儿的积极性，充分的体现了幼儿的主体性，
良好的师幼互动不仅提高了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提高了
幼儿的相互合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