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大班忆江南教案(汇总18篇)
小班教案是指为小班教学准备的一份详细计划和指导材料。
以下是一些优秀的高一教案范文，供大家参考。这些教案针
对不同的学科和教学内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指导意义。
希望大家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提高教学水平，为学生的学习
提供更好的指导和支持。通过不断改进和创新，我们相信每
一位教师都能够编写出更加完美的高一教案，为学生的成长
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幼儿园大班忆江南教案篇一

1、学习身体各部位的名称及相应的动作。

2、运用做动作和念儿歌相结合的方式，让幼儿体会运动的快
乐。

3、让幼儿通过学儿歌掌握相应词语。

1、儿歌《大家来运动》及相应字卡

2、学生课本《一起来运动》

3、及相应静电贴

1、导入：

（1）身体各个部位的名称是什么？如：教师手指着膝盖，请
幼儿说出名称。

（2）身体该部位可以做些什么动作？（如果幼儿能说出儿歌
内容之外的动作，教师也应予以肯定）

2、欣赏儿歌教师带领幼儿一起来念儿歌中的句子，并学习关



键词。

3、边做动作边念儿歌

4、在学生课本上的相应地方贴上静电贴

儿歌：大家来运动

手腕摇一摇，颈部转一转；

肩膀耸一耸，手臂来伸展；

手肘抬一抬，臀部撅一撅；

小腿踢一踢，腰部扭一扭；

膝盖弯一弯，脚踝转一转；

脚趾动一动，再来个大跳跃。

大家来运动，宝宝更健康！

幼儿园大班忆江南教案篇二

1、通过故事及小实验，深入理解故事情节；

2、知道遇事多动脑筋；

3、学习词语“倒影”，能清楚完整回答问题。

1、配乐故事《猴子捞月亮》录音。

2、每桌一盆水，一只手电筒。

一、谈话，引起幼儿对中秋节的回忆。



“昨天是什么节日？”

“你是怎样过中秋节的？”

“中秋节的月亮是什么样的？”

二、讲故事《猴子捞月亮》

三、当讲到“老猴子说：‘快想办法把月亮捞上来’时，停
止讲述，提问：“你猜猜他们是怎样捞月亮的？“（想各种
办法）“月亮捞上来了吗？为什么捞不上来？”

四、小实验

用手电筒当月亮，水盆当井，并让幼儿观察，“水中‘月
亮’的影子是什么样的？用手去捞，‘月亮’变得怎么样
了？”使幼儿感知水面很平时，“月亮”是圆圆的，用手一
抓，水面有了波纹，影子就碎了。

五、教师接着把故事讲完，提问：“故事的名字叫什
么？”“小猴子在井里发现了什么？”“它们用什么方法捞
月亮？捞到了没有？为什么捞不到？”“最后，老猴子一抬
头，看见了什么？它对小猴子说了什么？“听了这个故事，
你懂得了什么道理？”

六、欣赏配乐故事《猴子捞月亮》。

七、布置任务，要求幼儿：

1、回家把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

2、记半个月月亮日记，观察月亮圆缺变化。



幼儿园大班忆江南教案篇三

1.能运用连贯、完整、富有一定故事情节的语言讲述照片的
内容。

2.感受照片所表现内容的多样性。

3.体验与人交流的快乐。

1.幼儿准备自己的照片2～3张，课前请家长和孩子共同交流、
回忆有关照片的内容。

2.自制一本相册。

1、提出参观的要求

教师：请你找一找哪张照片是你的，和好朋友讲一讲你的照
片上有谁，

是在什么地方拍的，当时你的心情怎么样。

2、同伴间互相讲述，教师了解幼儿讲述的大致情况，给予个
别幼儿恰当的指导。

1、教师示范讲述：我的照片的故事。

教师讲述：这是我和我的孩子在泰山旅游时拍的一张照片。
放假的时候，

我和我的孩子来到了泰山，泰山是一座很高的山，我们沿着
台阶向上爬，一路上看到了高高的树、绿绿的草和五颜六色
的花，最有趣的是山上的石头，有的像小猴子，有的像老虎，
有的像大象，真是好玩极了！我们爬了好长时间，终于爬到
山顶了。



我们高兴地说：我们爬到山顶了，我们胜利了！

2、通过提问，帮助幼儿理解讲述的要点以及讲述的条理性和
完整性。

（1）我的故事里有谁？

（2）我和我的孩子在什么时候去了什么地方？

（3）我们看到了什么？说了什么？心里觉得怎么样？

1、个别讲述自己照片的故事。

教师：谁愿意去选一张自己的照片，将照片的故事讲给大家
听？

2、幼儿讲述在幼儿园活动中拍的照片的故事。

3、经验迁移，讲述他人照片的故事。

（1）全家福照片。

(一家人团聚在一起非常开心、快乐、幸福！拍张全家福作为
纪念。)

（2）自选照片，再次与同伴交流、分享照片的故事。

1、引导幼儿为照片归类、整理。

教师：每一张照片不仅能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还能帮助我
们记往一件事情，每一张照片都很珍贵，我们应该将它保存
好。

请幼儿按照片拍摄的地点归类、整理。



2、制作班级相册，分享活动的快乐。

教师：这些照片装在一起，给它加个封面就做成一本相册了，
这是我们的班级相册，我们还会有更多的照片存放在里面，
我们还要继续讲照片的故事。

幼儿园大班忆江南教案篇四

1、通过看、说、演等形式理解诗歌内容，学念诗歌；掌握诗
歌中的动词。

2、欣赏剪纸作品，初步了解中国传统婚嫁的习俗，感受中国
民间文化的独特美。

1、传统婚礼影视片断一段；

2、剪纸作品一套，字卡一套

3、红色手绢花一条，竹竿两条。

今天，徐老师带来了一些刻纸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看看上面刻的是什么？

1、（出示红盖头）你们看，这幅作品上刻的是什么？

2、（逐一出示绸鞋、凤冠、摆设）这些又是什么？

3、它们都是什么颜色的？为什么都用红色？红色让你想到了
什么？（学说红红的……）

4、（出示锣鼓、喇叭、鞭炮、花轿）这些作品上又刻的什么？
它们会发出怎样样的声音？（学象声词）

6、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幅，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1、原来是要举行一场热闹的婚礼。这些刻纸作品上的东西和
场景原来都和婚礼有关，老师这里有一段婚礼的录像，让我
们一起来看看里面有没有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东西。

2、你们都看到了什么？

3、这场婚礼和我们平时看到的一样吗？

4、小结：结婚时新娘带凤冠、盖红盖头；还有抬花轿、敲锣
打鼓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婚礼习俗。

四、完整示范诗歌，幼儿学习诗歌

1、传统的中国婚礼可真有意思，徐老师也想去看看热闹！
（示范诗歌）

3、小结：这些词虽然各不一样，但都是用来表示某个动作的，
我们叫它“动词”。

4、好热闹的婚礼啊，你们想不想和我一起去看看？（幼儿学
念诗歌）

（第一次看图片，第二次做动作。）

1、你们觉得有意思吗？我们也来举行一场有趣的、热闹的中
国传统婚礼，好吗？

（分配角色，播放音乐，表演诗歌）

2、边表演边出活动室。

红红的盖头盖起来，

红红的绣花鞋穿起来，



红红的凤冠戴起来，

红红的摆设抬起来，

咚咚锵锣鼓敲起来，

呜啦啦喇叭吹起来，

噼噼啪鞭炮放起来，

吱嘎嘎花轿颠起来，

哈哈哈娶亲的队伍走过来。

幼儿园大班忆江南教案篇五

1．不怕困难,有客服困难的勇气。

2．学习续编故事。

3．能在同伴面前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1．《运南瓜》的图片一幅。

2．磁带、录音机等。

活动过程一、引导幼儿观察图

二、引导幼儿观察图

2,提问：画面上有谁？它们在说什么？小白兔看见了什么？
想到了什么？

三、交代任务：这两幅图说的是小白兔和南瓜的故事,故事的
开头我们知道了,小白兔的大南瓜该怎样运回家呢？请你们仔



细想一想,把这个故事的结尾部分画出来。

四、让幼儿把自己的想法画在纸上,作为第三幅图。（要求画
出的小兔运南瓜的形象是笑咪咪、甜滋滋的,小兔走路的姿势
是欢快的。）画好后独自练习讲述。教师巡回观察指导,了解
幼儿构思。

五、选择画面清晰、情节设计比较合理新奇的作品让作画人
向全体幼儿讲述。

六、启发幼儿给故事取名字。

七、教师完整讲述《运南瓜》的故事。（也可请能力强的幼
儿讲述一遍。）

八、引导幼儿讨论：从小白兔运南瓜的故事中我们懂得了一
个什么道理？

幼儿回家后可将《运南瓜》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

语言活动--续编故事：运南瓜。

幼儿园大班忆江南教案篇六

1.让孩子喜欢阅读并体验阅读的快乐。

2.培养孩子的观察、猜想及表达能力。

3.让孩子通过体验懂得拥抱能给他人带来温暖、快乐，多给
身边的人“爱”的拥抱。

4.领会故事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5.理解故事内容，能认真倾听，有良好的倾听习惯。



通过逐步引导让孩子学会看图，为表达作必要基础。

课件

一、介绍玩具，猜想导入

1.今天，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本书，想不想看?

2.书名先保密，我只能告诉你这是一本有关玩具的书。书中
都有哪些好玩的玩具，咱们来看看吧!

3.你知道小憨是哪种玩具吗?猜猜看!

(蓝色让孩子产生幻想!通过幻想、猜想，让孩子产生强烈的
阅读愿望。)

二、阅读绘本，感知情节。

过渡语：小憨到底是什么玩具?老师也不知道，我们往下看吧，
说不定看了以后就知道了呢!

1.播放课件，教师配乐讲述故事1-7页。

(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述示范引领孩子，适当的提问帮助孩子理
解绘本)

2.玩具熊艾德有什么本领，你能看出来吗?小憨会吗?玩具熊
怎么帮小憨的，请你讲给大家听听!

(老师的步步引导让孩子明白：讲故事并不难，仔细观察就能
看懂图意，就会讲了。)

3.播放课件，让孩子们猜想故事情节并尝试讲述。

(把阅读的自主权交给孩子，孩子才是阅读的主人!)



三、音乐律动“爱的抱抱”，体验爱的力量。

1.老师拥抱孩子，让孩子感受老师的爱。

2.师幼律动并情境表演，让孩子体验拥抱能给人带来温暖、
快乐。

(现场体验，孩子的感受会更直接，更深!给孩子提供真实的
情境，孩子的体验会更丰富、饱满!)

1.故事讲完了，你现在知道小憨是一个什么玩具吗?

2.每天给你的家人一个大大的'“爱”的抱抱吧!他们一定会
非常开心的!

(在幼儿充分阅读后知道了小憨的特别之处，它爱帮助人，能
给人爱，孩子们的内心会由喜欢升华至模仿，多给身边的人
以爱和温暖。)

五、教师引导孩子给故事起名字，并激发阅读期待。

幼儿园大班忆江南教案篇七

1、理解故事内容,初步学习故事中的对话,体会"帮助"的`含
义：帮助不是一件东西,它是一句安慰的话,一声体贴的问候,
一个小小的行动。

2、感受帮助别人和得到帮助的快乐,产生乐意去帮助他人的
愿望；

图片若干、对话框人手一份、音乐《找朋友》

（一）出示小女孩图片



1、看来了谁呀？小女孩在找东西,找什么呢？

2、什么是"帮助"呢？

（二）讲述故事,理解故事内容

1、小女孩在找"帮助"时遇到了谁？

2、小女孩和山羊到森林里又找到了谁,发生了什么事情？

3、小女孩找到"帮助"了吗？你从哪里看出小女孩找到了帮助
呢？

（三）出示完整图片、对话框,学习对话

1、教师按照故事情节出示图片,完整讲述故事,

2、尝试用对话框学习角色对话。

（四）拓展理解"帮助"

1、你是怎样帮助别人的？

2、你喜欢帮助别人吗？当别人因为得到你的帮助而很高兴时,
你心里有什么感觉？

3、每个人都需要帮助,也都帮助别人,只要能给别人带来快乐
就是帮助。

幼儿园大班忆江南教案篇八

1、感受服装的美，学习与各种服装相关的词语。

2、能运用较完整、连贯的语言向同伴介绍自己的服装。



各种不同款式的服装图若干、收集不同款式的服装并布置于
活动室的四周;《朋友，请到晋江来》音乐磁带、自制“话
筒”若干，拼插成的“摄像机”。

(一)以刚刚结束的“第三届全国暨晋江首届伞博会”为题进
行谈话，引出“举办晋江服装博览会”的构想。

(从幼儿周围发生的事件入手进行谈话，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
了谈话的内容，并且抓住大班幼儿的心理特点，通过引发举
办服装博览会的构想，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为接下来的主
动、大胆参与活动起到很好的铺垫作用。)

(二)以“请幼儿担任服装博览会解说宣传员”引导幼儿观察
自己的服装，并用较完整、连贯的语言向同伴介绍。

1、师：“服装博览会举办的时候，肯定需要很多的解说介绍
人员，要是我们也能参加，向来自各地的.外宾朋友介绍，一
定很不错。今天，我们也来试着学一学，先仔细地观察一下
你今天穿的服装是什么样的?有哪些你最喜欢或比较特别的地
方，请你来试着向大家介绍介绍。

2、幼儿观察自己的服装，并与同伴交流，师观察并帮助幼儿
丰富相关的词语。

3、鼓励引导幼儿运用较连贯、完整的语言向同伴介绍自己的
服装，丰富幼儿服装的词语。

( 大班幼儿的任务意识及责任感比较强，通过担任“解说介
绍人员”这一角色任务，让幼儿尝试向同伴介绍自己的服装，
并引导幼儿从“最喜欢或比较特别的地方”着手向大家介绍，
为幼儿指明了一个似隐若现的介绍方向，同时，在幼儿的介
绍中，师及时地丰富幼儿相关的服装词语。)

(三)欣赏活动室四周不同款式的服装或服装图片，感受服装



的美。

1、师：随着工人叔叔、阿姨越来越好的发明、设计，服装的
款式越来越多，越来越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启发、引导幼儿互相交流，讲述。

(这一环节通过欣赏、交流，再一次让幼儿感受各种款式的服
装美，同时孩子在交流、讲述中，经验得到了分享、提升。)

(四)幼儿自由选择，自由结伴进行“我喜欢的服装”介绍、
讲述活动。

1、师向幼儿介绍辅助材料(话筒、摄像机)，引导幼儿通
过“电视台采访”形式，自由结伴扮演角色介绍自己喜欢的
服装。

2、鼓励幼儿继续向同伴介绍自己或展共和其他同伴的服装。

幼儿园大班忆江南教案篇九

1、学习诗歌《福娃的家》，能理解诗歌的意思。

2、能正确区分五个福娃，知道他们的名字。

3、知道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城市是中国北京，为奥运能在中
国举行而自豪。

4、学会有感情地朗诵诗歌，大胆参与讨论。

5、能简单复述诗歌。

关于诗歌内容的图片一套。

五福娃的胸饰人手一个。



奥运五福娃宣传片(网上下载)。

1、出示福娃，引起幼儿的兴趣，了解一些奥运小知识。

(1)你们知道，这些娃娃共同的名字叫什么?(福娃)

(2)你们知道2008年奥运会在哪里举行呢?(北京)

2、学习诗歌，理解诗歌的意思。

初步感知诗歌结构。

(1)通过观看福娃宣传片，知道福娃的名字和特征。

(2)知道福娃生活的地方，会用生动的词语来形容福娃的家。

(3)说一说五福娃的名字，把他们的名字连起来说一说。(北
京欢迎你)

完整的欣赏诗歌。

(1)幼儿创编诗歌《福娃的家》

幼儿根据以前学过的诗歌《家》创编诗歌《福娃的家》。

(2)幼儿完整地欣赏诗歌《福娃的家》。

提问：诗歌的名字叫什么?

你听到诗歌中讲了什么?一起学一学!

(3)完整地朗诵诗歌。

3、韵律活动《大中国》结束活动。



福娃的家

蓝色的大海是贝贝的家，

广袤的森林是晶晶的家，

圣火欢欢照亮这个家，

绿色的草原是迎迎的家，

辽阔的天空是妮妮的家，

五个福娃齐声喊：

2008

北京欢迎你。

福娃的角色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他们能用比较完整地语言
讲述福娃的特征。在活动中，他们思维活跃，特别是在创编
诗歌的时候，能用“波涛汹涌”来形容大海，“一望无际”
来形容草原等，非常的贴切、形象。最主要是，他们能够合
作创编完整地诗歌，并给它起名字。通过活动，他们了解了
奥运，为2008奥运能在中国举办而自豪。

幼儿园大班忆江南教案篇十

1、进一步了解清明节的天气特征及风俗。

2、理解诗歌的含义，体验诗歌中表达的哀伤之情，并对唐诗
产生初步的兴趣。

1、挂图17号；《小朋友的`书、春天里》；磁带及录音机



2、活动前两周做天气观察记录，统计晴天和雨天的数量。

1、小朋友们记录了清节前后的天气变化，发现了什么？（有
时天气晴朗，有时细雨绵绵）

2、天气晴朗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高兴）细雨绵绵的时候
又有什么感觉？（烦恼、不开心）

1、出示挂图，播放古诗录音。

教师边提问，边结合挂图解释诗歌中的词"欲断魂"、"借问"、
"牧童"、"遥指"，帮助幼儿理解。

1、听磁带，体味念古诗和平日里讲故事、说话的声调、发音
有什么不同。鼓励幼儿按照磁带中的方式跟念古诗。

2、尝试边念古诗边用体态语言表现古诗的内容。

我国唐朝出了很多著名的诗人，写了很多优秀的诗，以后我
们还会学更多的唐诗。

幼儿园大班忆江南教案篇十一

1．引导幼儿感受散文中对大自然四季景色的描绘，体会散文
的语言美、意境美。

2．通过多通道感受的方式进一步激发幼儿对大自然的热爱之
情，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

文学作品：散文《春天来了》、《秋天的雨》、《第一场
雪》，古诗《小池》等。

音乐作品：选择描绘四季景象的轻音乐曲《春》、《夏》、
《秋》、《冬》和《四季》。



美术作品：选择希斯金的油画《林边的花》(表现春天的景
色)和《橡树?傍晚》(表现夏季的景色)，列维坦的油画《秋》
(表现秋日的景色)和《三月》(表现冬日的景色)。

在“我爱大自然”这一单元的前几次活动中，孩子们欣赏了
二幅幅描绘大自然美好风光的世界名画。孩子们的感受是细
腻的、真切的，但他们往往无法将内心的感受用恰当的语言
表达出来，有时会出现“太美了”或“我感到很高兴”等比
较笼统的泛泛之词。于是课题组通过讨论认为：有必要向孩
子们介绍一些描绘大自然美丽景色的.散文佳作，帮助其欣赏
内化。大家分头找来一些散文、图片、音响资料，并根据这
些资料整理、设计了四季散文欣赏活动。本活动意在从对文
学作品的欣赏切入，配合音乐、美术作品来丰富孩子们的语
言积累，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挖掘其内在潜能，激发
他们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感。

本活动是一个由文学、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共同切入的生
态式艺术教育活动，建议本活动可包括以下一些环节：

一、欣赏散文《春天来了》，聆听音乐，欣赏画面，感受并
描述春的美好。

1．聆听音乐《春》。

提示：教师引导幼儿：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一起来感受春
天的美好。

2．教师有感情地朗读散文《春天来了》。提示：音乐《春》
播放片刻后，教师开始有感情地朗读散文《春天来了》，
《春》作为背景音乐不间断播放。

3．引导幼儿用散文里的语言描述春天。

二、欣赏古诗《小池》，聆听音乐，欣赏画面，感受并描述



夏日的景色。

1．欣赏美术作品《橡树?傍晚》，幼儿感受夏日景色。

提示：欣赏《橡树?傍晚》时《夏》的音乐作为背景不间断播
放。教师提问：夏日的景色是怎样的?你有什么感觉?引导幼
儿感受夏日阳光的明媚、树木的光影斑驳、枝繁叶茂和充满
生机。

2．吟诵古诗《小池》，引导幼儿继续体验夏日美景。

3．鼓励幼儿用诗句来描述夏日景色。

三、欣赏散文《秋天的雨》，聆听音乐，欣赏画面，感受并
描述秋天的景色。

1．《秋》的音乐响起，教师朗读散文《秋天的雨》。

提示：教师朗读时，《秋》作为背景音乐不问断播放。

2．引导幼儿用散文里的句子描述秋天。

提示：教师提问：秋天美吗?美在哪里?秋天的颜色是怎样的
呢?又有什么样的气味?

四、欣赏散文《第一场雪》部分段落，聆听音乐，欣赏画面，
感受并描述冬日美景。

1．《冬》的音乐响起，教师朗读散文《第一场雪》。

提示：教师朗读时，《冬》作为背景音乐不间断播放。

2．引导幼儿用散文里的句子描述冬天。

五、总结四季的景色，激发幼儿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音乐《四季》响起，分别回顾表现春、夏、秋、冬景色的美
术作品。

幼儿园大班忆江南教案篇十二

1、大胆猜想故事内容，学习用"……突然……"的句式表达画
面……

2、理解"突然"的意思，体验"突然"的趣味，尝试进行故事续
编。

学习用重复的句式表达画面的内容，并能大胆猜想故事发展

理解"突然"的意思，尝试讨论续编故事

《突然》ppt

2、"突然"是不是这意思呢？老师找了一个故事，我们去故事
里找答案吧。

1、出示图片1：你看到了什么？哦！看到了一只蜘蛛，那它
在干什么呢？蜘蛛荡着秋千，它的心情怎么样？我们也来和
小蜘蛛一起荡秋千吧。

2、一只小蜘蛛正吊在树枝上荡秋千，荡呀荡呀，突然——咦，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请小朋友来猜一猜。引导幼儿猜测，教
师做适当的回应。

3、出示图片2：看，这只蜘蛛到底怎么样啦？那公鸡是怎么
吃到它的'呢？嗯，一只公鸡跳起来，"啊呜"一口吞掉了它！

4、现在公鸡的心情是怎样的？为什么？它带着快乐的心情会
去干什么呢？



5、出示图片3：公鸡在干什么？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请一
小朋友学公鸡唱歌）公鸡高兴的站在草垛上唱歌，突然意想
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出示图片4）怎么啦？对，一只狐狸扑
过来，"啊呜"一口吞掉了它！

6、出示图片5、6：狐狸啊，吃的饱饱的，觉得口渴了，然后
去干什么啦？去了湖边喝水。我们来学学狐狸喝水的样子。
（教师讲述：狐狸正在湖边喝水）突然——又发生了什么事
情呢？请谁来说说？突然——一只狮子窜了出来，"啊呜"一
口吞掉了它！

7、出示图片7：后来，狮子吃了狐狸之后在干什么？

8、一只狮子在灌木丛中撒尿，突然——（出示图片8）谁能
用突然说一说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一只霸王龙冲了出来，
"啊呜"一口吞掉了它！

9、完整欣赏讲述故事图片1——810、师幼共同讲述故事

1、出示图片10：这只霸王龙吃了一只大狮子，霸王龙会去干
什么呢？吃饱了的霸王龙正躺在太阳底下休息呢……突
然——会发生什么事情？（出示图片11）

2、幼儿自由讨论，续编故事

1、出示图片12：咦？发生了什么事？

2、一条毛毛虫钻进了它的鼻孔，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3、突然——啊……嚏……（教师演示课件13），谁来说一说？

4、集体表述画面，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霸王龙打了
一个大大的喷嚏，把蜘蛛、公鸡、狐狸、狮子全部都喷出来
了。



1、这个故事的题目叫《突然》。小朋友们你们现在知道"突
然"什么意思了吗？

2、故事中发生了很多突然的事，其实我们生活中也有。

3、出示图片13、14、15：图片中小女孩在干什么突然会发生
什么事情？之后两幅幼儿看图讲述。

4、你能用突然说说"生活中的事情吗？

幼儿园大班忆江南教案篇十三

1.使幼儿初步理解故事,明白心愿的含义。

2.创设愉快的氛围,鼓励幼儿在集体面前大胆说出自己的心愿。

3.引发幼儿的'同情心,懂的关心和帮助有困难的人。

心形花瓣七色花若干,故事《七色花》

受四川地区地震灾害影响的人们

一、导入话题

今天老师也给你们带来了一朵七色花,引导幼儿观察,七色花
有几个花瓣？有几种颜色？每个花瓣里都藏着一个美丽的心
愿,请听故事《七色花》）小朋友看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什么?
（出示七色花）这是一朵七色花,有一则童话故事就叫七色花,
你听过吗?让我们一起听一下吧。（听故事"七色花"）

二、理解故事,明白心愿含义

故事里珍妮得到"七色花"后,说出了哪些心愿？（由于心愿太
多,老师可借助七色花和孩子们逐一说出心愿）



三、在集体面前说出自己的心愿

珍妮说出了那么多的心愿,每小朋友也都有自己的心愿,你的
心愿是什么？当你说出自己的心愿时,你就可以把一颗红红的
心放在手背上,让我们一起来吧。（每位幼儿都说心愿,并把
小红心贴在手背上）（个别说完后,可采用互说的方式让每个
孩子都有发言的机会,老师也可以说出自己的心愿）

四、围绕一个主题,说说乐于助人的心愿

故事中珍妮的哪个心愿最美好？你为什么觉得最后一个最美
好呢？

老师得到了一段录像,我们来看看好吗？（灾区人民录像）小
朋友能用你的心愿来帮助他们,为他们祝福吗？（小朋友说时
尽量随即调动小朋友的积极性,不要让他们感到枯燥,如针对
孩子们说的心愿做个动作什么的。

你还用你的心愿去帮助哪些有困难的人？）

五、结束部分

小朋友个个都是有爱心,有同情心的好孩子。（只要我们心中
充满爱,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美好。放音乐《心中有爱》,让
孩子在音乐声中许下自己的小小心愿,希望愿望成真,自然结
束）你们的心愿会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谢谢你们的美
好心愿！

幼儿园大班忆江南教案篇十四

1，理解散文诗的内容，体验散文诗中的情感。通过散文诗的
欣赏，发展幼儿的艺术潜能。

2，培养和提高幼儿对艺术的欣赏力，体验散文诗优美的意境。



3，发展思维，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培养幼儿对散文诗的喜爱

4，引导幼儿细致观察画面，激发幼儿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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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机，配乐磁带

2，头饰若干（小猴，小鸟，蜻蜓，老鹰，小兔，小鸭，小猫，
小狗，蜜蜂，蝴蝶）。

3，红色太阳22个，绿色蜡笔22支。

一、讨论：

2，请个别幼儿独力讲述。

3，老师小结幼儿所述。

4，你想什么办法，让太阳不再那么热而是很凉快呢？

5，幼儿讲述。

二、引导幼儿听散文诗《太阳变绿了》。

1、我们来听听，看看小动物们的看法吧！

2、教师有感情地朗诵配乐散文诗一遍。

3、故事里有哪些小动物？你最喜欢谁？为什么？

（1）、夏天的太阳怎么样的？小动物们商量着要干什么？

（2）、可是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去给太阳涂上绿色呢？



（3）、那么那些小动物会飞呢？他们先请谁帮忙呢？

（4）、结果蝴蝶怎么说？（幼儿讲述后表演出动作、感情、
神态）

（5）、小动物们又找了谁？（蜻蜓）它愿意帮忙吗？怎么说
的？

（6）、还去找了谁呀？（蜜蜂），蜜蜂答应了吗？怎么说的？
老鹰又怎么说？

（7）、后来他们找到了谁？（小鸟），小鸟有没有答应帮忙
呢？

（8）、可小鸟怎么说的？（我力气太小了，飞不高）

（10）、大家高兴地唱着、跳着，可小鸟飞不回来了。谁告
诉我，我的小鸟哪里去了？我好着急啊！

（11）、你喜欢小鸟吗？为什么呢？

1、小动物如果请你帮他们把夏天火辣辣的太阳涂上绿绿的颜
色，你会愿意吗？

2、那你会不会像蝴蝶他们那样会飞呀？

3、那你想什么办法来到太阳旁边给它涂上绿绿的颜色呀？

4、幼儿讲述后教师予以表扬，并请幼儿将红太阳反面涂上绿
绿的颜色。

5、幼儿涂色，教师边巡回观察，边朗诵散文诗。

6、请幼儿将自己的太阳拿好，坐到座位上，相互说说你想了
什么方法来给太阳涂上绿绿的颜色的。



四、讨论，表演。

1、你们最喜欢故事中的哪个角色？说说为什么喜欢，并表演
一下对话。

2、老师请幼儿戴上头饰上来分别扮演故事中的角色，配合全
体幼儿的讲述，请他们表演出来，加深印象。

3、请几组表演，注重幼儿对情节的理解，语句的通顺，及时
肯定幼儿的能力。

4、全体幼儿出教室。

一篇科普说明文，介绍了太阳的特点以及太阳与地球、人类
的密切关系。在学习时，我们一方面要了解作者说明事物的
方法，初步学习阅读说明文的方法；另一方面要理解课文内
容，了解太阳的有关知识，初步认识人类与太阳的密切关系，
激发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兴趣。学生初次接触到科普说
明文，对于这种文体，学生比较陌生，对其写作方法所知甚
少，学生在理解和掌握上有一定的难度。这节课的重点在了
解太阳的特点及其写作方法，我设计了一个运用多媒体辅助
教学的环节。运用太阳图片和太阳活动录像，使学生更深刻
地体会到太阳的大、热、远这些特点，使他们的形象思维得
以发展。太阳与地球的关系，文中表述的较概括，学生不易
理解，这时多媒体的运用，使文字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
使学生切实感受到太阳对地球的重要性。学生小组讨论激烈，
最后汇报时，发言积极，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
学理念。

幼儿园大班忆江南教案篇十五

1、知道广告的作用及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

2、尝试为自己喜欢的产品做广告。



商业广告和公益广告各一段、各种物品。

价值分析：知道生活中广告处处能见，广告和我们的生活紧
密相连，并给人们带来方便。

1、今天我们来说说广告，你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广告？

小结：哦，原来广告到处都有，广告就在我们身边。

2、（播放广告）你从这段广告里看到了什么？

小结：原来这种介绍商品的`，吸引大家都去购买它的广告
叫“商业广告”。

价值分析：愿意学学、唱唱广告语，能大胆表现自己。

1、教师说自己喜欢的广告。

2、我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广告，你有喜欢的广告吗？说说喜
欢的理由。

3、学学广告：学一学广告语、唱一唱广告歌。

小结：原来好看的画面、好听的音乐、有趣的语言都是我们
喜欢广告的理由，而且广告让我们了解到许多商品的信息。

价值分析：通过合作自编广告，锻炼幼儿口语表达能力，激
发幼儿创编广告的欲望。

1、今天老师有几样商品要卖出去，请你们来做做广告，好吗？

2、出示实物，幼儿设计广告。

3、分享交流。



1、除了向大家介绍、推销商品的商业广告外，还有什么广告？

2、（播放公益广告）刚才你看到了什么？这个广告和我们看
到的商业广告有什么不一样？

小结：这是“公益广告”，公益广告是不介绍产品的广告，
而且是有教育意义的。

首先，这是一节语言活动，所以我对孩子的前期经验丰富了
许多。有了知识经验的准备，孩子们对活动的兴趣提高了，
想说的欲望也增加了。

其次，在说到孩子自己喜欢的广告时，我预设的东西过多，
导致孩子在表演时没有激情。

最后，在创编环节有的孩子显得有点单板、拘束，知识单纯
地创编了广告语，没有放开，这时教师应该及时启发幼儿，
让幼儿大胆地表达表现。

幼儿园大班忆江南教案篇十六

1．在想想、讲讲的过程中，理解小动物画圆的方法，学习诗
歌。

2．感受动物画圆的趣味，体验自主学习的快乐。

反映诗歌内容的图片一套。

一、导入部分：用身体画圆，激起幼儿学习的兴趣，引出诗
歌主题。

2．请幼儿尝试用自己的身体动作来画圆。

3．教师和全体幼儿一起来用身体动作画圆。



二、理解掌握部分：初步了解诗句的结构，学习诗歌。

1．学习小鱼画圆的诗句

（1）师：小动物们看见我们这么画圆觉得非常有趣，它们也
想来画，你们看谁来了呀？

（2）出示小鱼图片，教师以小鱼的口吻说：我是一条快活的
小鱼，喜欢在小河里游来游去，我画圆的方法和你们不一样，
请你们猜猜，我是怎样画圆的呢？（引导幼儿猜测）

（3）师：你们真聪明，帮我想出了这么多的办法，看，我是
怎样画圆的呀？（出示图片）

（4）师：小鱼是怎样画圆的？（吐出泡泡一串串）让幼儿表
演动作。

（5）师：小鱼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画圆？（突出动物的特点）
它的圆画在什么地方？

（6）教师结合图片完整朗诵小鱼画圆的`诗句：“小鱼画圆，
吐出泡泡一串串，在水中画圆。”

（7）幼儿完整地学念诗句，并表演小鱼吐泡泡的动作。

2．学习小猴画圆的诗句

（1）师：看，还有谁也来画圆了？

（3）（出示图片）问：小猴是怎么画圆的？在哪里画的？小
猴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画圆？（突出动物的特点）

（4）教师结合图片完整朗诵小猴画圆的诗句：“小猴画圆，
抓住树枝荡一圈，在树上画圆。”



（5）幼儿完整地学念诗句，并表演小猴画圆的动作。

3。学习青蛙画圆的诗句

（1）师：除了小鱼和小猴，还有其它的动物朋友也来了，我
们赶快来认识一下吧！

师：这个动物朋友呀身穿绿衣服，唱起歌来“呱呱呱”，它
是谁？（青蛙）

（2）问：青蛙是怎么画圆的？在哪里画的？青蛙为什么要用
这种方法画圆？（突出动物的特点）

（3）教师结合图片完整朗诵青蛙画圆的诗句：“青蛙画圆，
扑通一声跳下水，在水中画圆。”

（4）幼儿完整地学念诗句，并表演青蛙画圆的动作。

4。学习刺猬画圆的诗句

（1）师：最后这位朋友可厉害了，浑身长满的尖尖的刺，你
们知道他是谁吗？（刺猬）

（2）问：小朋友想一想，小刺猬是怎样画圆的？在哪里画圆
的？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

（3）教师结合图片完整朗诵刺猬画圆的诗句：“刺猬画圆，
团起身子滚一滚，在草地画圆。”

（4）幼儿完整地学念诗句，并表演刺猬画圆的动作。

5。完整学习诗歌，感受动物画圆的趣味。

师：小朋友画圆有趣吗？其实画圆是一首好听的诗歌，我们
一起来听一听。（教师完整的朗诵一遍诗歌）



幼儿完整的学念诗句，并表演画圆的动作。

三、延伸活动：诗歌仿编

1．讨论：还有什么小动物会来画圆呢？怎样画圆？在哪里画
圆？

2．教师引导幼儿将想象出来的内容讲述出来，编成诗句。

幼儿园大班忆江南教案篇十七

1、在看看、猜猜、学学的活动中，初步认识动词：吃、唱、
喝、吹。

2、通过游戏活动，培养幼儿识字的兴趣。

3、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4、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不马虎的好习惯。

材料及环境创设吃、唱、喝、吹字卡人手一套。饭碗、杯子、
吹泡泡玩具各一。

一、引起兴趣。

二、感知认读。

1、表演吃饭。

提问：我在干什么？

想不想和"谜语大师"一起来表演？（师：我用小嘴吃吃饭，
吃吃吃，幼儿边表演边跟说）出示汉字，共同认读"吃"。

除了吃饭还可以吃什么？（幼儿边说边表演，巩固认识"吃"）



2、表演唱歌。

提问：听到我在干什么？

幼儿共同表演并认读汉字"唱"。

3、表演喝水。

提问：这个谜语的谜底是什么呢？

幼儿共同表演，认读汉字"喝"。

小嘴还能喝什么？（幼儿边说边表演，其余幼儿跟学，巩固
认识"喝"）

4、表演吹泡泡。

提问：刚才我用小嘴干什么了？

幼儿学习表演，认读汉字"吹"。

谁能和我表演不一样的动作给大家猜？（幼儿表演，巩固认
识"吹"）逐一跟读汉字"吃、唱、喝、吹"。过渡："谜语大
师"的谜语猜完了，可还有一些难题呢。

三、游戏。找字宝宝。

幼儿拿出字卡，师说："我用小嘴吃吃饭，吃吃吃"，幼儿找
出"吃"字。

请个别幼儿说短句，幼儿找出相应的汉字。

师提要求，如："'谜语大师'口好渴呀，请你们给我喝喝水"，
幼儿找出相关汉字。



捉迷藏方法：师逐一藏掉汉字，幼儿分别找找哪个汉字不见
了，并从字卡中找出。

四、迁移小结。

1、请你们找找这四个字里的小秘密。（引导幼儿发现"口"字
旁）

2、为什么这些字宝宝都有一个"口"呢？

3、师小结，我们刚才做的动作都与嘴巴有关，所以这几个字
宝宝旁边都有一个"口"。

（结束）评析：

在当前，幼儿识字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识字活动
《有趣的嘴巴》，以游戏贯穿整个活动，轻松活泼，让孩子
在教师创设的愉悦环境中轻松学习、自然习得。

特别是在讨论如何保护嘴巴的环节中孩子们不但能与同伴积
极交流，还能大胆地与听课的老师们互动，思维活跃，达到
了预期的效果。

不足之处：

1、没能放手让孩子大胆地表达，过于包办限制了孩子语言的
发展。

2、识字的游戏的方式也有所欠缺。

在今后的活动中得加以改进，真正为幼儿提供一个敢于大胆
表达的.环境，从而发展幼儿的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能力。



幼儿园大班忆江南教案篇十八

1、幼儿能够欣赏诗歌中的优美语句，体验诗歌的优美意境。

2、幼儿通过观看幻灯画面，理解诗歌的内容，用丰富的语言
表述诗歌的意境。

3、幼儿能够大胆想象，续编诗歌，理解雨水与环境及人们生
活的关系。

材料准备；录有雨点声音的音乐、录音机、幻灯
片；“滚”“跳”“蹦”“溅”字卡。

经验准备：幼儿在户外近距离观看过真实的雨景，对雨有一
定的感性经验。

1、导入

师：滴答、滴答，下小雨啦！小朋友，你们喜欢下雨吗？为
什么？淅沥沥，淅沥沥，雨滴娃娃离开了云妈妈的怀抱，一
个一个落了下来，它们会落到哪里呢？（请幼儿互相结伴进
行讨论，要求他们用完整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

分析：因为幼儿都看过雨，为了调动幼儿的原有经验，教师
以谈话的方式进行导入，在活动进行中同时播放录有雨点声
音的音乐，使幼儿仿佛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2、幼儿看幻灯片，理解诗歌内容，用丰富的语言表述诗歌的
意境

（1）教师出示图一

（图一的内容是小雨滴把妹妹的伞当滑梯滑，站不稳，骨碌
骨碌滚下来）



教师以提问的.形式，引导幼儿主动观察画面上的内容。“看，
小雨滴落到了哪里？你看它在干什么？”当幼儿充分表达过
后。教师有感情地朗诵诗歌第一段并出示字卡“滚”。当幼
儿理解词“滚”后，继续追问“小雨滴是怎么骨碌骨碌滚下
来的，你会用动作来表示吗？”请幼儿用肢体语言进行表达。
最后请幼儿联系实际生活讲述“小雨滴除了能从妹妹伞上滚
下来，它还会从哪些地方滚下来？”

（2）教师出示图二

（图二的内容是小雨滴把清清的池塘当跳水的游泳池，纵身
一跳，在水面留下圈圈涟漪）

教师以提问的形式，引导幼儿主动观察画面上的内容。“小
雨滴又来到了哪里？它把池塘当成了什么？会发生什么情
况？”当幼儿充分表达后，教师有感情地朗诵诗歌第二段并
出示字卡“跳”。当幼儿理解动词“跳”后，请幼儿用肢体
语言进行表达、模仿“小雨滴是怎样跳进池塘的”，最后请
幼儿联系实际生活讲述“还有谁会像小雨滴一样跳进池塘”。

（3）教师出示图三

（图三的内容是小雨滴喜欢躲在路边的土坑里，车轮碾过，
它马上蹦得高高的，溅得路人一身泥）

以提问的形式，引导幼儿主动观察画面上的内容。“小雨滴
又来到了哪里？你能找到它吗？”当幼儿充分表达后，教师
有感情地朗诵诗歌第三段并出示字卡“蹦”“溅”。当幼儿
理解动词“蹦”“溅”后，继续追问“现在小雨滴的表情怎
么样？它为什么这么高兴？”请幼儿结合各自的生活经验，
大胆想象、交流。当幼儿互相交流、分享后，再让他们用身
体动作表演“行人、汽车和小雨滴”，请幼儿通过亲身体验，
感受到小雨滴的顽皮、可爱。“除了小雨滴会溅到人的身上，
生活中还有哪些东西会溅到我们身上？”请幼儿联系实际生



活大胆表达。

（4）教师出示图四

（图四的内容是小雨滴喜欢在柔柔的沙滩上捉迷藏，一眨眼
就不见了，却傻傻地留下颗颗脚印）

以提问的形式，引导幼儿主动观察画面上的内容，“哎呀！
小雨滴又和小朋友玩起捉迷藏的游戏，这次它躲到哪里去了？
你能找到它吗？”当幼儿充分表达后，教师有感情地朗诵诗
歌第四段。

（5）完整欣赏诗歌

通过提问“听了诗歌，你觉得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小雨滴？”
当幼儿充分表达、讲述后，教师以逐幅出示幻灯片的方式，
引导幼儿形容小雨滴，讲述自己看到的情景，并根据画面内
容讲述小雨滴到了哪些地方。这个教学过程能够唤起幼儿对
每幅画面的再现，加深幼儿对画面内容的理解。

分析：这是本次活动的重点部分，教师用逐步放映幻灯片的
方式完成教学。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采用直观教学法、谈话
法、观察欣赏法以及讲述法进行教学，请幼儿仔细观察每幅
画面上都有什么，让幼儿自由发挥想象力。幼儿充分、大胆
地用语言表达画面上的内容，理解诗歌中的优美语句，更好
地体会作品的意境，发展了口语表达能力。

3、大胆想象，续编诗歌，理解雨水与环境及人们生活的关系

（1）通过提问，请幼儿大胆想象，讲述“如果我是小雨滴，
会跳到哪里”，充分调动幼儿的原有生活经验，引导幼儿结
合各自的实际生活进行完整讲述。

（2）通过追问“小雨滴还会到哪儿去？又做了哪些调皮的



事？”发散幼儿思维，使幼儿讲述得更全面、更完整、更生
动。

（3）引导幼儿结合生活中的经验续编诗歌，要求幼儿模仿诗
歌中的语句进行创作，如小雨滴落在竹竿上，把妈妈晾的表
服淋湿了；小雨滴落在花朵上，花朵更漂亮了。

（4）通过互相交流、分享，幼儿感受到续编诗歌的乐趣，也
理解了雨水与环境及人们生活的关系。

分析：这是本次活动的难点部分，教师通过引导幼儿对诗歌
四部分的分析欣赏，让幼儿续编诗歌。在这一过程中，幼儿
结合各自的生活经验进行大胆想象，续编出许多不同的、优
美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