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雨的教案幼儿园 中班语言教案(大
全5篇)

教案可以帮助教师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步骤，提高教学
效果。下面是一些优秀的大班教案范文，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和借鉴。

雨的教案幼儿园篇一

故事画面、围巾、毛衣、毯子、枕头。

在猜猜、讲讲中了解故事内容，感受、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
爱才是最温暖的礼物。

理解掌握词汇：“厚厚的”、“软软的”、“香喷喷
的”、“热乎乎的”，并尝试运用表达。

（重点：了解故事发生的背景，以及两个主要角色间的关系）

1．联系生活经验，说说冬天取暖的好办法，为后面温暖的礼
物做铺垫。

（1）你们在冬天里有哪些取暖的好办法？

（2）小结中引出故事：每个人都需要温暖，你们都有很多取
暖的方法，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个发生在冬天里的温暖的故事。

2．交代故事角色，知道跳跳鼠与鼹鼠仔是一对好朋友。

人物介绍：这是谁？他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跳跳鼠”（打
招呼）。跳跳鼠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叫“鼹鼠仔”（打招
呼），他们是一对好朋友。



3．讲述故事的开始部分：“新年快到了，……又冷又孤单”，
激发幼儿产生关爱鼹鼠仔的隋感。

提问：鼹鼠仔一个人住在遥远的地洞里会感到怎样？（理
解“又冷又孤单”）_ 儿童网

（重点：顺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了解故事中两个角色之间牵
挂的心情，突出温暖礼物的神秘）

1．启发幼儿根据词义作猜想，并学习表达。

提问：跳跳鼠到底会送什么温暖的礼物给鼹鼠仔呢？（幼儿
推想，说说理由）

承上启下：哦，你们说出了那么多温暖的礼物，相信如果送
给你们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一定会让他们感到温暖又甜蜜。

2．加深对“厚厚的”、“软软的”、“热乎乎的”等词义的
理解并体会温暖的感受。

实物体验：幼儿亲自感受和体验各种温暖的礼物的材质，说
一说摸摸礼物后的感觉。

幼儿体验，并学说软软的围巾、厚厚的毛衣、毛茸茸的毯子、
香喷喷的枕头。

3．电话游戏，以打电话的方式练习故事中角色的语句，进一
步体验期待的心情。

幼儿扮演鼹鼠仔，老师扮演跳跳鼠

幼：跳跳鼠，温暖的礼物是软软的围巾吗？

师：不是



幼：跳跳鼠，温暖的礼物是厚厚的毛衣吗？

师：也不是。

幼：跳跳鼠，温暖的礼物是毛茸茸的毯子吗？

师：还是不对。

幼：跳跳鼠，温暖的礼物是香喷喷的枕头吗？

师：哈哈，还是没猜对哦。

那么到底是什么神秘礼物呀？

鼹鼠仔和你们一样，美美地猜想着。

（重点：观察画面，根据局部特征，判断真正的“礼物”，
理解温暖礼物的含义，感受友情的美好）

1．观察画面，根据局部特征判断

讲述故事内容：“终于等到了一年里最冷的一天……从头到
脚都是热乎乎的……”

提问：你怎么会猜到是跳跳鼠呢？（观察礼物盒中，跳跳鼠
的局部特征）

2．引导幼儿进一步观察画面，提问：

（1）瞧，两个朋友在做什么呀？（拥抱） ．

（2）跳跳鼠送给鼹鼠仔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啊？（拥
抱）

（3）天冷的时候，好朋友拥抱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温暖）

（4）是呀，两个毛茸茸的家伙，身体贴在一起，厚厚的、软
软的，让他们感觉从头到脚都是热乎乎的，连心儿都是那么
的温暖。

（重点：完整欣赏故事，再次感受友情的温暖，愿意将“温
暖”与每个身边的人一起分享）

1．完整欣赏。

2．师生拥抱，同伴拥抱，感受温暖，鼓励幼儿回家与自己的
家人拥抱，并送上祝福语。这个大大的拥抱是不是一个温暖
的礼物呢？我们也来做朋友相互拥抱，你给我爱，我给你爱，
你给我温暖，我给你温暖。

《多么温暖的礼物》

新年就要来了，跳跳鼠想起了远方的朋友鼹鼠仔。住在那么
远的地洞里，鼹鼠仔一定又冷又孤单。跳跳鼠给鼹鼠仔拨了
一个长途电话，说：“鼹鼠仔呀，我要送你一件温暖的礼物。
”

“温暖的礼物，是什么呢？”

终于等到了一年里最冷的一天，天上飘起了大大小小的雪花
片。温暖的礼物究竟是什么呢？

突然，一只礼物盒子出现在鼹鼠仔的小床边。是跳跳鼠的礼
物呀！

还没来得及抱起礼物，礼物盒自己打开了。从盒子里蹦出跳
跳鼠，给鼹鼠仔一个好深好深的拥抱——软软的、厚厚的、
毛茸茸、香喷喷的，还有，从头到脚都是热乎乎的。



真是一个温暖的礼物呢。

雨的教案幼儿园篇二

使学生了解吃好早餐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意义，并养成每天吃
好早餐的习惯。

培养幼儿大胆发言，说完整话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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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吃好早餐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意义

并养成每天吃好早餐的习惯。

提问：为什么要吃好早餐呢？怎样才算吃好早餐呢？

老师讲述有一个同学不吃早餐晕倒的事，说明吃好早餐的重
要。

早餐迎战全天热量的30%，所以早餐光吃牛奶和鸡蛋虽然营养
价值高，但热量不够，所以还要吃粮食。

孩子们对活动非常感兴趣，积极参与。大多数孩子能回答提
出的问题。孩子们也能积极的发挥想象、大胆阐述，敢于表
达。基本达到活动的预设目标。教学活动中要善于反思、分
析。教学水平才能不断的进步和完善。

雨的教案幼儿园篇三

《大树和小鸟》整首诗歌短小精悍，符合中班幼儿的语言发
展能力和年龄特点，中班幼儿正处在语言、思维、情感等方
面发展的关键时期，具备较完整、连贯地讲述一件事情的能



力，因此，通过让幼儿学习诗歌的句式，感受动植物友好相
处的情感，从而萌发亲近大自然的情感。

1、感受诗歌的韵律美、文字美，理解诗歌内容。

2、大胆表述自己的想法，能和同伴合作表演。

3、体验大树与小鸟之间互相友爱、相互依存的情感。

1、感受诗歌的韵律美、文字美，理解诗歌内容。

2、大胆表述自己的想法，能和同伴合作表演。

课件。

一、创设意境，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教师出示图片，让幼儿观察自己看到了什么？

二、理解诗歌内容，大胆表述自己的想法。

1、理解第一句诗歌内容“大树高高、住着小鸟”

（1）师：在这一片大森林中有一棵树今天要她的好朋友一起
来做游戏，我们看看这棵大树长的怎么样？这是一棵长的高
高的大树，我们用一个好听的词语叫：大树高高。

（2）教师播放音乐，让幼儿猜测大树住着谁？

师：高高的大树中，住着她的一个好朋友，我们用小耳朵听
听会是谁呢？（小鸟）。原来高高的大树中，住着她的好朋
友小鸟，我们也用一个好听的词语来说一说：住着小鸟。

师：我们用一句好听的话来形容这一幅图片：大树高高、住
着小鸟。



2、理解第二句诗歌内容“小鸟叫叫，大树笑笑”

教师播放音乐。

（1）教师：小鸟发出了什么声音？小鸟的叫声给你什么样的
感觉？你觉得大树听到了会有什么感觉呀？大树听了很开心，
也裂开嘴笑了。谁来学一学大树的笑容。

（2）教师：为什么小鸟叫，大树会笑呢？

（3）教师总结：小鸟用自己的叫声，给大树带来了快乐。小
鸟叫叫，大树笑笑。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3、理解第三句诗歌内容“大树摇摇、小鸟跳跳”

教师播放课件，请幼儿观察大树和小鸟之间的变化。

4、理解第四句诗歌内容。

（2）教师播放课件

师：大树和小鸟也觉得很开心。我们用一句话来说一说：大
树小鸟，快乐陶陶。

（第二环节先让幼儿感受画面，尝试将画面内容用自己的语
言表达，而后通过视听结合的方法，引导幼儿将内容与画面
结合，并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体现了生态课堂的理念，
发挥了幼儿的主体性。）

三、完整欣赏诗歌，仿编动作。

1、出示图片，完整欣赏诗歌。

师：大树和小鸟玩的真开心，老师把他们的游戏编成了一首
好听的诗歌，我们一起看着图片来听一听好不好。



2、师幼完整朗诵诗歌。

3、请个别幼儿自由选择一句诗歌，进行仿编动作。

师：这首诗歌好听吗？谁能为这首诗歌配上好看的动作？

四、分角色表演。

1、老师扮演大树，幼儿扮演小鸟进行角色表演。

师：现在我们也来做一做大树和小鸟玩游戏好不好？我来扮
演大树，你们来扮演小鸟。我们来看一看图片上，蓝色是谁
说的话做动作？粉色又是谁？绿色的题目和最后一句话我们
大家一起说好不好。

2、师幼交换角色进行表演。

五、仿编诗歌，结束活动。

1、教师出示图片

大树上还住着许多的小动物，他们也想和大树来做游戏，我
们看看是谁来了。

师：我来扮演大树，你们来扮演小猴，我们一起来玩好不好？
诗歌的题目我们一起念。

2、师：还有哪些小动物想和大树做游戏？那我们回到教室再
和他们玩好不

雨的教案幼儿园篇四

1.了解诗歌内容，学习用较连贯的语言大胆讲述自己发现的
春天的秘密，并尝试用动作表现。



2.感受春天的美好，萌发热爱春天的情感。

一、谈话活动导入，激发幼儿活动兴趣。

1.提问：春天来了，你们发现周围环境有什么变化？

2.组织幼儿自由回答，讲述身边的春天的环境变化。

3.师：小朋友们观察的真仔细，发现春天有花朵，有小草，
树叶变绿了……

4.提问：那你们喜欢春天吗？为什么？

5.组织幼儿自由讲述对春天的情感。

二、结合图谱，组织幼儿欣赏诗歌内容，发现诗歌中春天的
秘密。

1.教师念诗歌，幼儿倾听。

2.提问：你们听到诗歌中哪些春天的秘密？

3.组织幼儿回忆诗歌内容回答，教师出示相应的图片。

4.教师再次分段念诗歌，幼儿倾听。

5.提问：

（1）春天来了，小河里的冰有什么变化？（理解词语：融化）

（2）垂柳、桃花有什么变化？（理解词语：嫩绿、抿着小嘴）

（3）谁飞回来了？地里长出了什么？（理解词语：飞翔、使
劲）



（4）农民伯伯开始干什么？（理解词语：播种）

6.组织幼儿自由回答，教师出示相应的图谱内容。

7.教师再次结合图谱内容念诗歌，幼儿再次欣赏，尝试学念
诗歌内容。

三、在理解诗歌的基础上，组织幼儿尝试分角色表演诗歌内
容。

1.教师出示小河、垂柳、桃花、燕子、麦苗、拖拉机、农民
伯伯的头饰。

2.师：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分角色表演诗歌吧！

3.将头饰分给幼儿，请幼儿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教师念诗
歌，幼儿做动作表演。

4.鼓励幼儿能够自己边念诗歌边进行表演。

四、组织幼儿尝试创编诗歌内容，发现身边更多的春天的秘
密。

1.师：那我们身边还有哪些春天的秘密呢？我们也把它们编
到诗歌里面念一念吧！

2.组织幼儿发挥想象力，大胆结合生活中更多春天的景色，
进行创编。

3.邀请个别幼儿把自己创编的诗歌内容进行表演。

组织幼儿在娃娃家游戏中练习帮助小娃娃系鞋带。



雨的教案幼儿园篇五

1、在老师的引导下大胆想象，愿意在同伴面前讲述。

2、愿意尝试小段文字的阅读。

3、认识“顶、蘑菇、伞、芭蕉、荷叶、折、手帕”等字词。

活动准备1、故事相关的图片四幅，字卡若干。

2、大图书一本，小图书人手一本。

一、导入活动，引起幼儿兴趣(放录音)“听，是什么声
音？”（打雷、下雨）“放学的时候，突然下雨了，如果没
有雨伞，怎么办呢？”（幼儿讨论）

二、激发说话欲望，潜意识感知目的字

1.“放学啦，小白兔、小黄狗、小青蛙和小娃娃走到幼儿园
门口，突然下雨啦，可是他们没有伞，怎么办呢？”（出示
字卡“伞”）

2.出示图片一：“兔妈妈来了，小白兔是怎样回家的？”
（出示字卡“顶”、“蘑菇”）

3. 出示图片二：“小黄狗顶着什么伞回家的？”（出示字
卡“芭蕉”）

4. 出示图片三：“青蛙妈妈带来了什么？小青蛙心里觉得怎
么样？”（出示字卡“荷叶”）

5. 出示图片四：“娃娃的妈妈没有来，怎么办呢？请小朋友
帮她想想办法。”（出示字卡“折”、“手帕”）



三、完整讲述，进一步感知目的字

1. 教师启发：“小动物们回到了家会怎么样？我们看着图来
编一个故事，把小动物们怎么回家的、心情怎么样都编进去，
好吗？”

2. 幼儿尝试看图讲述故事。

3. 幼儿讲述故事时，教师适当指点目的字，以加深印象。

四、游戏“买雨伞”，巩固目的字提供音乐、背景，创设下
雨天的情景。

“我们要回家啦，看，下雨啦，你想买什么伞？快去挑选
吧!”（雨伞后面有字）

五、尝试小段文字的阅读

1.教师启发：“刚才小朋友自己编了一个故事，现在，老师
来讲一个故事，听一听，我是根据什么讲的？”（教师边看
文字边讲故事）

2. 幼儿尝试阅读大图书

六、延伸活动幼儿边阅读小图书，边用颜色笔将认识的字圈
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