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语言教案花瓣儿鱼(大全8篇)
教案还可以起到备课的规范和记录作用，方便教师的教学安
排和备课工作。在这里为大家提供一些高一教案的样本，希
望可以给您的教学工作带来一些新的灵感和效果。

中班语言教案花瓣儿鱼篇一

1、欣赏和感受诗歌表现的美妙情境，体验小小鸟在秋天捡花
瓣的愉快心情。(重点)

2、发挥想象，拓展诗歌内容。(难点)

1、背景图，小小鸟，一顶红帽子，一双黄手套，一件红棉袄
图片若干。

2、音乐一段，花瓣若干。

1、教师以鸟妈妈的身份和孩子一起感受秋天：请幼儿说说你
都干了什么?捡到了几片花瓣是什么颜色的。

2、师：秋天来了，秋风起了，公园里到处都是飘落的树叶、
花瓣，美丽极了。这时，我们的好朋友小小鸟飞也来捡花瓣
了，咦!它捡了花瓣干什么呢?你们想知道吗?这个答案就藏在
一首诗歌里，我们来听一听。

1、欣赏诗歌一遍。

师：你们听到了什么?

2、欣赏诗歌第二遍。

秋天来了，秋风起了，花朵怎么了?你能用动作表现吗?



师小结：花枝儿摇摇，花瓣儿飘飘。

你在这首诗歌中听到了什么颜色的花瓣飘落在地上?

师小结：红花瓣儿飘，黄花瓣儿飘，片片花瓣往下掉。

小小鸟捡了花瓣干什么呢?

师出示一片红花瓣儿，“小小鸟捡一片红花瓣儿，做成了什
么?”

(师根据幼儿回答出示图片)小结：(捡一片红花瓣儿，小小鸟
要缝一顶小红帽。)

师出示两片黄花瓣儿，“小小鸟捡两片黄花瓣儿，做成了什
么?”

小结：捡两片黄花瓣儿，小小鸟要缝一双黄手套。

小小鸟还捡了哪些花瓣儿，做成了什么?

小结：捡三片红花瓣儿，小小鸟要缝一件小红袄。

引导幼儿学习看图完整朗诵1~2遍

过渡：小小鸟用花瓣缝了这么多东西，你猜猜它的心情会怎
么样?

(高兴、开心……)是呀，今年的冬天，小小鸟肯定变得很暖
和了。

幼：毛衣、裤子、围巾……



中班语言教案花瓣儿鱼篇二

1．仔细聆听，感受散文的优美意境。

2．合理想象，以移情体验的方式生动地描述。

1．物质准备：挂图第16号，一段舒缓的音乐，事先在黑板上
用蓝色纸贴成一条“小溪”，花瓣。

（一）花瓣儿“鱼”的故事

1．出示花瓣，这是一片美丽的花瓣，一阵风吹来，花瓣飘落
在小溪里。

2．教师将花瓣贴在“小溪”背景中，简单添画后，使花瓣变
成花瓣儿“鱼”。

3．花瓣变成了花瓣儿“鱼飞到小河里，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呢？我们来听听花瓣儿“鱼”的故事。

4．以舒缓的.音乐作背景，结合挂图一，声情并茂第讲述
到“小溪就变成一条香喷喷的小溪了”。

5．谁把花瓣送到了小溪里？花瓣儿“鱼”是什么变的？引导
幼儿用散文里的语言来描述。

6．自从有了花瓣儿“鱼”小溪变成一条怎么样的小溪了？

（二）美丽的花瓣儿“鱼”

1．结合挂图二，教师讲述故事的后半部分。

2．人们为什么舍不得捕捉花瓣儿“鱼”？

3．为什么花瓣儿“鱼”想离开小溪了？



4．花瓣儿“鱼”离开小溪回到树上，又变成了什么？

5．结合挂图，完整欣赏故事录音。

中班语言教案花瓣儿鱼篇三

1、引导幼儿欣赏散文，理解散文内容，学习优美而形象的描
述语言。

2、鼓励幼儿根据散文美妙的意境大胆想象。

1、ppt课件

2、幼儿活动用书第11页。

一、开始部分

出示花瓣儿“鱼”引出活动

掉下来，会掉在那里呀？花瓣在水里飘游好象什么？（引导
说出像鱼）

2、有一天，花瓣儿飞到小溪里，变成了花瓣儿“鱼”。你想
听听这样奇妙的事儿吗？

二、基本部分

欣赏散文

1、老师有表情地朗诵散文第一遍。

(1)提问：花瓣儿飞到水里变成了什么？花瓣儿“鱼”漂亮吗？
有什么颜色？

(2)这篇散文的名字就叫《花瓣儿“鱼”》，我们再来看看花



瓣儿“鱼”在小溪里的美妙故事。

2、分发幼儿用书，请幼儿看书11页。

3、老师引导幼儿边看图边欣赏散文第二遍。

4、提问：散文的名字叫什么？（引导幼儿完整的回答散文的.
名字叫花瓣儿“鱼“）

师提问：散文里说了什么事情？

师提问：这条小溪为什么变成了彩色的小溪？

师提问：花瓣儿“鱼”有什么奇妙的地方？

师提问：人们为什么舍不得捕捉花瓣儿”鱼”?

师提问：春天又来了，花瓣儿“鱼”又到哪里去了？变成了
什么？

师提问：花瓣儿“鱼”快乐吗？你喜欢花瓣儿“鱼”吗？为
什么？（幼儿回答教师小结）

中班语言教案花瓣儿鱼篇四

1.欣赏和理解散文内容，感受散文的美好意境。

2.能在花形卡纸上贴花瓣，创造性的制作仿真鲜花。

师生共同收集花瓣、玻璃鱼缸、花形卡纸等。

1.欣赏花瓣。

请幼儿观察，漂浮在水里的花瓣像什么?



2.欣赏和理解散文诗《花瓣鱼》。

教师有感情的朗诵散文诗《花瓣鱼》。

3.指导幼儿做花瓣鱼。

4.分享与交流，用幼儿作品布置教室。

散文诗：《花瓣鱼》

春天来了，桃花开了，杏花开了，梨花也开了。

一阵风吹过来，吹落了桃花、杏花和梨花。它们乘着风儿飞
啊飞啊，飞向一条清亮的`小溪。

花瓣儿刚一沾到水面，扑愣愣，就变成了一条条桃花儿鱼、
杏花儿鱼、梨花儿鱼。从这以后，小溪里又多了好多好多的
鱼。

花瓣儿鱼比小溪里的鱼漂亮多了，有的深红，有的粉红，有
的雪白。

自从小溪里有了花瓣儿鱼，小溪就变成一条彩色的小溪了。

花瓣儿鱼不但颜色美，还有花的香味儿。

自从小溪里有了花瓣儿鱼，小溪就变成一条香喷喷的小溪了。

好多人都知道，小溪有了花瓣儿鱼，就带着渔网鱼竿来捕鱼
了。

可是，他们站在小溪边，看着花瓣儿鱼游来游去，像水中的
花朵，闻着溪水飘散的花香，谁也舍不得捕捉它们了。

经过了夏天、秋天、冬天，花瓣儿鱼在小溪里交了很多好朋



友，生活得很愉快。

春天又来了，花草树木又都发芽了。大地泛起了绿色，还飘
着一阵阵香味儿。

花瓣鱼很想念它们的树，是啊，离开了那些桃树、杏树和梨
树都一年了。

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早晨，花瓣鱼游出了小溪，跳跳蹦蹦地又
回到了树上。

回到树上，它们又变成了一朵朵桃花、杏花、梨花。

桃花开了，杏花开了，梨花开了。

人们说，今年的花儿开的真早啊!

孩子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花瓣，孩子们也很喜欢这节课，当
花瓣三栽树盆组坡的小河里的时候，孩子们都特别兴奋，整
节课效果非常好。

中班语言教案花瓣儿鱼篇五

1、引导幼儿欣赏散文，理解散文内容，学习优美而形象的描
述语言。

2、鼓励幼儿根据散文美妙的意境大胆想象。

1、ppt课件

2、幼儿活动用书第11页。

出示花瓣儿“鱼”引出活动



——掉下来，会掉在那里呀？花瓣在水里飘游好象什么？
（引导幼儿说出像鱼）

2、有一天，花瓣儿飞到小溪里，变成了花瓣儿“鱼”。你想
听听这样奇妙的事儿吗？

欣赏散文

1、老师有表情地朗诵散文第一遍。

（1）提问：花瓣儿飞到水里变成了什么？花瓣儿“鱼”漂亮
吗？有什么颜色？

（2）这篇散文的名字就叫《花瓣儿“鱼”》，我们再来看看
花瓣儿“鱼”在小溪里的美妙故事。

2、分发幼儿用书，请幼儿看书11页。

3、老师引导幼儿边看图边欣赏散文第二遍。

4、提问：散文的'名字叫什么？（引导幼儿完整的回答散文
的名字叫花瓣儿“鱼“）

——师提问：散文里说了什么事情？

——师提问：这条小溪为什么变成了彩色的小溪？

——师提问：花瓣儿“鱼”有什么奇妙的地方？

——师提问：人们为什么舍不得捕捉花瓣儿”鱼”？

——师提问：春天又来了，花瓣儿“鱼”又到哪里去了？变
成了什么？

——师提问：花瓣儿“鱼”快乐吗？你喜欢花瓣儿“鱼”吗？



为什么？（幼儿回答教师小结）

中班语言教案花瓣儿鱼篇六

秋天到了，秋风起了，周围的事物在悄悄变化。《小小鸟捡
花瓣》这首诗歌富有童趣，整首儿歌表现了秋天来了，花瓣
儿飘落的情景，用拟人的手法——小小鸟来捡花瓣体验在秋
天捡花瓣的愉快心情。通过这个活动，让孩子去感受秋天特
有的自然美丽景象，并表达由此产生的积极美好的情感体验。

1、理解诗歌内容，感受诗歌表现的意境，体验小小鸟在秋天
捡花瓣的愉快心情。

2、使幼儿在熟悉的诗歌内容结构的基础上，采用部分替换的
方式，尝试仿编诗歌。

1、小小鸟捡花瓣的背景图，背景音乐。

2、图片(小小鸟捡花瓣的重点句式的分析理解)。

一、谈话引题，激发幼儿的兴趣。

秋天到了，秋风起了，公园里到处都是飘落的树叶、花瓣。
美丽极了。这时，有一只小小鸟飞来捡花瓣了，咦!它捡了花
瓣干什么呢？你们想不想知道呀？这个答案啊记藏在这首诗
歌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二、理解诗歌内容，感受诗歌表现的意境。

1、教师完整朗诵诗歌，初步理解诗歌内容。

提问：诗歌里说的是什么季节？你从哪里听出来？

是的，秋天来了，秋天起了，花枝儿摇摇，花瓣儿飘飘，多



漂亮呀，秋天真美丽!我们一起来学学花瓣飘飘的样子吧。

2、演示图片，进一步理解诗歌内容。

(1)教师完整的朗诵诗歌，体验小小鸟在秋天捡花瓣的愉快心
情。

提问：

小小鸟在干什么呢？小小鸟捡花瓣要缝什么？

捡了几片花瓣小小鸟缝了一顶小红帽？

捡了几片花瓣小小鸟缝了一双黄手套？

捡了几片花瓣小小鸟缝了一件小棉袄？

(2)师生共同朗诵诗歌。

三、扩展想象，仿编诗歌。

1、通过“秋风姐姐送花瓣”的情景，扩展想象，自由创编。

提问：小小鸟还想用什么花瓣缝什么东西过冬呢？

2、师生朗诵仿编的新诗句。

四、活动延伸。

在我们的大自然中，还有很多的漂亮花瓣，小小鸟也还有很
多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到外面去捡更多的花瓣，做好多漂亮
的新衣服送给小鸟的朋友吧。



中班语言教案花瓣儿鱼篇七

1、欣赏和感受诗歌表现的美妙情境，体验小小鸟在秋天捡花
瓣的愉快心情。(重点)

2、发挥想象，拓展诗歌内容。(难点)

3、理解诗歌所用的比喻手法，学会有感情地朗诵诗歌。

4、学会有感情地朗诵诗歌，大胆参与讨论。

5、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1、背景图，小小鸟，一顶红帽子，一双黄手套，一件红棉袄
图片若干。

2、音乐一段，花瓣若干。

一、以情景导入，激发兴趣。

1、教师以鸟妈妈的身份和孩子一起感受秋天：请幼儿说说你
都干了什么?捡到了几片花瓣是什么颜色的。

2、师：秋天来了，秋风起了，公园里到处都是飘落的树叶、
花瓣，美丽极了。这时，我们的好朋友小小鸟飞也来捡花瓣
了，咦!它捡了花瓣干什么呢?你们想知道吗?这个答案就藏在
一首诗歌里，我们来听一听。

二、欣赏诗歌，感受诗歌。

1、欣赏诗歌一遍。

师：你们听到了什么?

2、欣赏诗歌第二遍。



秋天来了，秋风起了，花朵怎么了?你能用动作表现吗?

师小结：花枝儿摇摇，花瓣儿飘飘。

你在这首诗歌中听到了什么颜色的.花瓣飘落在地上?

师小结：红花瓣儿飘，黄花瓣儿飘，片片花瓣往下掉。

小小鸟捡了花瓣干什么呢?

师出示一片红花瓣儿，“小小鸟捡一片红花瓣儿，做成了什
么?”

(师根据幼儿回答出示图片)小结：(捡一片红花瓣儿，小小鸟
要缝一顶小红帽。)

师出示两片黄花瓣儿，“小小鸟捡两片黄花瓣儿，做成了什
么?”

小结：捡两片黄花瓣儿，小小鸟要缝一双黄手套。

小小鸟还捡了哪些花瓣儿，做成了什么?

小结：捡三片红花瓣儿，小小鸟要缝一件小红袄。

引导幼儿学习看图完整朗诵1~2遍

过渡：小小鸟用花瓣缝了这么多东西，你猜猜它的心情会怎
么样?

(高兴、开心……)是呀，今年的冬天，小小鸟肯定变得很暖
和了。

三、拓展想象，提升经验。



提问：想一想，除了用花瓣儿做帽子、手套、小红袄以外，
你还想用花瓣缝什么东西过冬?

幼：毛衣、裤子、围巾……

四、结束活动

活动反思

但最后在诗歌创编的时候，孩子们虽然对小小鸟做出的东西
很感兴趣，但却不能准确的进行创编，孩子们想出了很多东
西，但却不能连贯的说出来。所以我采用画画的方式，把花
瓣与他们的想法呈现在一起，更直观更有利于幼儿是创编与
说。

中班语言教案花瓣儿鱼篇八

1.理解诗歌内容，感受诗歌表现的意境，体验小小鸟在秋天
捡花瓣的愉快心情。

2.理解“缝”字的意思，知道更多衣服类型。

3.在熟悉诗歌内容结构的基础上，用捡几片什么花瓣儿，小
小鸟要缝什么的句式尝试仿编诗歌。

4.愿意欣赏诗歌，感知诗歌语言的优美，风趣。

5.理解诗歌内容，大胆讲述简单的事情。

自制小红帽、黄手套、小红袄卡片各一张，各色彩纸做的花
瓣，小鸟捡花瓣图片一张。

1.出示图片，引出诗歌



t：“哦！是小鸟在捡花瓣。你们想不想知道小小鸟捡花瓣干什
么呀？”

t：那老师给大家朗诵一首诗歌。请小朋友竖起小耳朵仔细听
一听，然后你们就知道小小鸟为什么要捡花瓣了。这首诗歌
的名字就叫做《小小鸟捡花瓣》。

2. 教师朗诵，初步欣赏，理解诗歌的内容。

t：小朋友听清楚了吗？那老师要问小朋友一些问题：诗歌里
说的是什么季节？秋天来了，秋风起了，花朵怎么了？有哪
些花瓣落在落在地上了？小朋友如果你是花瓣，你们会怎么
飘下来？（请幼儿表演花瓣飘落）

t：（再朗诵一遍）现在你们知道小小鸟捡花瓣要干什么了吗？

3. 单独朗诵后半段，同时用不同颜色和数量的花瓣和衣服卡
片相对应。

4. t：小朋友你们知道缝是什么意思吗？小朋友当你的衣服裤
子有地方坏了破了，妈妈是不是会用针线把它们重新补好啊。
对，这个就可以说用针线缝。有些人也会用针线把一块布缝
成一件新衣服。小小鸟就是把花瓣缝成了各种各样的衣物。
（单独朗诵后半段，同时用不同颜色和数量的花瓣和衣服卡
片相对应黏贴。）

t：（让幼儿根据对应图片回答）小小鸟捡一片红花瓣儿，做成
了什么？······

5.引导幼儿根据图片一起朗诵诗歌两遍。

6.出示自制花瓣，鼓励幼儿大胆拼贴，并仿编诗歌。

t：“小小鸟还可以用花瓣做什么呢？我请几个小朋友上来用好



听的诗句来说一说。”（鼓励幼儿大胆想象，仿编诗歌）

7.幼儿朗诵仿编的新诗句。

结束语：秋天到了，小小鸟很开心因为它可以捡花瓣，小朋
友也要开开心心的过秋天哦。好了，可以下课了。

诗歌《小小鸟捡花瓣》

秋天来了，秋风起了，

花枝儿摇摇，花瓣儿飘飘，

片片花瓣往下掉。

捡一片红花瓣儿，

小小鸟要缝一顶小红帽；

捡两片黄花瓣儿，

小小鸟要缝一双黄手套；

捡三片红花瓣儿，

小小鸟要缝一件小红袄。

在帮助幼儿理解诗歌内容的时候，我从秋天的景色着一入手
突破，一片红花瓣变成一顶小红帽，两片黄花瓣变成一副黄
手套，三片红花瓣变成一件红棉袄，孩子们对颜色做出的特
别感兴趣。

但最后在诗歌创编的时候，孩子们虽然对小小鸟做出的东西
很感兴趣，但却不能准确的进行创编，孩子们想出了很多东
西，但却不能连贯的说出来。所以我采用画画的方式，把花



瓣与他们的想法呈现在一起，更直观更有利于幼儿是创编与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