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语言活动毕业诗教学反思(优
秀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大班语言活动毕业诗教学反思篇一

1、 在学习儿歌的过程中，了解昆虫的主要特征。

2、 仔细倾听科学童话，了解内容，并能从中获得一定的科
学知识。

3、 熟悉昆虫的定义，并能据此作出判断。

4、 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5、 引导幼儿在儿歌中学习，感悟生活。

各类虫虫的玩具模型或图片：如蚂蚁、蜜蜂、蚯蚓、蜈蚣、
蜘蛛、蚕、螳螂等

1、 什么是昆虫 （出示各类虫虫的玩具模型：如蜘蛛、蚂蚁、
螳螂、蚕、知了、蝈蝈、蜈蚣等）“它们中那些是昆
虫？”“你觉得长得怎样的虫虫才是昆虫？”

2、讲述《昆虫运动会》，使孩子了解昆虫的判断特征。

（1）昆虫运动会“昆虫要开运动会，会有哪些虫虫来参加
呢？”（幼儿根据自己的经验回答）



（2）昆虫都来了（教师讲述故事，并注意贴出蜜蜂、蜻蜓、
蝴蝶、瓢虫、螳螂、蜗牛、蚯蚓、蜈蚣和蜘蛛的图片。）引
导幼儿讨论：“为什么小蚂蚁要请蜗牛、蜈蚣、蚯蚓和蜘蛛
回去？”帮助幼儿回忆故事内容，了解昆虫的主要特征。
（出示毛毛虫）“毛毛虫来了，它能参加运动会吗？为什
么？”“为什么毛毛虫参加两个项目的比赛？”（再次完整
欣赏故事，提示幼儿注意倾听故事中角色的对话）

千姿百态的昆虫形象能极大地引起孩子的兴趣。喜爱小动物
是孩子的天性。于是开展了此次活动。感受大自然中昆虫的
美。认识常见昆虫，知道昆虫的本领，了解昆虫的生长环境
与特征，了解大自然的秘密。激发学习兴趣。

大班语言活动毕业诗教学反思篇二

1、理解动物叫声的含义，满足模仿动物叫声的游戏愿望。

2、通过人和动物对话的模拟表演，感受人与动物之间亲密的
关系。

1、情景表演一：师幼两人表演。教师扮演狗的主人，幼儿扮
小狗。主人用手抚摸小狗的毛，然后拿起肉骨头放在地上说：
“吃吧，小狗。”小狗朝着主人“汪汪汪”地叫了三声（意
为：谢谢主人，好吃，好吃）。啃起了肉骨头，吃完后又朝
着主人“汪汪汪”地叫了三声（意为：我吃饱了，我要睡觉
了），然后趴在主人脚旁睡着了。

2、情景表演二：一名幼儿表演小狗。小狗站在家门口，急促
地叫个不停。

一、听听小狗的叫声

2、幼儿根据表演者的口型及动作进行猜测。



3、观看有声表演，师幼一起揭晓小狗的叫声所代表的意义。

二、你演大家看

1、动物的叫声就是他的语言，他在说什么呢？请个别幼儿来
扮演一种自己熟悉的动物，一边做动作一边发出叫声，请的
大家来猜一猜，你表演的是什么动物，在说什么。

2、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引导幼儿设计情节让大家猜测，猜后
再由表演者揭示设计原意。

3、观看情景表演二，小狗的叫声变得怎么样了？好像发生了
什么事？小狗在说什么呢？

三、我和动物聊聊天

1、动物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也和动物聊聊天。幼儿2―3人
一组，分别扮演人和动物的角色，运用动作和语言进行“交
流”。

2、角色交流时，教师注意角色的语言和动作，尤其是动物角
色，应注意发出富有意义的叫声，教师适时参加能力较弱的
一组。

大班语言活动毕业诗教学反思篇三

(一)、能用标准的普通话朗诵儿歌。

(二)、能根据图画提示，说出秋天的树叶有什么变化。

(三)、配上动作背诵儿歌。

(一)、关于秋天的图片。



(二)、秋天的各种树叶。

(一)、导入：

1、实地观察，导入话题。

师：小朋友们，你们发现我们操场上的大树有什么变化了
吗?(变黄了，不像以前那么绿了……)

(二)、观看图画，导入课文。

1、(出示图片)现在请大家看这幅图，上面都有些什么?(秋风
吹过来，金黄的树叶飞起来，有的落到地上，有的在空中飞
舞，小朋友们在树下玩耍……)

2、小朋友想一想，这幅美丽的画是哪个季节的景色?(秋天)

3、有一首特别短的儿歌，也描绘了画中的这些东西，我们一
起来学学。

(三)、在朗读中理解儿歌并背诵。

1、朗读儿歌。

(1)、教师范读，幼儿倾听。

(2)、教师范读，幼儿跟读。(跟读的'目的是让幼儿通过模仿
快速的熟悉课文)

(3)、学生齐读、轮读、对读。(开展各种形式的朗读活动，
培养幼儿的朗读兴趣，巩固幼儿对儿歌的记忆)

2、理解儿歌。

(1)、儿歌中说什么像蝴蝶?



(2)、秋天的树叶变黄了，也有的变红了。调皮的秋风把这些
美丽的树叶从树枝上吹下来，就像蝴蝶在空中你追我赶，也
像小朋友一样，在操场上快乐的玩耍。

3、背诵儿歌。(根据对儿歌的理解来记忆、背诵儿歌)

(三)、看图说话练习。

1、看图说话。(出示图片，看看画面上有什么?

2、秋天的树叶是什么颜色的。

3、看实物说话。

师：老师这儿也有很多秋天的树叶，它们漂亮吗?(出示树叶)

4、让幼儿接触树叶，加深他们对儿歌的理解。

(四)、配上动作背诵儿歌。

大班语言活动毕业诗教学反思篇四

1．通过听一听、想一想，初步了解第二次龟兔赛跑的有关情
节，并展开丰富合理的想象。

2．鼓励幼儿能运用已有经验，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3．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4．领会故事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5．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重点：学习小兔在关键时刻舍己助人、坚持到底的精神。



难点：鼓励幼儿大胆、合理地想象、表述。

1．录音片段（故事、音乐）

2．故事情节图片两张

3．多媒体课件一套

4．自制金牌两块

（一）激发兴趣：

1．（森林里响起热闹的音乐），话外音：兔子和乌龟又要赛
跑啦，大家快来看啊！

师：你们刚才听见说什么？为什么又要赛跑啦？ （幼儿回答）
兔子和乌龟又要赛跑啦，它们已经进行过第一次赛跑了。

2．师：原来它们已经有过第一次赛跑了，那么兔子和乌龟第
一次赛跑的情况怎样呢？（幼儿回答）

师：原来是乌龟赢了！

师小结：听你们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原来第一次赛跑时，
小兔是因为太骄傲自满而失败啦，小乌龟却凭着坚强的毅力
坚持到底，最终取得了胜利。

3．师：第二次龟兔赛跑的结果又会怎样呢？为什么？（幼儿
回答）

师：你们讲得都很有道理，别急，让我们一起去观看这场激
烈的比赛吧！

（二）想象表达：



1．运动员入场（多媒体播放小乌龟和小兔子进场）

2.师：瞧，运动员真神气，你们有什么想对它们说的吗？
（幼儿回答）

师：运动员准备、跑（小乌龟，小兔跑了出去）。

（三）分析理解：

1．情节一：师：不知道这次比赛的情况会怎么样？（放录音：
比赛开始了……小鸭哭着说：我迷路啦）

师：小兔真的会这么做吗？（放故事录音：小鸭迷路了……
把小鸭送回家后赶紧去追乌龟了）

2．情节二：师：小兔这回可要拼命追赶乌龟啦！“笛
笛――”（出示故事情节图片，观察）

师：啊呀！又怎么啦？（幼儿回答）

师：怎么样？你们觉得这次的冠军是谁呢？（幼儿相互商量，
师参与）

（四）交流讨论：

师：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两位运动员。（音乐响起，两位运动
员进场。）

师：两位运动员在你们面前，一定有许多话想说吧？（幼儿
回答）

师：我知道你们有说不完的心里话，这样吧，我们把两位冠
军请到班里和 它们好好聊聊吧！ （放欢乐的乐曲，幼儿离
开）



在日常生活和集体活动中，幼儿喜欢听故事、喜欢讨论新的
问题，爱刨根究底，根据故事的提示和要求能进行较丰富的
联想，让幼儿通过猜猜、听听、想想等形式感受理解故事内
容，创编合符情理的故事情节，力求使每个幼儿能自由、主
动、积极愉快地学习。

大班语言活动毕业诗教学反思篇五

1、学习理解散文故事《秋姐姐写信》。

2、通过学习认知生词字:提醒、准备、起程、寻找、增添。

3、在学习中理解拟人的修饰手法及体会散文的意境美。

4、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5、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树叶型的卡纸做的信，生字卡。

二、教师与幼儿共同学习散文

1、教师出示第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大雁”，教师展示信的
内容，与幼儿共同找出认识和不认识的字，理解信里的意思
并学习生词：提醒、起程。

2、教师出示第二封信，写给“松鼠”的信，展示信的内容与
幼儿共同学习、理解、学习生词：准备。

3、教师出示第三封信，写给“黑熊”的信，展示信的内容与
幼儿共同学习、理解、同时学习生词：寻找。

4、教师出示第四封信，写给“小朋友”的信，展示信的内容
与幼儿共同学习、理解、同时学习生词：增添。



三、教师与幼儿共同巩固“秋姐姐”写的信，并完整地复述
散文内容。

四、与幼儿讨论，什么地方你觉得最美?为什么?教师小结：
拟人的修饰手法的运用。

五、与幼儿再次有感情地复述散文。激励幼儿展开想象写出
更美的句子。

1、能根据幼儿的兴趣生成教育活动，使幼儿能积极的参与活
动。幼儿在与同伴、老师的活动中获得了全新的体验。

2、提供了良好的质疑环境，用鼓励的方式引导幼儿大胆提问，
踊跃释疑。改变了传统的教师讲，幼儿听的模式。一句“你
提的真好!”大大增强了幼儿提问的`信心;一句“大家说的真
好!”进一步提高了幼儿释疑的兴趣。

3、为幼儿提供了运用语言的机会。在幼儿进行仿编前，采用
小组或三三两两自由讨论的方式，让每个幼儿都有说话的机
会，他们说话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大班语言活动毕业诗教学反思篇六

1、能安静地听别人说话。

2、能注意听别人对自己说话并作出回应。

玩具若干。

1、点名。

引导语：今天老师来点名，看看哪些小朋友来了。

教师点名，故意说错两三个幼儿的姓名，看看幼儿的反应。



提问：刚才我念错了几个小朋友的名字，是哪几个小朋友？
你是怎么发现的？

2、游戏说说老师说的话。

玩法：将幼儿排成几个纵队，教师轻声对每组的第一个幼儿
说一句简短的话，要求第一个幼儿轻声传给第二个幼儿，一
直传到最后，由最后一个幼儿说出来。看看哪个队说得最正
确。

3、你说我听。

引导幼儿两三个一起自由交谈，注意提醒幼儿要安静地倾听
别人说话，当别人说话时眼睛要注视着说话的人，不能随便
插嘴或打断别人的话。

4、我说你做。

教师布置一些任务给幼儿，如把红色玩具放到玩具筐里、把
黄色玩具小狗拿给xx等，引导幼儿倾听并完成任务。

说说做做。幼儿自由组合，由一个幼儿提出任务，其他幼儿
听到后完成任务。

大班语言活动毕业诗教学反思篇七

大三班幼儿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中国文字的兴趣逐渐增加。
孩子们经常互相讨论、猜测这是什么字。也会猜测字的意义
是什么。为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兴趣，丰富他们的相关词汇
知识，特开展此次语言活动。

1.初步学会在快乐的游戏中对字中常见的偏旁产生兴趣。

2.通过故事理解动词，并通过引导幼儿比较它们的共同特征。



3.发挥幼儿的语言表达力和想象力。

引导幼儿观察一些代表字的偏旁

通过偏旁的比较，总结所呈现的规律，发现汉字的.特点。

图片，大嘴猴。准备口字旁的汉字卡片四张，表示吃.喝.唱.
吹意义的图片四张，四个口字卡片四组。有象形特征的字的
卡片四张。不同偏旁字的钥匙卡片若干。

一、教教师导入，吸引幼儿的兴趣。

二、图片引出主题

1.出示大嘴猴图片引题：这是什么？如果用现在的

汉字来表示的话，该用什么字呢？（出示口字）

小结：嘴巴用汉字来表示可以读做口字。今天它是和

它的小伙伴们一起来的，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它们吧。

2.认识“口”字旁的汉字“吃.喝.唱.吹”，

1.以图猜字。

二、延伸更多的偏旁

1.今天我们认识了口字旁的伙伴，现在其它的伙伴也等着我
们去认识他们呢！

2.辨认象形字，延展偏旁的认识。

三.填充偏旁增加词汇



1.拿出缺少偏旁的故事或者小诗让幼儿根据意思加偏旁。

四.游戏：有趣的嘴巴，帮助幼儿巩固新学的动词。

1.启发幼儿用动作表示拿到的一个动词，并请一

样动词的幼儿站起来。

2.用一句话来说明这个动词。如我爱吃……；

我想喝……；我正在……”。

五.教师小节

六.前边学过的字并带幼儿回教室，为带有“口字旁” “木
字旁”“三点水”的字找伙伴。

延伸活动

将本节活动的图片投入在语言去，以便孩子活动活动时用。

大班语言活动毕业诗教学反思篇八

猜谜语是培养孩子观察力、想象力、语言表达等多方面能力
的游戏活动。猜测时的积极探索、猜对后的欣喜，小小的游
戏隐藏着大大的教育智慧，而根据幼儿熟悉的人事物学习创
编谜语，这是对大班幼儿逻辑思维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的又
一提升。因此，根据儿歌《动物猜谜歌》我设计了大班的语
言活动《猜猜这是谁》，从认识谜语、知道谜面创编的特点、
尝试创编谜语，层层深入，让孩子们在不断的观察、探索、
思考、表达表现中发展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1、在猜谜游戏中，感受谜语的特点，并尝试根据儿歌形式大
胆创编新的谜语。。



2、通过观察，能发现并表现人事物的基本特征，体验设计谜
语和猜谜的乐趣。

空白格子底板若干、勾线笔、动物图片若干

1、教师讲述谜面，引导幼儿猜测是什么？

2、出示谜语板，边讲述边进行简笔绘画，引导幼儿猜测谜底。

1、观察谜语板，引导幼儿回忆讲述：刚才的`谜语中谜面有
几句话？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2、师幼探索谜语的特点

2、出示动物图片，请幼儿尝试根据谜语板仿编谜语

2、提供多种动物图片，幼儿小组合作，选择一种动物，尝试
根据谜语板，仿编谜语，其他幼儿猜测。

1、教师现场创编谜面，请幼儿猜测是班级里的谁？

2、巩固谜语创编的规律。

3、幼儿小组合作，选择现场的一位同伴或成人进行谜面的创
编。

4、集体交流，四组依次展示创编的谜面，集体猜测。

1、探索谜语板上最后两格的秘密。

2、展示幼儿创编的谜语，编成一首谜语歌。

3、教师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