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语言活动压岁钱的故事教案
反思(汇总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教案应该怎
么制定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大班语言活动压岁钱的故事教案反思篇一

1、欣赏有趣的故事，了解字的来源。

2、形成“字”的.概念，引发对文字符号的兴趣。

3、学习词语：结绳记事、山脉起伏、光芒四射。

1、常见易懂的结构简单的象形文字卡片如：人、日、山等。

2、绳字一条。

3、与故事内容相符教育挂图。

1、出示挂图，教师讲述第一遍故事。

问：故事的名字叫什么？造字的人是谁？

2、教师讲述第二遍故事，边出示打结的绳子、象形字边讲述
故事，让幼儿明白结绳记事的意思和象形字的基本特点。

提问：

（1）结绳记事“是什么？

（2）发明字的仓吉为什么不赞成用绳子打结来记事的方法？



（3）仓吉遇见一只大乌龟后有什么想法？

3、出示故事中提到的象形文字符号：旦、日、山、人、鹿等，
让幼儿对字的来源有进一步的认识。

4、最早的象形文字是不是很像画出来的形状？你已经知道的
象形字有哪些？

5、学习儿歌《造字歌》。

大班语言活动压岁钱的故事教案反思篇二

1、欣赏有趣的故事，进一步了解汉字的由来。

2、学习词语：结绳记事、山脉起伏、光芒四射。

“日、人、火、山”象形文字图卡、绳子若干

1、讨论引入：“你认识什么字？字是怎么变来的？”

2、结合图片讲故事。

a、讲述第一段。“古时候的人是怎么记事情？”（学习词
语“结绳记事”，并学习用绳子打结）

c、讲述第三段。“是谁发明了象形文字？他是怎样发明象形
文字的？这种发明比前两种发明有什么好处呢？（学习词
语“光芒四射”、“山脉起伏”、并以绘画形式表现简易的
象形文字。

d、讲述第四段。“你喜欢仓颉吗？为什么喜欢他？

3、教师再次完整地讲述故事，并小结“仓颉是发明中国文字
的先祖，他发明象形文字，从此人们开始学会运用字记录和



表达”。

4、游戏“猜猜象形字”

反思：整合式的故事教学

故事是幼儿园语言教学最常见的一种形式，但多数老师往往
停滞在传统故事教学模式中，即教师完整讲述故事、幼儿听
故事、提问知道故事名称、理解故事内容、中心思想。这种
灌输式的学习，使得许多优秀的故事让幼儿听得觉得乏味。

分析本教材，我一改以往的教学风格，采用整合式的教学，
如绘画、动手、比较等等，让幼儿带着自身的体会逐一感受
故事的每一情节。如此一来，孩子们全身心地放松，而不拘
泥平日中的安静、全身心倾听的状态，习得自然、学得开心。
而我也对本活动有了更深的体会：

1、教师要善于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引“孩”入胜。

2、教学表现形式应是多姿多彩，不拘一格。

3、要有开放的心态，兼容幼儿的不同想法，尊重孩子个性的
发展。

4、同时，教师应有丰富的感知经验，较高的教学素质，在每
一个环节不断地丰富、积累幼儿的感知。

大班语言活动压岁钱的故事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认识书写文字的田字格，知道田字格上下左右位置的名称。

2、学习正确的执笔方法。



活动重点：

认识田字格

难点：

知道田字格上下左右位置的名称

活动准备：

活动过程：

1、认识文字的家

（1）、出示田字格本，交流

“你们认识它吗？在哪里看到过？”

（2）、教师小结：这是小学生的写字本，它叫田字格本。

“我们一起来数一数有几排田字格呢？”

2、了解田字格的位置

（1）、教师将4只小动物分别放在田字格的四个格子里

“小动物们在田字格的那儿？”（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
右下角）

（2）、个别幼儿放小动物，其他幼儿说说它们的位置

3、游戏活动，巩固对田字格的认识

（1）、幼儿在幼儿用书上找找文字的家



（2）、将相同的汉字连起来

（3）、在田字格里描一描

4、幼儿相互交流握笔姿势，纠正错误的姿势。

文档为doc格式

大班语言活动压岁钱的故事教案反思篇四

作为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通过
教案准备可以更好地根据具体情况对教学进程做适当的必要
的调整。快来参考教案是怎么写的吧！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大
班语言故事活动秋叶飘教案，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 仔细观察画面，初步理解每幅图的主要内容。

2、 看图说出图中有哪些小动物，它们分别把树叶当成了什
么。

3、 体验讲述和创编故事情节的快乐。

1、 单幅秋天的大背景图。

2、 小鱼、小虫、小燕子、树叶图片各1张。

3、 幼儿用书，教学挂图。

一、 出示秋天的背景图。

（1） 教师：秋天到了，小树叶落在了地上，它碰到了一条
小虫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2） 教师：小树叶落在了哪里？它又碰到了谁？小鱼会说



什么呢？

（3） 教师：最后，小树叶落在了哪里？小燕子会对小树叶
说什么呢？

二、 教师配乐完整地讲述图片内容。

（1） 教师：图片里的'小树叶碰到了谁？它和小树叶说了什
么？

三、 教师和幼儿一起讲述图片内容。

（1） 教师带领幼儿讲述一遍。

（2） 幼儿集体讲述一遍。

四、 幼儿创编故事情节。

（1） 教师：小树叶还会碰见谁呢？他会对小树叶说什么呢？

（2） 教师做小树叶，幼儿做小动物，巩固学习对话。

五、 结束活动。

（1） 放歌曲《秋天》的音乐，幼儿做小树叶律动"飞"出教
室。

由于小班幼儿的知识经验较贫乏，语言表达能力较差，对散
文欣赏活动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活动中我借助了多媒体课件
的运用，帮助孩子们形象的理解掌握了散文诗的内容，很快
地掌握了散文诗里的角色对话。在组织形式上，我选择了动
静交替的形式开展，采用分段讲述提问，角色表演相结合的
方法，每段变换不同的角色扮演，努力为幼儿创设一个想说、
敢说、喜欢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并为幼儿留下了无
限的想象空间，在活动中可以看出孩子对整个活动还是比较



感兴趣的，参与的积极性也较高，较好地达到了教学效果。

大班语言活动压岁钱的故事教案反思篇五

设计意图：

家是什么?家是一间房子。家是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家是一家
人相亲相爱……在孩子们的眼中，家是无忧无虑的，甚至是
可以随心所欲的。那么，对于时下生活条件优越、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孩子们，我们又该如何引导他们体会家庭责任呢?
英国著名绘本作家安东尼?布朗继《我爸爸》《我妈妈》之后，
为我们带来了《朱家故事》。该绘本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揭示
了家庭中“共同分担”的重要性。于是，我们尝试以该绘本
为素材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活动一，绘本阅读活动。教师以一张与众不同的全家福引领
幼儿走进朱家，去探寻朱太太闷闷不乐的原因。在活动中，
教师引导幼儿以贴图的方式归纳和比较朱家的家务分配情况，
使孩子们直观而强烈地感受到朱家家务分配的不公。而朱太
太离开家后朱家的变化更是让幼儿充分感受到了故事的趣味
性．并乐此不疲地探寻画面细节中的秘密。在活动中，教师
有意识地引导幼儿捕捉画面中有用的信息，理解画面之间的
关系，有目的地去阅读与交流。在活动的最后，教师引导幼
儿由朱家联想到自己的家庭，懂得了“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合理分工、共同承担，家庭才会更和睦、更幸福”的
道理。

活动二，“家庭”披萨大比拼。教师根据幼儿的兴趣、经验，
让幼儿扮演家庭成员合作制作披萨。在活动中，幼儿通过商
量选择符合每一位家庭成员口味的材料，并在相互推让、积
极调整、各司其职、分享成果的过程中真正体会到了每一
位“家庭成员”承担责任的重要性。

活动三，“小鬼当家”家庭劳动实践活动。在“回归生活”



的理念下，教师鼓励幼儿每天在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并由家长和幼儿共同记录。这一历时一至二周的劳动实践活
动，使幼儿的认知在生活中得以提升，体现了生活教育的价
值，并促进了幼儿前书写能力的发展。

与此同时，教师还提供了幼儿日常个别化学习的机会――区
域活动，如“我家的故事”“小猪和我捉迷藏”“‘我能
行’跳跳棋”等，延续幼儿的探究兴趣，鼓励幼儿表达自己
的发现、感受和想法，推动幼儿多方面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