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语言七彩虾教案及反思(汇
总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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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
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大班语言七彩虾教案及反思篇一

1、运用课件，帮助幼儿理解故事，了解"大怪物"的秘密。

2、引导幼儿发现物与形的对应，培养其不怕黑夜的勇敢品质。

承办幼儿园准备：教学用多媒体设备一套（包括笔记本电脑、
音响、投影仪、投影屏幕）、小黑板2块执教教师准备：故事
课件、操作教具（图片和剪影若干）

（出示黑夜场景）t：这是什么时候？你觉得晚上是怎样的？

（出示宝宝）过渡：有一个名叫宝宝的小朋友，他也非常害
怕黑夜，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为什么害怕黑夜。

1、分段讲述故事：

故事讲述1：

晚上，宝宝舒服的躺在他的小床里睡觉。夜里醒来，看见屋
里有个黑黑的大怪物。一阵风吹来，大怪物动起来了"哎呀不
好，大怪物要来吃我了。"宝宝害怕极了。

t：宝宝看到大怪物很害怕。他是怎么样的？



t：如果你是宝宝，这时你会怎么办？

故事讲述2：

宝宝慌忙拿起电话。

t：你们猜宝宝这时会打电话给谁？他会说些什么呢？

宝宝慌忙拿起电话报警。"警察叔叔快来呀，我家有个大怪物！
"

故事讲述3：

小狗警长赶来一看，哈哈哈地笑起来，小狗警长说："宝宝别
害怕，我陪你睡觉，天一亮怪物就会不见了。"天亮了，宝宝
起来一看，哪里有怪物呀，原来那只是衣架上的一件大衣呀！

t：天亮了，大怪物还在吗？宝宝晚上看到的到底是什么？

小结：原来根本没有大怪物，宝宝看到的只是挂在衣架上的
一件大衣。

2、完整欣赏故事

小结：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根本就没有大怪物。只是天黑了，
由于没有了亮光，很多东西都会变得暗暗的、黑黑的。

t：看，天又黑了，宝宝又想睡觉了，可他的房间里还藏着许
多像大怪物一样的东西，让我们一起帮他找出来，看看这些
大怪物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引导幼儿操作教具物形对应，集体+个别）



大班语言七彩虾教案及反思篇二

语言活动是指一种以自由的、活跃的方式进行的语言交流和
表达，旨在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在白云中学进
行的语言活动让我深受启发，收获颇丰。下面我将从活动内
容、个人体验、学习效果、思考和感悟、展望五个方面展开，
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这次语言活动内容丰富多样。在活动中，我们参与了
辩论赛、演讲比赛、个人口头陈述等不同形式的语言表达活
动。这样的活动内容让我从不同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表达
观点，并与他人进行交流。特别是辩论赛，它挑战了我的逻
辑思维和辩论技巧，让我深刻体会到言之有物的重要性。

其次，我在语言活动中有了很多个人的体验。首先，我发现
自己在表达观点时常常思维混乱，需要更加系统地整理思路。
同时，我也发现自己在沟通交流中的不足之处，比如语速过
快、表达不清等。但通过活动，我逐渐克服了这些问题，提
高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此外，活动也提高了我的紧张感
和应变能力，让我更好地适应各种语言交流场景。

第三，这次语言活动带给我了显著的学习效果。活动期间，
我通过与同学们共同讨论、激烈辩论，不仅学到了更多新知
识，还收获了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交流。在演讲比赛中，我积
极参与，按照老师的指导不断修改稿件，最终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这让我感到非常满意和自豪。而在个人口头陈述中，
我则逐渐克服了紧张的影响，提高了自信和表达能力。

接下来，这次活动让我思考了很多。通过参与不同形式的语
言活动，我不仅思考了自己的观点和言论，还深入思考了对
方的观点，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他人。与此同时，我也发
现语言在交流中的重要性，它是沟通桥梁的核心，关乎着人
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最后，展望未来，我希望能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语言表达的锻
炼，克服自己的不足，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
同时，我也希望能继续参与各种语言活动，拓宽自己的知识
面，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并通过交流与他人的碰撞，不断
成长。

总之，语言活动给我带来了丰富的学习经验和收获。通过参
与活动，我不仅提高了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还对沟
通交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希望未来能继续参与更多的语言
活动，锻炼自己，不断成长。

大班语言七彩虾教案及反思篇三

1、创设情境，引导幼儿参与语言活动，并学说短句“某某喜
欢吃什么”。

2、鼓励幼儿用普通话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3、体验和小动物一起游戏的愉悦。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

幼儿已经认识过常见的小动物，对小动物的习性有初步的了
解。

2、教具准备：

草地上有红、绿颜色的两座房子，分别是小猫、小兔（动物
图片贴于房子的门里边），门上相对应的是鱼、萝卜。

黄、蓝颜色房子两座，小狗和小猴的图片贴在房子前面。



骨头、桃、香蕉等图片。

鸡妈妈和鸡宝宝胸饰戴好。

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发幼儿兴趣，发现房子。

1、交代角色、导入活动。

教师：宝宝们，妈妈带你们到草地上去玩吧，走，我们一起
出发咯！

教师带领幼儿听着音乐一起做做动作如：心里真开心呀！拍
拍翅膀，跺跺小脚，琢啄小虫。

2、发现房子，大胆猜想。

（1）教师：草地到了，宝宝们，赶快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
会吧。

帮助幼儿找到座位坐下来。

（2）教师：呀！草地上有什么呢？

预设：（幼儿a：有花。

幼儿b：有草。

幼儿c：有房子。）

教师总结幼儿讲述：哦，草地上有花，有草，还有两座房子！

这两座是什么颜色的房子呢？



预设（幼儿：红的。

绿的。）

教师：哦，是红房子。

是绿房子。（有意识引导幼儿用完整的短句描述房子特征）

（3）教师：红房子、绿房子可真漂亮！

房子里面会住着谁呢？宝宝们你来猜一猜？

请多个幼儿来猜一猜，并肯定幼儿的猜测。

教师：哦，你猜是小鱼呀，那你猜是谁呢？

二、观察两座房子，积累经验，学说短句。

第一步骤：观察红房子，积累经验，学说短句。

1、教师：宝宝们猜的可真多，那房子里到底住着谁呢？想不
想去看一看呀！

幼儿：想！

教师：那我们先去看看红房子里住着谁吧。

2、教师：要先敲敲门呀。

咚咚咚，有人吗？（教师边说边做敲门动作）

教师做倾听状：哎呀，没有声音，宝宝们帮妈妈问问吧！
（教师敲门，引导幼儿询问）

引导幼儿做倾听状：声音太轻了，还没听见，再敲敲，要说



的响一些呀！

教师引导幼儿一起说（咚咚咚，有人吗？）

教师：听好哦！

教师扮演小猫说：是谁在敲门呀？

教师：呀！里面有人！赶快介绍一下我们鸡宝宝！谁来介绍？

引导个别幼儿介绍：我是鸡宝宝。（教师帮助第一个幼儿一
起介绍，然后让幼儿自己介绍）

教师：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引导幼儿一起介绍：我们是鸡宝宝？   教师：你是谁呀？

教师做倾听状。

教师扮演小猫说：我的门上画了画，请你猜猜我是谁？

教师:宝宝，快猜猜，里面会是谁呢？

请个别幼儿猜测，然后引导幼儿提问：

教师：我们一起来问问是不是。

引导幼儿一起问：“你是吗？

再引导个别幼儿根据自己的猜想问。

（1、如果不是教师就扮演小猫说：不是！

当幼儿猜测不出来时教师就说：我们猜不出来，你可以告诉
我们吗？教师再扮演小猫学小猫叫。



教师：提问：是谁呀？

幼儿：是小猫。2、如果有幼儿猜出是小猫，教师就扮演小猫
说：我是小猫。）

3、教师：开门拉，看看是不是小猫!(教师帮助打开门)

教师：原来真是小猫呀！

教师：和小猫问个好！

引导幼儿和小猫打招呼：小猫，你好！

教师：咦！小猫的门上为什么画小鱼呀？我们问问它吧。

“小猫，你的门上为什么画小鱼呀？”

教师扮演小猫说：因为我喜欢吃小鱼呀！

教师：宝宝们听清楚了吗？小猫的门上为什么画小鱼呢？

请多个幼儿说说：因为小猫喜欢吃小鱼。

4、教师总结:哦！原来红房子里住的是小猫，小猫的门上画
了它喜欢吃的东西。

教师：那绿房子里会住着谁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第二步骤：迁移经验，运用短句

1、教师指绿房子：我们先来猜一猜， 绿房子里会住着谁呢？

你猜是谁？

如果幼儿猜出是小兔，教师再接着提问：你怎么知道的？



引导幼儿说出：因为小兔喜欢吃萝卜。

请多个幼儿讲述自己的看法，学习说短句：小兔喜欢吃萝卜。

教师：那到底是不是小兔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2、教师：谁来敲敲门！

引导个别和集体敲门说：咚咚咚，有人吗？

教师扮演小兔说：是谁在敲门呀？

引导幼儿介绍自己：我们是鸡宝宝。

教师:谁来问问，里面是不是小兔？

引导幼儿提问：你是小兔吗？

教师再扮演小兔说：我是小兔呀！你们看！

打开门，让幼儿看到真的是小兔，为猜准而感到高兴。

教师：和小兔问个好!

引导幼儿和小兔问好：小兔，你好！

引导个别幼儿问：小兔，你的门上为什么画萝卜呢？

教师扮演小兔说：因为我喜欢吃萝卜呀！

教师：呀，原来真是因为小兔喜欢吃萝卜，所以在门上画了
萝卜。

教师：宝宝们猜的可准了，真有本领！



3、教师小结：现在我们知道了：黄房子里住的是小兔，小兔
的门上也画了它喜欢吃的东西。

三、迁移经验，给小动物设计门上的画。

1、教师：草地上又造了两座新房子，是谁造的房子呢，我们
一起去看看！

出示绿房子和蓝房子。

幼儿：小狗，小猴。

引导幼儿和小狗小猴问好。

教师：小狗造了什么房子呢？

幼儿：绿房子。

教师：小猴造了什么房子呢？

幼儿：蓝房子。

预设：（幼儿：“愿意！”）

教师：我们先给小狗画吧

想一想，给小狗画什么呢？

幼儿考虑（教师从旁提醒：小猫和小兔在门上画了自己喜欢
吃的东西，小狗的门上可以画什么呢？）

教师请个别幼儿说说自己的想法：你给小狗画什么呢？为什
么要画呢？

引导幼儿根据小狗喜欢吃的东西说一说，并说说：因为小狗



喜欢吃骨头等。

教师请多个幼儿来说说。并问问小狗如：小狗，你喜欢画吗？

预设1：如果幼儿说的答案是对的，教师就扮演小狗说：我喜
欢画骨头！

然后教师帮助幼儿将图片贴在门上

预设2：如果幼儿说的不对，教师就扮演小狗说：我不喜欢画！

然后教师再引导幼儿想一想，并请幼儿说一说，然后采用预
设1的方法。

教师：谁来帮帮小猴子，你想给它画什么？

请个别幼儿说说自己的想法。

教师：你给小猴画什么呢？为什么要画？

引导幼儿说说自己的理由，用学过的短句来说说自己的想法，
如：因为小猴喜欢吃桃子等。

引导幼儿一起问问小猴：小猴，你喜欢画吗？

预设1：如果幼儿是对的，教师就扮演小猴说：我喜欢画桃子。

然后教师帮助幼儿将图片贴在门上

预设2：如果幼儿说的不对，教师就扮演小猴说：我不喜欢画！

然后教师再引导幼儿想一想，并请幼儿说一说，然后采用预
设1的方法。

四、延伸活动：给自己家设计门上的画。



教师：跟妈妈回家吧，和小动物们说再见。

教师引导幼儿和小动物说再见。

教师带领幼儿听音乐“回家       

大班语言七彩虾教案及反思篇四

语言活动是学校教育中重要的一环，它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
掌握语言技能，提高沟通表达能力。近日，我参加了一次语
言活动，深感其对我个人的意义。以下是我对这次语言活动
的体会和感悟。

第二段：活动背景和组织

本次活动是由学校举办的一次英语演讲比赛，共有30名学生
参与。活动前，学校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演讲主题，并安排
了专业的培训，为我们准备了充足的时间。同时，学校还邀
请了专业的评委来评判我们的演讲。

第三段：个人准备和表现

我选择了一个与现代社会息息相关的话题：“社交媒体对青
少年的影响”。在准备演讲稿的过程中，我广泛了解和研究
了各种相关资料，并在老师的引导下进行了大量的练习。活
动当天，我克服了紧张情绪，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了演讲。虽
然有些许失误，但整体表现还算成功。更重要的是，通过这
次活动，我学会了如何在规定时间内清晰地表达我的观点，
并学会了如何与观众进行有效的互动。

第四段：他人表现与收获

除了我自己的演讲外，其他参赛同学的表现也给了我很大的
启发和学习的机会。有些同学用幽默风趣的方式吸引了观众



的注意力，有些同学则以真实的情感让观众深受感动。通过
这次活动，我也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同学，互相学习、交流，
这对我的个人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第五段：总结与体会

通过参与这次语言活动，我深刻体会到了语言的力量和重要
性。语言是我们与他人交流的桥梁，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
解和被理解。这次活动锻炼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我
对语言运用的自信心。我不仅在竞赛中收获了提高，还在为
期一周的准备时间中对自己的认识和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通过与他人的互动交流，我学会了倾听、尊重和分享。我相
信，这些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都将给我带来巨大的帮助。

总之，这次语言活动是我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参与其中，我不仅提高了语言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也学到
了团队合作和互动交流的重要性。这对我个人的成长和未来
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影响，我将会将这些收获运用到实践中，
继续提升自己的能力。

大班语言七彩虾教案及反思篇五

1.理解故事，懂得让身边的用品成为自己的朋友。

2.学习有条理地整理、保管物品。

1.设置娃娃家场景：衣物放在床底下、柜子后、椅子下，屋
子里一片狼藉。

2.挂图。

3.故事磁带。

1.认识拉拉的家。



――这是拉拉的家，拉拉总是找不到他的衣服朋友。你们能
帮他找到吗?

――引导幼儿帮拉拉想出整理衣服的办法。

――启发幼儿在布置好的场景中帮拉拉找衣物，并说“xx(物
品)在xx(地方)”，如“衣服在床上”。

2.听听拉拉的故事。

――出示挂图，讲述故事，帮助幼儿理解内容。

――拉拉有什么烦恼?

――妈妈帮拉拉想了什么办法，让衣服朋友听话了?

――这个办法有用吗?拉拉是怎么做的?

3.好好对待我们的“朋友”。

――活动室里有没有不听话的朋友?你能做它们的小司令吗?

――带领幼儿整理活动室并学讲“xx放进xx里”，如“玩具放
进玩具橱里”。

1.这一活动已从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扩展到人与物之间的朋友
关系。

2.请家长在家里尽量让幼儿自己管理衣物、玩具等。如：把
洗过的衣服折叠好收放在固定的柜子里，每晚睡前将衣服叠
好等。

3.日常活动中，可请幼儿保管一些学习用品、玩具、活动材
料等。



附：听话的朋友

拉拉的衣服朋友常常不听话，有时躲在床底下，有时藏在柜
子后面，有时又躲在椅子底下。每天早上，拉拉总要找上半
天，最后还要妈妈来帮忙。妈妈帮拉拉把这些不听话的朋友
一个一个找出来，并对拉拉说：“你要学着当个小司令，让
衣服朋友都听你的话。”

晚上，拉拉把衣服和裤子叠整齐，放在椅子上说：“命令你
们在椅子上趴着，队伍排整齐，别乱动，不能让敌人发
现。”“小袜子，你要躲在潜水艇里。”拉拉把袜子放进鞋
子里。“潜水艇潜水啦。”拉拉把鞋子放在床下。“小帽子，
请你去当侦察兵。”拉拉又把帽子挂在衣钩上。最后，拉拉
才安安心心地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拉拉很快就找到了这些衣服朋友。他穿好衣服、
裤子，穿上袜子、鞋子，戴上帽子，得意地对妈妈说：“瞧，
我的衣服朋友多听话呀。”

大班语言七彩虾教案及反思篇六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工具，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在组织
语言活动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语言的魅力和活动的重
要性。通过丰富多彩的语言活动，不仅可以提高语言能力，
还能增进交流与合作能力。在此，我将就我在语言活动组织
中的体会和心得进行分享。

首先，灵活运用各种语言活动形式，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语
言能力。在组织语言活动时，我们可以选择让学生进行情景
对话、角色扮演等形式来进行参与。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学
生们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语言的运用场景，从而更好地掌
握语言的表达方式。比如，在一个情景对话中，学生们可以
模拟在旅行社咨询导游时的对话内容，从而锻炼他们的问答
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和交际技巧。而在角色扮演中，学生们



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通过扮演中的对话和表演来加强语言
的应用。

其次，积极参与语言活动有助于增进交流与合作能力。语言
活动往往是以小组或小队为单位进行的，所以在组织语言活
动时，我们需要将学生分组，让他们共同完成任务。在学生
与学生之间的合作中，他们需要相互沟通、相互协调，这样
才能顺利完成语言任务。例如，在一个小组讨论中，学生们
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进行互动交流，从而激发出新的
思维和观点。他们会在交流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并借助
他人的帮助来改进自身的表达能力。

另外，语言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思维能力。语言活
动往往涵盖了各个方面的内容，因此有利于学生的多方面思
维训练，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组织语言
活动时，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启发性的题目或者情境来激发学
生的思维，例如鼓励他们通过参观一个博物馆后谈谈自己的
感受，或者让他们通过写一篇文章来回顾一个历史事件。通
过这样的语言活动，学生们可以在思考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的
创造性思维，以及逻辑思维能力。

此外，语言活动也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在进行语言活动
时，学生们需要展示自己的语言能力，需要勇于与他人交流
和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挑战，需要他们
克服内心的不安才能完成自己的表达。通过不断参与语言活
动，学生们可以在每一次活动中提升自己的自信心，慢慢地
摆脱害羞和紧张的情绪，勇敢地展示自己的才能。

总之，语言活动组织是一项有益且重要的工作。在我参与组
织语言活动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它对于学生们的潜在
价值。通过灵活运用各种语言活动形式、增进交流与合作能
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思维能力以及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我们可以更好地提高语言能力，拓宽学生们的视野，让他们
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有更多的优势。因此，语言活动组织



不仅仅是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更是塑造他们的综合素质和
发展潜力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