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语言水果娃娃来聚会教案反
思(优质6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中班语言水果娃娃来聚会教案反思篇一

1.在理解诗歌内容的基础上初步学会有表情的朗诵诗歌。

2.学习词：静悄悄、横冲直撞、挺起胸膛、美妙；读准字音：
横、撞、精神、挺、灵。

3.培养幼儿从小养成良好的坐、走的姿势。

4.理解诗歌所用的比喻手法，学会有感情地朗诵诗歌。

5.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小花猫、螃蟹、小白鹅、大青虾、百灵鸟、小乌鸦图片各一
张。

活动重点难点：

初步学会完整的朗诵儿歌。

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坐、走的姿势。

一、谈话导入课题：

二、学习诗歌《学好样》。



1.老师有表情的朗诵诗歌：《学好样》

提问：这首诗歌好听吗？诗歌里说了什么？

2.教师根据诗歌内容结合图片提问，帮助幼儿理解诗歌的内
容。

（1）诗歌里的小花猫是怎么走路的？学习词：静悄悄 （请
小朋友用动作表现出来）不要学谁？小螃蟹是怎么走路的？
学习词：横冲直撞 （请小朋友用动作表现出来）

（3）歌唱要向谁学习（百灵鸟）为什么要学百灵鸟？不要学
谁？乌鸦是怎么唱歌的？

三、幼儿学说诗歌。

1.幼儿轻声跟读。

2.分组练习。

3.集体练习。

接龙游戏：老师念前半句，幼儿念后半句。

老师念第一句，幼儿念第二句。

四、幼儿边念诗歌边表演。

五、教师小结：今天我们小朋友学习了诗歌《学好样》，知
道了以后我们小朋友走路要学小花猫，脚步轻轻静悄悄；上
课要学小白鹅，挺起胸膛精神好；歌唱要像百灵鸟一样，用
美妙的声音唱歌。

附诗歌：



学好样

走路要学小花猫，脚步轻轻静悄悄，不要象那小螃蟹，横冲
直撞真糟糕。

坐着要学小白鹅，挺起胸膛精神好，不要象那大青虾，驼起
背儿弯着腰。

唱歌要学百灵鸟，迎着春风多美妙，不要学那小乌鸦，张开
嘴巴哇哇叫。

孩子年龄尚小，并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怎样做才是最好。要让孩子明白这些就需要在孩
子的心目中树立好的榜样。

为此我设计了《学好样》这一活动。

首先提问导入，激发了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其次通过多媒
体课件激发幼儿学习诗歌的兴趣，而形象生动的课件帮助幼
儿更容易的了解了儿歌，播放课件同时也学习了重点字
词“静悄悄”“横冲直撞”“糟糕”“美妙”等，使幼儿对
诗歌的内容基本掌握并理解了；最后辅助动作让幼儿重复念
诗歌，来加深对儿歌的印象。通过学习诗歌萌发幼儿向好样
学习，从而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规则意识。

中班语言水果娃娃来聚会教案反思篇二

1． 了解小蚱蜢的行动方式，体验儿歌的趣味性。

2． 通过操作指偶和表演游戏表现蚱蜢的行动方式。

1． 小蚱蜢的形象图、小纸条、水彩笔、剪刀、浆糊。

2． 区角中认识过小蚱蜢。



3． 到户外采摘狗尾草。

1． 欣赏儿歌。

小蚱蜢有什么本领？

教师用儿歌《小蚱蜢学跳高》蚱蜢跳跃的行动方式。

幼儿模仿小蚱蜢的跳跃动作。

小蚱蜢学跳高时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2． 制作指偶。

小蚱蜢的形象图，请幼儿涂色，沿线剪下，将小纸条按手指
粗细粘成纸圈，将蚱蜢贴在小纸圈上做成指偶。

连续播放儿歌录音作为背景，指导幼儿制作。

3． 学习表演。

幼儿边操作指偶，边做蚱蜢跳跃状。

幼儿可两人结伴一起朗诵儿歌。其中一幼儿操作蚱蜢指偶，
一幼儿手持一根狗尾草进行配合。

1． 用身体动作来模拟昆虫的行动方式，幼儿会很感兴趣，
由此可扩展到模拟其他动物。

2． 可根据本班幼儿的情况，将重点放在认识小蚱蜢上，或
放在儿歌欣赏上。

[附] 儿歌

小蚱蜢学跳高



小蚱蜢，学跳高，

一跳跳上狗尾草。

腿一弹，脚一翘，

哪个有我跳得高，

草一溜，摔一跤，

头上跌个大青包。

中班语言水果娃娃来聚会教案反思篇三

1、理解散文诗的内容，知道秋天是美丽多彩的。

2、能根据诗歌的句式结构进行仿编,并用绘画表达自己的感
受。

1、活动前组织幼儿到外面去观察秋天的自然美景，如花草树
木的颜色等。

2、收集制作小草、枫叶、菊花、松树、大地的小图片和红、
黄、白、绿、彩色的颜色标记。小卡片以及笔。画有各种秋
天物体的小卡片，并涂上颜色。

3、提供散文诗磁带。（多遍）

4、大副秋天的背景图。（蓝天、草地）

一、导入活动：教师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引发幼儿对诗歌的兴
趣。

师：“昨天放学以后，教室里静悄悄的，老师刚想离开，忽
然觉得有好几个声音在说话，仔细一听，原来它们正在讨论



一个问题，讨论得可热闹了！你们一定想知道它们在说些什
么？好！老师已经用录音机把它们的声音录下来了，下面就
请小朋友仔细听录音，注意听清是谁在说话？它们在说些什
么？”

二、欣赏散文诗，初步理解内容

1、幼儿第一遍欣赏：

提问：是谁在说话？它们在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去找秋天
的颜色）怎么去找的？找到了吗？谁告诉“我”秋天的颜色
的？小结：秋天是一个美丽的季节，老师发现：如果把小草、
枫叶、松树、菊花、大地的话连起来，就是一首很美的秋天
的诗。不信，你听！

2、结合挂图，欣赏第二遍，感受秋天的绚丽多彩。

教师一边有感情地朗读散文，一边出示图片，以加深幼儿对
散文的理解。提问：

（1）散文中小草、枫叶、松树、菊花、大地是怎么说的？他
们认为秋天是什么颜色的？（提醒幼儿说完整句子：秋天
是……）

（2）进一步理解诗歌：为什么小草说秋天是黄色的？枫叶说
秋天是红的？松树说秋天是绿的？大地说秋天是绚丽多彩的？
（引导幼儿讨论）

（秋天来了，事物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很多的植物都开始
换颜色，小草在夏天的时候是绿色的，但经过秋风的吹拂，
慢慢地的失去了水分，变成了黄色的，菊花只有在秋天的时
候才会开花，松树是常青树，因此在秋天的时候还是绿色，
大地因为了这么多颜色，所以就变成了绚丽多彩的……）



4、配上音乐，幼儿朗诵诗歌。

三、仿编诗歌：

鼓励幼儿大胆想象，根据诗歌的结构开展仿编活动。根据老
师提供的小图片，来创编诗句。

发给幼儿画有图的卡片，给幼儿一定的时间，让幼儿自由的
进行仿编。集合幼儿，把幼儿仿编的编入散文诗中。

四、结束活动，幼儿记录自己仿编的散文诗

中班语言水果娃娃来聚会教案反思篇四

1．观察画面，运用“摘、爬、驮”等动词大胆讲述小动物们
摘苹果的过程。

2．运用多种方法创造地解决问题，并大胆清楚地表述。

3．感受与同伴合作、解决问题的乐趣。

1．课件，背景图及操作卡片。

2．积累一定的讲述经验。

一、课件导入，激发兴趣。

1．教师：今天老师要带你们去果园里，果园里有什么？谁会
用好听的词语来说？

二、仔细观察画面，运用一些基本词汇大胆讲述小动物摘苹
果的过程。

1．播放（画面一）。



教师：小乌龟是怎么过来的？（运用词汇“爬”）

教师：小乌龟能摘到苹果吗？为什么？

2．播放（画面二）。

教师：小兔子是怎么过来的？（运用词汇“跳”。）小兔子
怎样帮助小乌龟呢？

3 . 播放（画面三）

4 . 播放（画面四）

教师：小熊来了，它们又会想什么办法？

5 . 讨论：请小朋友想想办法，怎样帮助小动物摘到苹果。

三、与同伴合作，摆摆讲讲摘苹果的多种方法。

1．幼儿与同伴合作摆摆讲讲。

2．幼儿讲述摘苹果的办法。

3．播放（画面五）

四、完整欣赏故事。

请小朋友把摘苹果的办法编到故事里去。

中班语言水果娃娃来聚会教案反思篇五

本次活动选自省编小班教材下学期的主题《春天来了》中二
级主题“春天的活动”。好动是孩子的天性，孩子用肢体语
言表现动作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让他们把肢体动作用语言表
达出来则需要在日常的教学中进行进一步的锻炼。因此我设



计了本节活动《叫醒春天》，让幼儿在感受春天景色美丽的
同时，寻找到春天里植物和动物的各种动作，同时让幼儿能
够用手、脚以及身体各部位来表现一些动作，并能够通过语
言表达出来，使幼儿达到会看、会说、会做的目的。

1、情感与态度：培养幼儿喜欢春天，能感受到春天景色的美
丽；

2、知识：在活动中，引导幼儿用语言来表达一些生活中常见
的动作；

3、能力与技能：幼儿能够用手、脚以及身体各部位来表现一
些动作。

本节课的重点是让幼儿通过观察和肢体动作，学习用语言来
表达一些生活中常见的动作；难点是让幼儿通过看图来找出
图中所隐藏的所有带有动作的词语。

课件《叫醒春天》、藏有动作的图片、“动作小明星”头饰、

一、故事导入

二、看课件，做动作

三、幼儿自编动作

四、看图说动词

五、总结

1、播放“叫醒春天”的故事课件。

2、老师：小朋友们，春天美吗？现在老师要带小朋友到一个
神奇的春天的世界里去玩。



1、播放课件，出示“太阳公公眨眼睛”

（1）问：你们看，这是谁？它的眼睛怎么样啊？

（2）对了，太阳公公的眼睛眨呀眨。现在老师请小朋友来做个
“眨”的动作。（先集体做，再请若干小朋友进行表演）。

2、播放课件，出示“柳树摇”

问：小柳树在干什么？（摇）

谁来做柳树摇的动作？（指名做，集体做）

3、播放课件，出示“蝴蝶飞了”

问：蝴蝶在干什么？（飞来了）

谁来学一学“飞”的动作？（指名做，集体做）

1、师：小朋友们，刚才我们都做了什么动作啊？现在我们来
玩一个“我做你猜”的游戏，老师做动作，你来猜动作的名
字。

2、师：谁来做动作，让下面的小朋友来猜一猜？（接龙游戏 ）

（指名到前面做动作，大家说动作名称）

1、教师出示图片

问：小朋友们，你能看到图里有哪些动作呢？

师：让我们用自己喜欢的动作离开教室，到外面看看美丽的
春天吧！

幼儿倾听故事



幼儿回答

幼儿回答：眨眼睛

幼儿表演“眨”的动作

幼儿回答：柳树摇

幼儿做“摇”动作

幼儿回答：飞

幼儿做“飞”的动作

幼儿说出动作的名字

指名幼儿做动作，其他幼儿说动做名称

幼儿看图，说动作

幼儿做动作离开教室

培养幼儿注意倾听的能力

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和用肢体语言表述的能力

培养身体协调能力和表达能力

中班语言水果娃娃来聚会教案反思篇六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并说出知道春天的基本特征。

2.说出故事中的对话，能够分角色进行表演。

3.懂得与同伴之间要相互友爱、关心。



1.事先带领幼儿外出找过春天。

2.多媒体课件。

3.小熊、小松鼠、小白兔、小青蛙、小公鸡等动物头饰。

1.师：“春天来了，天气暖和了，我们去郊游吧。”

听开火车音乐进活动室。

2.师：“轰隆隆”打雷了，冬眠的小熊被吵醒了。（出示小
熊）它揉揉眼睛，推开窗户往外一看：“啊！春天来啦！”

春天是大地有什么变化？（请幼儿回答：春天的特征）

3.小熊可开心了。它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朋友们。那小熊
会用什么办法告诉朋友们呢？（请幼儿回答：打电话）

1. 提问：“小熊给谁打电话了？小熊对小松鼠说了什么
呢？”

小熊连忙拿起电话给小松鼠打电话，得儿得儿拨电话号
码，12345, “喂，小松鼠吗？春天来了，树上的雪融化了，
快出来玩吧。”

2. 提问：小松鼠给谁打电话了？小松鼠对小白兔说了什么
呢？”

小松鼠听了电话，知道春天来了。就拿起电话给小白兔打电
话，得儿得儿拨电话号码，23451,, “喂，小白兔。你好！
春天来了，山坡上的草绿了，快出来吃草吧。”小白兔
说：“好的，谢谢你！再见！

小白兔听了电话，知道春天来了。就拿起电话给小青蛙打电
话，得儿得儿拨电话号码，34512，“喂，小青蛙。你好！春



天来了，河里的冰融化了，快出来游泳吧”。

现在小女孩请起立，请你们来做小松鼠。小男孩就坐着，请
你们来做小白兔。我来做小青蛙，我们一起来打电话吧。好
吗？叮铃铃叮铃铃电话响了。小松鼠说……小白兔说……小
白兔听了电话，知道春天来了。就拿起电话给小青蛙打电话，
叮铃铃叮铃铃，小白兔说……小青蛙说……你们表演的真棒！
现在女孩子请坐下，请你们来做小松鼠。男孩子请起立，现
在请你们来做小白兔。我来做小青蛙，我们再来一起来打电
话吧。好吗？（先女孩做小松鼠，男生做小白兔进行练习，
再交换一次角色进行练习，教师一直做小青蛙，师：小青蛙
知道春天来了，那它会给谁打电话呢？（幼儿回答）让我们
接着往下听。

4. 小青蛙给小公鸡打电话说了什么？小公鸡是怎么回答的'？

小青蛙听了电话，知道春天来了。也拿起电话给小公鸡打电
话，得儿得儿拨电话号码， 45123，小公鸡吗，春天来了，
地上的虫子爬出来了，快出来捉虫子吧！

小公鸡听了电话，知道春天来了。也拿起电话得儿得儿拨电
话号码， 51234，给小熊打电话： “喂，小熊吗？春天到了，
山上的花开了，快出来采花吧。”小熊说：“好的，谢谢你！
再见！”

现在谁愿意上来做小青蛙、小公鸡和小熊？下面的小朋友请
和我一起来讲。

你们表演的太棒了！（分成3组，以三角形的形式站好。第一
个幼儿戴头饰。）

6. 师：小熊听了电话，高高兴兴来到了外边，看见大家都出
来了。它对小公鸡说：“谢谢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春天来
了。”小公鸡指指小青蛙，小青蛙指指小白兔，小白兔指指



小松鼠，都说：“是它先给我打电话的，应该谢谢它。”小
松鼠指着小熊说：“我们应该谢谢小熊！是它第一个给我打
电话的！”

小熊听了，连声说：“不用谢，不用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