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小班语言类活动方案及反
思(通用5篇)

为有力保证事情或工作开展的水平质量，预先制定方案是必
不可少的，方案是有很强可操作性的书面计划。写方案的时
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精
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幼儿园小班语言类活动方案及反思篇一

1.理解快乐的含义，知道大家在一起会得到快乐，共同劳动
会得到快乐，为别人解决困难也会得到快乐。

2.能积极参与活动，会用清楚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幼儿画册。

一、导入。

1.一起唱《快乐拍手歌》，感受快乐!

师：我们小朋友这么快乐，还应该把快乐的心情传递给朋友
们，森林的'小动物们却一点儿也不快乐，我们来听听怎么了。

二、分段讲述故事，理解快乐的含义。

教师讲述故事第一段并提问。(播放ppt)

提问：

1.老鼠、乌龟、狐狸为什么不快乐?

2.怎么样帮助它们快乐起来?



老师讲述第二段故事并提问。(播放ppt)。

提问：

1.小动物想到了什么办法?

2.图上有哪些小动物?它们在做什么事情?

出示操作材料，提出要求：每个房间住一种小动物，你们帮
小动物们找到它最喜欢，最适合的房间。

提问：为什么这样分?哪一组分的最合理?

继续讲述故事，引导幼儿帮助鸭妈妈解决困难。

提问：鸭妈妈的房子被洪水冲走了，怎么办呢?

三、完整讲述故事，引导幼儿给公寓起名字。

师：我们一起来帮小动物给这个新房子取个好听的名字吧?

小结：小动物们用自己的特长，靠自己的劳动一起盖了新房
子，还帮助了鸭妈妈，大家一起住在造好的房子里。小动物
们很快乐!小朋友帮助了小动物们也很快乐，让我们一起唱着
快乐的歌回教室吧!

幼儿园小班语言类活动方案及反思篇二

1、学习用撕贴的方法粘贴大树的树叶。

2、培养幼儿对手工活动的兴趣，养成良好的撕贴习惯。

1、固体胶、抹布、撕碎的各色彩纸若干。每组一个放碎纸的
盆，粘贴用的大树若干。



2、教学自制图片一套。

1、引出课题

以讲故事的形式激起幼儿兴趣：

春天来了，太阳光照在小朋友身上暖洋洋的，真舒服；太阳
光照在大地上，大地上的小草穿上了新衣裳，太漂亮了；太
阳光照在花园里，花儿都开放了，哇，真美丽！太阳光照在
小河里，小鱼快活的游到了水面上，他们高兴的说：“春天
来了，春天来了！”

太阳光照呀照，当快要照到大树身上的时候，突然天空中飘
来了一片乌云，乌云遮住了太阳，于是，大树就没能穿上新
衣裳。

2、讨论

（1）大树没能穿上新衣裳，身上会怎么样？（冷的）

（2）还会怎么样？（生病的）

3、请幼儿想办法帮助大树（幼儿讨论后回答）

——去超市买衣服给大树穿；把我的衣服脱下来给大树穿；
用废纸撕成树叶，涂上胶水贴在大树身上。

4、教师示范

（1）先给大树的身上涂上很多胶水，尽量不要把胶水涂到大
树身体外面。

（2）把废纸用两只手撕成很小很小的碎片，边撕边贴。

（3）给大树身上全部贴上碎纸后，再用手轻轻压一下。大树



伯伯的新衣裳就做好了，花花绿绿的.好漂亮。

5、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鼓励幼儿大胆撕纸并把它撕的小一点，边撕边贴。

提醒幼儿要把胶水涂在大树身上，要涂的多才能粘的牢。

6、幼儿互相讲述：看看谁做的新衣裳好看。

幼儿园小班语言类活动方案及反思篇三

设计意图：

《小老鼠的魔术棒》以简单有趣的情节，极富魔幻色彩的构
思，深深吸引着小班幼儿。根据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及学习
需要，我从认知、能力、情感三个方面制定了活动目标，设
置了步步深入的四个环节，来帮助幼儿达到活动目标。在第
一环节中，我借助魔术棒引发幼儿对故事的兴趣。在第二环
节中，我通过课件和游戏引导幼儿积极学习短句。在第三环
节中，我采用分段演示课件的方法，引导幼儿理小老鼠帮助
同伴解决困难这一内容，同时让幼儿迁移运用前一环节所学
的魔语进行表述。在第四环节中，我将情感教育与故事情境
相结合，既梳理了故事情节，又让幼儿体验到了帮助别人的
快乐。

目标：

1．感受故事中魔术棒的神奇，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

2．学习短句xx，xx，长长长。xx，xx，缩缩缩。并发准长和缩的
音。

3．体验帮助别人的快乐。



准备：

1．经验准备：幼儿看过魔术表演，并对魔力有初步的了解。

2．材料准备：(1)小花、小熊在魔术棒指挥下变大变小的课
件及故事课件。(2)由废旧收音机天线或荧光棒中的发光灯管
等制作而成的魔术棒。

过程：

一、以小老鼠的魔术棒引题，激发幼儿的兴趣

师：你们好，!我是小老鼠奇奇。我有一根神奇的魔术棒，它
有什么神奇的本领呢?请你们猜猜看。

幼：可以拿来玩/拿来变魔术/拿来变玩具/拿来变好吃的东西

二、结合小花、小熊在魔术棒指挥下变大变小的课件，引导
幼儿感受魔术棒的神奇，学习短句：，，长长长。，，缩缩
缩。

师：小老鼠的魔术棒到底有什么本领?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播放课件。)

师：小老鼠用魔术棒让小花和小熊怎么变的?

幼：把花变大变小/把花变高变矮/把小熊变大变小/把小熊变
高变矮。

师：猜猜看，小老鼠让小花、小熊变大时会说什么呢?

幼：变变变/大大大/高高高/变大变大

师：小老鼠让小花、小熊变小时会说什么呢?



幼：变变变/变小变小/小小小/矮矮矮

幼：想。

师：小花、小熊在变大时和小朋友一样都是慢慢地在成长，
所以小老鼠用了一个好听的词长长长。(引导幼儿学习xx，xx，
长长长的句式，并注意长的发音。)

师：小老鼠在让小花、小熊变小时也用了一个好听的词缩缩
缩来表示，我们一起来学学。(引导幼儿学习xx，xx，缩缩缩的
句式，并注意缩的发音。)

师：谁能帮助小老鼠来说说这两句魔语?

幼：小花，小花，长长长/小花，小花，缩缩缩/小熊，小熊，
长长长/小熊，小熊，缩缩缩。

师：你们想不想也当个魔术师，让小花、小熊来变一变?

幼：想。

师：你们要记住一会儿在变的时候要加上魔语，而且要说得
准确、响亮。

(幼儿结合课件学习xx，xx，长长长xx，xx，缩缩缩的句式。)

三、分段演示故事课件，引导幼儿初步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

1．感知理解故事的前半部分。

师：瞧，小老鼠带着这根神奇的魔术棒出门了!它在路上会遇
到什么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播放故事课件一的前半段。
)



师：小老鼠带着魔术棒来到树下发生了什么事?它会怎么办?

幼：帽子被风吹到树上了。

师：小老鼠会用什么办法拿到帽子呢?请你们也帮小老鼠想想
办法。

幼：小老鼠爬到树上去拿/请大象来帮忙/用梯子爬到树上拿

师：你们别忘了小老鼠手上有一根什么呀?

幼：魔术棒。

师：那它会用魔术棒怎么做呢?

师：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小老鼠是用什么办法拿到帽子的。

(播放故事课件一的后半段。)

师：小老鼠是用什么办法拿到帽子的?

幼：把树变小拿到帽子。

师：小老鼠用魔术棒时对大树说了什么魔语?

幼：小树，小树，小小小。

师：谁能用刚才学过的魔语来说一说?

幼：大树，大树，缩缩缩。

师：小老鼠拿到帽子后又做了什么?

幼：用魔术棒把树变大。



师：是怎么说的?

幼：大树，大树，长长长。

师：小老鼠收起了帽子，带着魔术棒继续往前走。

2．感知理解故事的后半部分。

(播放故事课件二的前半段。)

师：小老鼠带着魔术棒来到草地上，看见小鸡、小狗在玩。
这时，发生了什么事?

幼：下雨了。

幼：用魔术棒把蘑菇变大。

师：那它把蘑菇变大时怎么说?

幼(众)：蘑菇，蘑菇，长长长。

师：说得真好!

(播放故事课件二的后半段。)

师：太阳出来了，小鸡、小狗又出来玩了。小老鼠是怎么让
蘑菇变小的?

幼(众)：蘑菇，蘑菇，缩缩缩。

四、引导幼儿完整欣赏故事，进一步理解故事内容

1．完整欣赏故事，能较清楚地说出魔术棒前后两次的用途。

师：老师把刚才发生的事编成了一个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



(教师有感情地完整讲述故事，帮助幼儿进一步了解故事内容。
)

师：第一次，小老鼠用魔术棒帮助了谁?是怎么帮助的?

幼：第一次，它帮助自己把树变小拿到帽子。

幼：后来它又把树变大。

师：第二次，它用魔术棒帮助了谁?是怎么帮助的?

幼：第二次，它帮助小鸡和小狗，把蘑菇变成雨伞避雨。

幼：雨停了，小老鼠又把蘑菇变小。

2．结合课件再次完整欣赏故事，理解、体验帮助别人的快乐。

师：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我们再一起来听听吧。

(教师结合课件边演示边讲述，帮助幼儿进一步熟悉故事。)

师：谁能说一说为什么喜欢这个故事?

幼：小老鼠的魔术棒会变魔术。

幼：我喜欢小老鼠，它会用魔术棒拿帽子/会帮助小鸡、小狗
避雨

师：原来小老鼠不仅用魔术棒帮助了自己，也帮助了小鸡、
小狗，大家都很开心。

五、结束活动

师：小老鼠在帮助了小鸡、小狗后继续往前走，接下来还会
发生什么事呢?小老鼠还会用魔术棒帮助谁呢?请你们回去想



一想，然后接着往下编。

附：小老鼠的魔术棒

小老鼠奇奇有一根神奇的魔术棒。一天，奇奇带着这根魔术
棒出门了。走着，走着，来到了一棵大树下。呼呼呼，一阵
大风吹来，把奇奇的帽子吹到了树顶上。奇奇真着急，它东
瞧瞧，西望望，怎样才能拿到自己的帽子呢?突然，奇奇想起
了神奇的魔术棒，就用它指着大树说：大树，大树，缩缩缩。
大树马上就变小了。奇奇拿到了自己的帽子，心里真高兴。
然后。它用魔术棒指着大树说：大树，大树，长长长。大树
又变回到原来的样子了。

小老鼠奇奇带着魔术棒继续往前走。

走着，走着，它来到了草地上，看见小鸡、小狗正在草地上
玩。突然，哗啦啦天下起了大雨。雨下得可真大呀，小鸡、
小狗没地方避雨，心里可着急了。奇奇赶紧对小鸡、小狗说：
别着急，我来帮助你们。说完，它用魔术棒指着一棵蘑菇说：
蘑菇，蘑菇，长长长。哟!蘑菇真的长大了，像一把大伞。小
鸡、小狗高兴极了，赶紧躲到蘑菇伞下避雨，并对奇奇说：
谢谢你，奇奇。奇奇说：不用谢。

不一会儿，太阳出来了，奇奇又用魔术棒指着蘑菇说：蘑菇，
蘑菇，缩缩缩。蘑菇又缩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接着，小鸡、
小狗和小老鼠一起在草地上开心地玩起了游戏。

幼儿园小班语言类活动方案及反思篇四

1、认识面部器官，能准确指出五官的位置。

2、初步了解五官的用处。

3、教育幼儿学会保护好自己的五官。



1、小镜子人手一面。

2、五官可以活动的脸谱一幅。

3、《小手拍拍》歌曲磁带。

1、准确指出五官。

2、学会保护自己的五官。

(一)照一照，讲一讲“宝贝”的名称。

1、教师启发提问：这是什么?(镜子)请小朋友

每人拿一面小镜子，仔仔细细地照一照自己的脸，看一看你
的脸上有哪些“宝贝”，然后告诉老师，好吗?(好)

2、请幼儿告诉老师：我的脸上有眼睛、鼻子、嘴巴、耳朵。

(二)请幼儿指一指“宝贝”的位置。

1、师：哪个小朋友本领大，边用手指，边说一说你的鼻子、
眼睛、嘴巴、耳朵都长在什么地方?(鼻子在脸的中央，眼睛
在鼻子上边，嘴巴在鼻子下面，耳朵在脸的两旁。)

2、教师念儿歌，请幼儿指出五官。

小小鼻子本领大，长在脸的.最中央。

两只眼睛明明亮，长在鼻子的上方。

鼻子下面是嘴巴，笑一笑呀象月亮。

耳朵耳朵最听话，长在我的嘴两旁。



3、做一做。出示贴错的五官脸谱，请幼儿找错并贴正确。

小朋友，我带来了一张五官脸谱，你看帖的对吗?(不对)请小
朋友帮它贴正确吧!

(三)说一说“宝贝”的用处，以及应怎样保护它们。

1、小朋友，你知道我们的“宝贝”各有什么用处吗?(知道)

2、启发幼儿说出后，教师小结：鼻子能问气味，眼睛能看东
西，耳朵能听声音，嘴巴能吃饭和说话，它们一样都不能少。

3、既然我们的“宝贝”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一样都不能少，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保护它们呢?教师先引导幼儿回答，然后
教师小结：不能用手抠鼻子，不能用脏手揉眼睛，不能对着
耳朵大声喊叫，不能把手放进嘴巴里，它们都是我们的好朋
友，我们要好好地保护它们。

(四)师幼用问答对唱的形式，边回答边指出五官。

“好宝宝，我问你，你的鼻子在哪里?”“吴老师，告诉你，
我的鼻子在这里。”依次回答并指出其它的五官。

(五)随音乐《小手拍拍》边表演边指出五官，结束活动!

活动反思：由于小班的孩子正处于自我认知、自我意识初步
形成的时期，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自己的事和物越来越感兴
趣。但孩子在玩耍活动中，因缺乏生活经验，经常使自己的
五官受到伤害，因此，我安排了这一活动，旨在通过活动的
开展，进一步加深孩子对自我的认识，掌握一些基本的自我
保护方法，从培养孩子从小形成自我保护的意识。



幼儿园小班语言类活动方案及反思篇五

1、理解故事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学习动词："跳"、"
游"、"荡"、"架"。

2、体会并学习用动作表演作品的内容。

3、感受团结友爱、关心同伴的积极情感。

活动准备

1、桌面教具：小鸡、小猫、袋鼠、乌龟、小猪、大象、小猴、
山羊爷爷。

2、有小河的图片。

3、小鸡、小猫、袋鼠、乌龟、小猪、大象、小猴、山羊爷爷
的胸饰。

4、乐曲《小动物走》。

活动过程

1、教师分别出示小鸡、小猫、袋鼠、乌龟、小猪、大象、小
猴、山羊爷爷的桌面教具。

教师:今天有些小动物来找小朋友玩,你们看是谁啊?

教师：小动物们一起说，小朋友们好，你们也和小动物问好
吧?

2、教师：袋鼠有什么本领？小乌龟有什么本领？小猴会做什
么？大象会干什么呢?

1、教师：这么多动物好热闹啊！它们要去哪里呢?（出示森



林图片）

哦!原来它们要去森林里摘野果、采蘑菇！（出示小河图片）

可是它们碰到了一条小河，小河上没有小桥，它们该怎么过
河呢？

2、教师：你们猜一猜，这些小动物会想出什么办法过河呢？

袋鼠会想出什么办法？小乌龟呢？小猴呢？大象呢？

3、教师：你们猜得对吗?我们一起来听听故事里是怎么说的
吧？

教师放录音。

4、教师：小动物来到河边，桥被冲坏了，山羊爷爷说什么？

教师：小袋鼠听到了说什么？它是怎么过河的呢？

教师出示字：跳。（小袋鼠说："我有办法！"它跳过河去。）

教师：我们一起来做小袋鼠跳吧!（"我有办法！跳过河去。"）

5、教师：小乌龟说什么？它是怎么过河的呢？

教师出示字：游（小乌龟说："我有办法！"它游过河去时。）

教师：小乌龟会怎样游过河呢?我们一起来做小乌龟游吧！
（"我有办法！游过河去。"）

6、教师：小猴子是怎么过河的啊？

教师出示字：荡。（小猴说："我有办法！"它抓住长长的藤
条，荡过河去时。）（幼儿学小猴）



教师：聪明的小猴是怎样过河的呢？（我有办法！抓住长长
的藤条，荡过河去。）

7、教师：小象又是怎么过河的呢？

（小象不说话，用长鼻子卷来一棵枯树，横放在河上，架起
了一座独木桥"时，幼儿向上举起了胳膊，两只手的手指对接
做桥状。）

教师：谁来学学小象？

教师：小象的长鼻子太厉害了，我们也来变出一个小象的长
鼻子吧！

（小象不说话，用长鼻子卷来一棵枯树，横放在河上，架起
了一座独木桥。）

教师：这些小动物真聪明啊，想出了好办法过了什么啊？

我们就给故事起个名字叫《过河》，那我们一起来讲故事吧！

1、教师带领幼儿一起讲故事，讲到袋鼠、小乌龟、小猴子有
办法过河时，教师停下让幼儿接着往下讲。

2、故事讲完后。

教师提问：小动物们都想出办法过河，为什么山羊爷爷就表
扬小象呢？

教师：山羊爷爷表扬小象说什么？

教师：小动物们高兴的过了河去玩了，小朋友们，我们也一
起过河去玩吧！

分别扮演相应的角色。



2、教师带领幼儿边讲故事边表演。

3、讲到故事中的对话时，分角色进行对话。

教师：小朋友们表现得也很聪明，爱动脑筋，一起过了河，
那我们和小动物们玩一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