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只猴子中班语言教案(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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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三只猴子中班语言教案篇一

学习欣赏名画，初步发展艺术欣赏能力。

尝试用图画表达自己独特的想法，发展创造力。

乐于欣赏同伴的作品。

以大熊猫为造型的小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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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纸、彩笔或水彩。

小组

1. 引导幼儿欣赏大熊猫造型的小摆设，并模仿大熊猫的动作。

2. 出示幼儿用书或电子书，让幼儿欣赏画家安迪沃霍尔的作品
《熊猫》，向幼儿提问： 大熊猫身上原来是黑色的部分，在
这幅画中变成了什么颜色？（红色。）

大熊猫身上原来是白色的部分，在画中变了什么颜色？（粉
红色。）

图中的大熊猫在做什么？（打鼓。）



猜猜画家为什么要这样表现熊猫？（自由回答。）

你喜欢这幅画吗？为什么？（自由回答。）

3. 提议幼儿画大熊猫乐队，每人画一位大熊猫成员。

4. 绘画完成后，请幼儿介绍自己的作品，然后与同伴交换作
品欣赏。

5. 老师协助幼儿把作品剪下来，一起贴在展览区。

能欣赏并在老师的引导下说出艺术品的主要特色。

能用图画表达独特的想法。

能欣赏同伴的作品。

三只猴子中班语言教案篇二

三只想生病的小狗

森林里住着一个灰狗妈妈，她有三个宝宝：小黄狗、小黑狗、
小花狗。三只小狗只要一看到别人有好东西就很羡慕，而且
非常淘气，常给灰狗妈妈找麻烦，可妈妈从来不生气。

有一天，住在隔壁的小白狗妹妹生病了，躺在床上。白狗妈
妈陪着她，还给她好吃的。更好的是街坊邻居送来补品竟摆
满一桌。

三只小狗很羡慕，都说：“呀！生病真好！有妈妈陪，还有
好吃的。”于是都很想生病，急急忙忙跑去问白狗妹妹怎么
样才会生病，白狗妹妹说：“下雨天淋着了雨，就会生
病。”三只小狗望望窗外说：“雷公公，下雨吧。”说来奇
怪，第二天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好极了！好极了！真痛快。



”三只小狗在雨中跳起舞来，绒毛也淋湿了。灰狗妈妈看见
了，急得不得了，连声喊：“宝宝，快进来淋着了雨会生病
的。”三只小狗头也不回，直在雨中玩，跳。妈妈急坏了，
只跑出去，把小狗一只一只拉进屋。

夜里，小黄狗开始打喷嚏，打了一个又一个，接着，小黑狗
和小花狗也开始打起喷嚏，打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三只小狗发起高烧，躺在三张小床上，嘴里不停喊：
“妈妈呀！难受死了……”灰狗妈妈急得在屋里打转儿，忙
得手忙脚乱。一会儿给小黄狗吃药，一会儿又忙着给小黑狗、
小花狗吃药，忙得不可开交。

“妈妈，我要吃梨。”小黄狗说，妈妈赶紧去买。

“妈妈，我要吃葡萄。”小黑狗一嚷，妈妈赶紧去买。

“妈妈，我要吃雪糕。”小花狗一嚷，妈妈摇摇头说：“傻
瓜，发烧不能吃雪糕。”那么，就吃苹果吧！妈妈只好去买。

过了三天，三只小狗的病全都好了。可是灰狗妈妈却病倒了，
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三只小狗很害怕，“呜呜呜呜”哭起
来，白狗妹妹听见了，赶紧告诉妈妈。于是他们连忙跑过来，
把灰狗送进医院。

几天后，灰狗妈妈出院了，回家路上，三小狗又淘气的拉着
妈妈的手说：“妈妈，我们以后都不要生病了。”

《三只想生病的.小狗》教学设计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爱妈妈的情感，让他们初步懂得妈妈关心自己，
自己更要关心妈妈。



2、鼓励幼儿大胆地在同伴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

活动准备：

1、熟悉故事“三只想生病的小狗”。

2、幼儿操作材料“三只想生病的小狗”。

3、自制好送给妈妈的礼物。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音乐歌曲《不在麻烦好妈妈》，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二、基本部分：

1、让幼儿欣赏故事。

（1）引发幼儿对故事的兴趣。

小朋友，你们想生病吗？

可是这里有三只小狗却想生病，他们为什么想生病呢？

（2）教师有表情地讲述故事“三只想生病的小狗”。

2、让幼儿看操作材料，引导幼儿讨论故事中三只小狗的行为
表现。

小狗妈妈病倒以后，这三只小狗又是怎么想的呢？他们是怎
么样做的？

3、引导幼儿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感情地讲述自己应如何



去关心妈妈。

（1）你的妈妈平时是怎么照顾你的？为了你做了哪些事情？

（2）妈妈这么爱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爱妈妈呢？

如妈妈上班累了，回到了家，我们应该怎么样关心妈妈呢？

三、结束部分：

4、为妈妈开个“小小音乐会”，在音乐会上让幼儿唱有关爱
妈妈的歌曲。

三只猴子中班语言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欣赏和理解故事《三只想生病的小狗》，懂得关心家人

2。能大胆、积极地参加讨论，表达自己的想法。

3。学习游戏的玩法及规则。

4。能遵守规则玩游戏。

活动准备：

教学挂图。

活动过程：

一。情景引入

2。故事里有三只想生病的小狗，你们想不想知道他们为什么
想生病啊？



二。听讲故事《三只想生病的小狗》

1。从“灰狗妈妈有三个宝宝”到“有妈妈陪着还有好吃的”

提问：哪个小朋友可以告诉老师，三只小狗为什么想生病？

2。继续讲述故事，“三只小狗觉得生病真好”到“妈妈只好
去买”

提问：三只小狗真的生病了，灰狗妈妈是怎么照顾他们的？

3。教师小结：灰狗妈妈一会要给三只小狗喂药，一会又要给
三只小狗买好吃的，灰狗妈妈真是辛苦啊！

4。从“三只小狗病好了”到最后。

小结：小朋友们淋雨受凉会使我们生病，因为照顾小狗而劳
累的妈妈也会生病，我们要保重自己的身体，不能淋雨受凉，
不能给爸爸妈妈添麻烦。

三。讨论、提问

1。教师出示教学挂图，与幼儿围绕挂图的画面进行讨论。

2。提问：

（1）夜里，三只小狗发烧了，灰狗妈妈在干什么？

（3）灰狗妈妈出院的时候，三只小狗对妈妈说了什么？

3。联系实际，引发幼儿进一步思考。

问题：

（1）你喜欢三只小狗吗？为什么？



（2）你想不想生病？为什么？

（3）平时我们生病了，我们的妈妈是怎么样照顾我们的？

（4）妈妈对我们那么好，我们可以帮妈妈做些什么呢？

活动延伸：

我们都有一个好妈妈，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给妈妈
添麻烦，而且要懂得关心家人，做一个懂事的好孩子。

活动反思：

在阅读活动的生活情景中，蕴涵着许多问题，有的问题是在
孩子认知环境中提出的，如“为什么白狗妈妈端给狗妹妹吃
东西？”有的是受某些因素影响产生的，如“什么是羡慕
呀？”作为老师要抓住孩子提出的问题，并以此引发孩子的
思考，因为某些问题能够帮助孩子产生矛盾和冲突能激起孩
子间的互动，尝试运用经验解决问题，促进孩子思维流畅性
的发展。

三只猴子中班语言教案篇四

1、引导幼儿熟悉和领略故事的内容，并劈头学会三朵花和三
只蝴蝶的对话。

2、引导幼儿举办演出，感觉伙伴间彼此喜爱的感情。

蝴蝶及花朵纸偶、太阳公公、黑云图片

本日有客人老师来我们班做客，我们接待。尚有3位小客人也
来我们班做客，请小伴侣听谜语猜一猜它们是谁：“昆虫之
中我最美，人称我是会飞的花朵”引入课题。



老师通过纸偶教具报告故事，讲到下起大雨来时，提
问：“溘然下起了大雨，三只蝴蝶奈何避雨呢？假如你是蝴
蝶你怎么办？请小伴侣说说本身的避雨履历。那我们来看看
三只蝴蝶是怎么做的.。”

我们的故事太动听了，有个电视导演要把它拍成电视，名字
就叫《三只蝴蝶》，传闻中2班小伴侣很智慧想请小伴侣当演
员，演员要会说台词我们来练练吧:

（1）先练蝴蝶向花请求避雨的对话（全体、个体，要求按照
情节突出语速）

（2）操练花对蝴蝶的对话（全体、个体）

（1）一组8人戴头饰演出，其他小伴侣当观众为演员打分。

（2）请两组幼儿别离演，其他幼儿打分。全班幼儿演出，老
师拍摄

红花、黄花、白花知道错了，打电话给我，请所有蝴蝶去他
们那儿玩，老师带你们去。

三只猴子中班语言教案篇五

1、学习有序的观察图片，理解故事内容。

2、能大胆的表达表述对图片的理解。

3、体验智斗大灰狼取得胜利的成功感。

4、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5、领会故事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1、大图书一本。

2、小图书人手一本。

1、出示大图书引起幼儿阅读兴趣。

引导幼儿观察封面。

这本书里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指图1）先来看看第一幅图，这里有谁？这三只小猪长得一
样吗？

（指图2）谁来说说第二幅图？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幼儿充
分说了以后教师引导幼儿观察画面，说出他们在爬山。）

（指图3）这里有谁？在什么地方？猜猜他想干什么？谁来讲
讲这幅图？

（指图4）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指图5）这里又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起来学学大灰狼扑向
小猪的情景。

小猪有没有被吃掉？请小朋友拿出小图书从第六幅开始接着
往下看。

引导幼儿边看边讲讲后来发生的事情。

（1）有没有被吃掉？她们呢想了什么好办法？

（指图9）教师讲述。

（3）你喜欢这三只小猪吗？为什么？



小结：我也非常喜欢他们，因为三只小猪遇到危险没有害怕，
会动脑筋想办法，他们很机灵。

（1）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请拿好你的小图书和我一起讲讲
这个故事吧。

（2）教师带领幼儿完整阅读图书。

这个故事向幼儿展示了三只机灵的小猪战胜大灰狼的事情。
其中，三只小猪遇到大灰狼后显露出的机智能给孩子一定的
启示，幼儿非常喜欢这类故事。

中班幼儿虽然已经掌握了初浅的阅读方法。但对于有序的阅
读单页多幅图还没有经验，为了让孩子在阅读过程中根据故
事的线索有序阅读，我将引导孩子阅读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
先让孩子与教师共同阅读，在观察与分析中让孩子初步学习
按数序阅读，为下面的自主阅读做好铺垫。第二部分孩子以
对故事背景有所了解，这时师生通过借助大小图书相互交流
意见，讨论分析解决问题，使幼儿形成对故事连贯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