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言的活动设计方案(通用5篇)
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组织管理中，方案都是一种重要
的工具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
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发展目标。写方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给大家介绍的方案范文
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语言的活动设计方案篇一

一、教学目标：教育孩子从小要养成认真学习认真做事的好
习惯。

二、教学课时：1

三、教学准备：教学挂图、故事磁带

四、教学重难点：

重点：引导孩子养成做事认真的好习惯。

难点：会讲故事

五、教学过程：

1、导入语：

情景表演，一个小朋友做事非常不认真。让孩子们说他做的
对么?为什么?

2、进入主题：

a、看图说话。看看他们都在做什么?



b、听故事《小公鸡吹喇叭》

小公鸡跟谁学吹喇叭?

一共学了几天?他为什么学了3天才学会?

c、小朋友你是认真做事的好宝宝么?如果不是你以后打算怎样
做?

活动延伸：认真看书。

语言的活动设计方案篇二

活动目标：

1、了解故事的寓意，知道遇事多动脑筋。

2、通过故事及小实验，深入理解故事情节。

3、和同伴玩水中成像的游戏，激发其探索科学的兴趣。

活动准备：

1、配乐故事《猴子捞月亮》。

2、每桌一盆水，一只手电筒。

活动流程：

1、以猜迷语的方式导入，激发幼儿兴趣。

----有时挂在山腰，有时挂在树梢，有时像个圆盘，有时像
把镰刀。(月亮)

2、教师讲述故事《猴子捞月亮》。



当讲到“老猴子说：“快想办法把月亮捞上来”时，停止讲
述并让幼儿讨论：

(1)猜猜他们是怎样捞月亮的?

(2)月亮捞上来了吗?为什么捞不上来?

3、接着欣赏故事，教师进行提问：

(1)故事的名字叫什么?

(2)小猴子在井里发现了什么?它怎么叫的?

(3)大猴子跑来一看什么反应?老猴子呢?

(4)它们用什么方法捞月亮?捞到了没有?为什么捞不到?

(5)最后老猴子一抬头，看见了什么?它对小猴子说了什么?

(6)听了这个故事，你懂得了什么道理?

4、分小组进行小实验《水中成像》。

用手电筒当月亮，水盆当井，并让幼儿观察：“水中‘月
亮’的影子是什么样的?用手去捞，‘月亮’变得怎么样
了?”使幼儿感知水面很平时，“月亮”是圆圆的，用手一抓，
水面有了波纹，影子就碎了。

5、教师小结：我们在生活中遇事应该多动脑筋、认真思考。

6、完整欣赏配乐故事《猴子捞月亮》。

活动延伸：让幼儿阅读用书，进一步加深对故事的理解。

2神奇的玻璃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中小白兔战胜大灰狼的办法，知道神奇玻璃的含
义。

2、让幼儿了解凸透镜的成像特点及在生活中的应用。

3、体验哈哈镜成像的滑稽和有趣，感受人在哈哈镜里的不同
变化。

活动准备：放大镜一个、凸透镜一个、《神奇的玻璃》挂图，
故事磁带。

活动流程：

1、师生谈话：

(1)小朋友你见过什么样的玻璃?(幼儿自由讨论)

(2)小白兔也有一块神奇的玻璃，你想知道吗?(从而引出故事
《神奇的玻璃》)

2、出示《神奇的玻璃》挂图请幼儿欣赏，老师讲述故事并提
出问题：

(1)小白兔在玩时捡到了什么?

(2)他有什么惊奇的发现?

(3)猜想小白兔想出了一个什么好办法。

3、出示放大镜。

请幼儿摸一摸，看一看，从而感知“玻璃”的神奇之处，知
道放大镜能将物体放大，然后启发幼儿讨论：怎样利用这



块“神奇的玻璃”战胜大灰狼。

4、看图书听故事。

老师播放故事磁带请幼儿边看图画边听故事《神奇的玻璃》，
进一步理解故事内容，然后提出问题：

(1)小兔子是利用什么办法吓跑大灰狼的?

(2)如果是你会用什么办法来打败大灰狼?

5、引导幼儿发现凸透镜在生活中的应用。

(1)启发幼儿继续探索“玻璃”的神奇之处：看近的物体时，
物体变大，离得远就会变小，而且物体是倒立的。这种“玻
璃”就是凸透镜。

(2)组织幼儿进行生活经验讲述：小朋友还在什么地方见过这
样的镜子，请幼儿讨论;然后交流凸透镜在生活中的用途。

6、师生进行讨论：

小朋友知道了凸透镜的模样和用处，想一想你们还见过其他
什么样的镜子?(幼儿讨论回答)然后老师总结：平面镜、凹透
镜、哈哈镜等。

活动延伸：

小朋友你知道哈哈镜的用处吗?那我们去三楼的哈哈镜那里认
识一下它吧，巩固对哈哈镜知识的掌握。

语言的活动设计方案篇三

活动目标：



1、在看看讲讲中感受散文诗的语言美，愿意用自己喜欢的方
式表达对散文诗的喜爱。

2、在教师引导下，愿意结合生活经验想象荷叶姐姐伞下的动
物体验与同伴分享的快乐。

环境创设：

多媒体课件(荷叶姐姐的伞)

重点与难点：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对散文诗的喜爱。

活动过程：

一、引起兴趣

(出示池塘里的荷叶)“这是一个美丽的池塘，池塘里有什
么?”

“你们喜欢荷叶吗?为什么?它长得怎样?像什么?”

“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了一首好听的散文诗，名字叫《荷叶姐
姐的伞》。请你们仔细的听一听，里面讲了一件什么事情?”

二、欣赏散文，感知理解

“这首散文诗好听吗?这首散文诗的名字叫什么?里面讲了一
件什么事情?有些谁?它们来做什么?”

“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在来听一遍。”

“下雨了，荷叶姐姐撑着一把怎样的伞站在池塘边?”



“谁游过来了，它在做什么?谁飞过来了，它在做什么呢?谁
走过来了，它在做什么呢?谁跳出来了，它在做什么呢?”

最后，荷叶姐姐怎么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遍，这一遍跟着老师边听边讲边做
动作。”

三、讲讲议议

幼儿园语言教学设计方案

语言的活动设计方案篇四

活动目标：

1、观察画面，了解故事内容，学习一页一页的翻看图书。

2、愿意与老师、同伴在游戏中体验故事中的内容。

3、喜欢读书，感受阅读的乐趣。

活动准备：

绘本《不见了》幻灯一套《东方宝宝》绘本《不见了》人手
一本与故事内容一致的图片一套(帽子-鸟窝、手帕-船帆等)、
胸饰人手一个。

活动过程：

一、以谈话导入阅读内容，引起阅读的兴趣。

1、教师：有一个宝宝他的东西不见了?请小朋友看一看宝宝
的什么东西不见了呢?



2、出示幻灯“蝴蝶结、纽扣”，引出阅读内容。

3、教师：宝宝还有什么不见了，又变成什么呢?我们一起来
看书吧!书名叫《不见了》.(教师用手指书名，带领幼儿指读
书名)通过让幼儿猜测“什么不见了”，激发幼儿对绘本的兴
趣。

二、阅读图书，引导观察，理解图书内容。

1、教师：书中的宝宝还有什么不见了，又变成什么了呢?

2、幼儿自由阅读图书。

3、师生看幻灯阅读图书.教师：你们发现书中的宝宝还有什
么不见了呢?

4、教师和幼儿完整阅读图书。

5、教师：书中的宝宝还有什么不见了呢?(教师根据幼儿的讲
述情况，打开相应图书页面幻灯观察讲述)引导幼儿细致观察
画面中的物品，发现帽子、手帕不见了并帮助幼儿建立帽子-
-鸟窝、手帕--船帆的联系，感受画面的童趣。

6、幼儿和教师完整阅读图书两遍。鼓励幼儿边看书，边跟着
说一说，并用小手指相应的画面。

三、通过图片匹配、音乐游戏，进一步感受、体验图书内容。

2、游戏二：“找朋友”。

(1)教师：请小朋友戴上胸饰，看看是什么?想想它和谁是好
朋友?

(2)玩游戏两遍，其中交换图片玩一次。



在游戏中，进一步理解绘本内容，感受绘本的童趣。

语言的活动设计方案篇五

活动内容：

语言活动--讲故事：月亮船活动目标

1.知道故事的主要情节，了解我国有世界上的山、最长的墙、
的广场。

2.领略蒲公英所见的祖国秀丽山河。

3.蒲公英遇到了什么事情?它找到家了吗?是谁帮它找到的?她
的家是哪里?

三、分段了解故事情节

3.天黑了，谁出现了?谁和张老师表演一下谈们的对话呢?对
话)怎么才能找到蒲公英的家呢?(只要找到的海洋、的山、的
广场、最长的城墙)

4.我们随着月亮船去看看，世界上的海洋、的山、的广场、
最长的城墙各是什么，它们在哪里。(教师接着讲述最后一
段)提问：

(1)它们首先找到了世界上的海洋，叫什么?(太平洋)

(2)又看到了世界上的山，叫什么?(喜马拉雅山)

(3)地面上出现了一片光芒，这就是世界上的广场，叫什么
呢?(北京广场)

(4)蒲公英的家到底在哪里?这就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墙，叫什



么?(万里长城)

四、看图讲故事

1.教师播放课件，请幼儿根据图片自由啊会讲故事。

五、小结：我们是中国的小主人，不仅要为我们伟大的祖国
感到骄傲自豪，还要从小学好本领，长大了把我们的祖国建
设得更加美丽、更加富强!

课后反思本次活动中，我选择了以“中国娃”为主题中的
《月亮船》。蒲公英本是孩子们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种植物，
它小而轻，很容易被风吹走，而在它被吹走之后，所发生的
事情，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因为世界上没有仙女，故事中的
仙女却帮助蒲公英找到了家。故事使用了拟人的方法，通过
蒲公英和仙女的对话，告诉幼儿我国有世界上的山，最长的
长城，的广场。萌发幼儿的祖国自豪感，激发幼儿爱祖国的
情感。

开头时我借划小船为游戏，引出《月亮船》的故事。接着我
进行讲故事，要求幼儿认真听故事，然后回答问题。孩子们
听的十分认真，对我提出的两个问题也能回答出来。第二次
我是边操作教具边讲述故事，孩子们被教具月亮船、仙女和
尾巴会变长的小图片吸引住了，注意力放到了别处，后半段
故事听的不够清楚，以至于在回答后半部的问题师条理有些
不清晰，有些名词幼儿平时也是听的少的缘故，像“喜马拉
雅山”孩子们听了两次故事还是说不上来。为了让幼儿更深
入了解故事内容和含义，第三遍故事我让孩子们和我一起复
述，目的是学习故事中的一些对话和了解祖国的一些世界之
最。最后一个环节是让幼儿大胆谈论自己的家园，这个部分
我觉得很不够，许多幼儿只是说出自己家在哪里，没有将自
己的感情表达出来。于是我匆匆忙忙带过，让孩子们欣赏一
些祖国的美丽山河和世界之最，这时孩子们看着一张张照片
都忍不住惊叹，为自己祖国的伟大富强而感到自豪。



虽然顺利完成了本节活动，但是在执教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
的缺陷和不足。比如：当孩子的回答不够完整时，我没有提
醒他没用完整的语句再说一遍。活动过程中缺乏，感染力不
够，没有真正调动幼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和幼儿身心交
流;没有进入到幼儿的内心世界。只是扮演了一个老师的主讲
作用，没有达到教师与幼儿的角色转变。没有给幼儿创建平
等、宽松、和谐的活动氛围。同时教学挂图设计存在缺陷，
没有将我国的秀美河山呈现给幼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