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语言欣赏活动教案反思 大班语言活
动种瓜故事欣赏(优秀7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大班语言欣赏活动教案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感知“胖和瘦、又大又圆和又长又细”，学习
其他反义词。

2.借助教师提问和画面提示，比较故事画面中的异同，感知
黄瓜和西瓜的生长过程和外形特征。

3.在感知故事内容的基础上，理解角色特点。

4.领会故事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活动准备：

1.幼儿已会玩瓜瓜蹲的游戏。

2.故事ppt。

3.胖奶奶和瘦爷爷指偶个一个。

活动过程：

一、教师分别用左右手手指操纵胖奶奶和瘦爷爷指偶，通过



情景对话引出故事。

胖奶奶：嘿！我是胖奶奶。

瘦爷爷：嘿！我是瘦爷爷。

胖奶奶：我最爱种瓜。

瘦爷爷：我也爱种瓜。

胖奶奶：我种的瓜又大又圆

瘦爷爷：我种的瓜又细又长。

胖奶奶和瘦爷爷中的是什么瓜呢？他们的'瓜是怎样长大的呢？

二、初步感知故事内容。

1.教师播放ppt讲述故事。

2.请幼儿根据图片说说胖奶奶和瘦爷爷种的各是什么瓜。

出示实物香瓜和黄瓜，请幼儿观察后说说西瓜和黄瓜的外形
特征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可以从外形、色彩等方面比较）

3.教师朗诵诗歌第二遍，边讲边提问并在黑板上用简单的图
示表示西瓜和黄瓜的生长过程。

胖奶奶拿了一粒瓜子，把它种在泥土里。

瘦爷爷也拿了一粒瓜子，把它种在泥土里。

胖奶奶的瓜子发了芽，瘦爷爷的瓜子呢？

胖奶奶的瓜藤儿王地上爬。



瘦爷爷种的瓜藤往哪里爬？

胖奶奶种的瓜开了花，瘦爷爷种的瓜也开了花。

胖奶奶种的瓜，花儿谢了结了小瓜。瘦爷爷种的瓜，花儿谢
了也结了小瓜。

长呀长呀，哇，胖奶奶种的瓜和胖奶奶一样，又大又圆，那
是什么瓜？（西瓜）

长呀长呀，嗨，瘦爷爷种的瓜和瘦爷爷一样，又细又长，那
是什么瓜？（黄瓜）

提问：香瓜和黄瓜的生长过程中有什么是一样的？什么地方
是不一样的？

三、瓜瓜蹲游戏

1.请男孩当黄瓜，女孩当西瓜，玩瓜瓜蹲游戏。

2.男女生互换第二次游戏。

教学反思：

整个过程小朋友气氛都比较活跃，他们都能积极参与，亲身
体验种西瓜的整个过程，老师也只是起到一种指导的作用。
小朋友们都很高兴，知道西瓜是藤打的，不是树结的，得来
不容易。当然，在课堂这么短的时间幼儿体会不出劳动的艰
辛，我以后会经常带他们到郊外，多长见识!

大班语言欣赏活动教案反思篇二

在了解诗歌画面内容和相关事物的基础上，鼓励幼儿自己创
编儿歌。



激发幼儿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材料准备

春景图、录音机、《春雨》板书

词卡：春雨种子麦苗

活动过程

一、出示春景图

以谈话的形式导入课题。

师；春天来了，你在这幅春景图看到了什么？他们在干什么？

二、感受诗歌的`意境

学会句式：“，......说，下吧下吧，我要......”。

1、欣赏诗歌《春雨》了解诗歌的内容。

2、语言提示：下雨的声音是怎样的？诗歌里说了谁？他们都
说了什么？心情是怎样的？

3、找个别小朋友朗诵儿歌。

4、其他小朋友学着有感情的朗诵儿歌。

三、出示字卡

让幼儿试着读出字卡上的字词。

四、观察周围生活



引导幼儿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仿编部分内容。

1、引导幼儿用适当的词替换诗歌中的词。

如：柳条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

2、通过反复出现的词：说我要。。。让幼儿能够熟悉仿编部
分内容。

五、引导幼儿把几个段落串起来

形成一首较长的春雨的诗。

教师小结幼儿编出的诗歌段落后，串成一首完整的诗。

六、表演诗歌

鼓励幼儿在朗诵自编诗歌时，加上适当的表情和动作，把仿
编的诗歌大胆的表演，展示给大家听。

大班语言活动：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大班语言欣赏活动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乐于参与儿歌欣赏活动，体验集体游戏的快乐。

2、通过借助拍节奏、轮流接说儿歌等形式，进一步感知儿歌
重复对称的句式结构。

3、通过欣赏儿歌，理解儿歌内容，并能大胆参与组词和仿编。

活动准备：

1、课件：《数花灯》。

2、花灯图片：鸡娃灯、鸭娃灯、青蛙灯、桃花灯、莲花灯、
牡丹灯、南瓜灯、西瓜灯、瓜果灯、汽车灯、火车灯、飞机
灯。

3、制作幻灯片。

活动过程：

1、故事情境导入。

2、展示幻灯片内容，请幼儿观察幻灯片。

（1）教师：你看到了什么？

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观察，请幼儿讲述。

3、幼儿学习儿歌。

（1）教师出示相应的图片，进行儿歌朗诵。幼儿初步感知儿
歌内容。



（2）教师：你听到了什么？

通过提问，引导幼儿理解内容。

（3）鼓励幼儿跟着教师看图有序地朗诵儿歌。

4、借助拍手、拍腿的方式，引导幼儿感知儿歌的结构。

（1）教师：你觉得儿歌的第一句和第几句相似？
（第1、3、5、7句式相同）

（2）师生一起念儿歌，再幼儿念单句，练习做拍手动作。

（3）教师：你觉得儿歌的第二句和第几句相似？
（第2、4、6、8句式相同）

（4）引导幼儿念复数句子，并做拍腿动作。

（5）带领幼儿完整地儿歌，前8居分别做拍手和拍腿动作，
最后4句，大家一起念儿歌。

5、根据儿歌中不同的句式特点，变换方式，轮流接说儿歌。

（1）请幼儿念儿歌的单句（第1、3、5、7句），教师念儿歌
中复数句子（第2、4、6、8句）师生轮流接说儿歌，并做相
应的拍手和拍腿动作。最后四句大家一起表演。

（2）交换角色，教师念儿歌的单数句子，幼儿接说儿歌中的
复数句子……

（3）分男女角色轮流接说和表演儿歌。

5、正确感知量词，学习词组：―x―x。

（1）教师：听了这首儿歌，你觉得在这首儿歌里，哪些词语



是相似的？

（3）根据幼儿的讲述在黑板上书写量词：“―x―x”，并带领幼
儿读一读词组。

活动延伸：

组织幼儿开展“一x一x”组词接龙游戏活动，引导幼儿正确使
用量词，并仿编新儿歌。

大班语言欣赏活动教案反思篇四

1.理解诗歌内容，知道天空是无边无际的。

2.产生探索天空的兴趣。

1.挂图第13号。

2.户外活动时观察过天空，对天空高得无边、大得无际有感
性认识。

1．蓝蓝的天空中，飞来了一群小鸟它们想知道天空有多大，
有多高，想去量量天空。

2．教师问：“小朋友们，那你们猜猜小鸟怎样量天空呀！”

3．幼儿互相讨论

4．个别幼儿说说自己的想法

5．老师总结：你们帮小鸟想了这么多量天空的方法，那小鸟
们究竟是怎么量的呢？

1．老师绘声绘色的，第一段要带神秘的口吻，引发幼儿的遐



想。

2．小鸟怎样去量天空？

3．老师提问：天空究竟有多高，有多宽？小鸟为啥量不出
来?

1．小鸟是怎样量天空的？我们再来听听诗歌。

2．幼儿用动作表现小鸟量天空的情景。如:跳一跳、蹦一蹦；
飞到东，飞到西，手臂张开比划等。

你们想变成小鸟去量一量天空吗？那我们一起到户外去量一
量吧！

大班语言欣赏活动教案反思篇五

1、围绕话题谈论，能用连贯的语句谈论自己所知道的"祖国
之最"。

2、能专心的倾听别人说话，相互补充。

3、通过对"祖国之最"的认识，激发幼儿热爱祖国的情感。

了解"祖国之最"的含义，并通过认识一些"祖国之最"，激发
幼儿热爱祖国的情感。

正确理解"祖国之最"的含义，并能用连贯的语言谈论自己知
道的"祖国之最"。

1、中国地图。

2、有代表性的标志或小图片，如：天安门广场、长城、大熊
猫等。



3、实物投影仪、纸条、器皿、五角星。

1、出示地图导入。

出示地图问"小朋友们看黑板上挂的是什么呢？"

2、小结引出游戏。

3、进入游戏。

（1）开始第一环节。

（2）第一环节结束，数星星进入第二环节。

（3）数星鼓励，进入第三环节。

4、数星结束游戏。

5、总结延伸。

大班语言欣赏活动教案反思篇六

在新年的气氛下，让幼儿学会相互祝福。

1在做做玩玩中感受过新年的快乐，引发幼儿对新年产生美好
的祝愿。

2激发幼儿关心他人的情感。

3让幼儿尝试叙述故事，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

4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1重点让幼儿学会相互祝福。

2难点让幼儿动手制作新年卡片。

卡片、彩笔、贺卡。

1谈话，引出活动主题。

教师出事贺卡：这是什么？让我们来读一读贺卡上写的什么？
原来这是一张新年贺卡，让我们也来做一张吧。

2提出要求，幼儿操作，教师指导。

（1）教师：小朋友在制作贺卡是要将自己的祝福写下来或者
画下来，要让收到贺卡的小朋友感到快乐和幸福。

（2）幼儿操作，教师帮助孩子写祝福语。

3评价孩子的作品。

幼儿相互欣赏贺卡上的画，读一读祝福语。

1在谈话过程中没能激发起幼儿的兴趣。

1、了解新年的钟声的蕴意，感受过新年的喜悦。

2、欣赏散文中的描写，了解过新年的特殊意义。

3、感受节日里的祝福。

4、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5、引导幼儿在散文中学习，感悟生活。

1、自制散文诗的播放课件。



2、丰富幼儿有关过新年的尝试。

一、谈话入题。

1、20xx年快过去了，新的一年也快来临了，新的一年是什么
年呢？（20xx、猴年）

2、你喜欢过新年嘛？为什么？

二、欣赏散文。

1、你听到散文里都说了些什么？

2、是谁给我们送来了那么多礼物？

3、能得到那么多新年礼物，你的心情怎么样？

4、在新年里，你想给谁送去新年礼物呢？送什么呢？

三、学说散文。

四、创编散文。

附《新年的钟声》

新年的钟声送来了新的一年，

新年的钟声送来了春天的`信息，

新年的钟声告诉我们长大了一岁，

新年的钟声让每个人都笑开了花，

新年的钟声里许下了我的愿望，



爸爸妈妈的快乐是我的快乐，

老师的笑容是我的笑声，

朋友的高兴是我最大的愿望，

新年的钟声里送来了新年的礼物，

我要快快送出去。

整个活动，幼儿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情绪高涨，注意力集
中， 孩子们正是在我创设的这个宽松的语言环境中发展了自
身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乐意与人交往。幼儿语言能力的培养
是一个长期、连续性的过程，需要教师把幼儿语言的发展渗
透到各个领域的教育中去，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去扩展幼儿
的经验，促进幼儿语言发展。

大班语言欣赏活动教案反思篇七

1.理解诗歌内容，知道大自然里有各种各样的水。

2.初步感知叠词的特点，学习使用叠词。

3.初步接触重点字词：水、跳舞、脏、西瓜、汗水。

1.知识经验准备。

幼儿喜欢观察生活中的水，对水感兴趣。

2.物质准备。

挂图、音带、大字卡；诗歌读本。

预备活动



师幼互相问候。

让幼儿猜谜语，教师说水的谜面，让幼儿猜测。教师随机出
示大字卡“水“，让幼儿感知。

二、感知理解活动

1.分享与讲述。

（1）你在哪里看到过水？它是什么样的？是什么味道的？巩
固幼儿对水的形态、特征的认识。

（2）扩散性猜想：水。

小小的水是什么水？大大的水是什么水？

教师适时出示相应的打字卡“水”、“跳舞”、“脏”等，
让幼儿感知。

2.幼儿有序取书，进行自主阅读。

启发幼儿说说画面上有什么水。

3.教师播放诗歌录音，幼儿认真倾听诗歌《水》。

4.师幼看挂图，共同讨论，理解诗歌内容。重点讲述诗歌中
的叠词。

引导幼儿从各种水的特点来理解诗歌内容。并出示相应的大
字卡。

（2）引导幼儿对比、发现叠词的特点。

请幼儿尝试说说其他叠词。



三、结束活动

交流小结，播放音乐，幼儿有序收书，整理自己的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