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大班语言活动教案 幼儿园大班语言
活动教案(实用7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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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大班语言活动教案篇一

1、学习用拟人的手法表现出小水滴可爱的形象。

2、能大胆想象，乐意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小水滴下落的情景，
体验雨天的趣与美。

3、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4、培养幼儿大胆发言，说完整话的好习惯。

1.我们来做个手指游戏吧。两只小手做雨点，雨点从空中落
下来，淅沥沥，淅沥沥。两只小手做小伞，小伞小伞遮住我，
哗啦啦，哗啦啦。两只小手做小船，雨点落在船桨上，小船
开进大海里。

1.这里有几张很特别的小雨滴，我们来看看。看，小雨滴长
什么样？它是怎么落下来的？（跳下来、飞下来等）给雨滴
画上眼睛、嘴巴，画上四肢，我们把雨滴宝宝拟人化了，这
样看上去就更可爱、调皮了。

2.得小雨滴落下来会落在哪里呢？（继续播放课件，看看说
说）

1.在这张画中，小雨滴到了哪里？它有哪些下落的动作，请



你来学一学。

2.表演雨滴的不同肢体动态。

教师巡视指导，鼓励幼儿大胆想象雨滴下落在何处，会有哪
些调皮的动作，并提醒幼儿注意作画常规和画面的合理布局。

1.儿介绍自己的作品。师：你的小雨滴落在了哪里？它是怎
么从天上落下来的？我们一起来学一学这个有趣的动作。

2.儿说说自己喜欢的作品。

师：雨天的景色可真美，你最喜欢哪一幅作品？为什么？

最后的讲评环节，我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请幼儿上来介绍
自己的作品。说说小雨滴落在了哪里？是怎么从天上落下来
的？然后通过一起表演雨滴下落的动作来感受小雨滴的可爱
形象。二是请幼儿说说自己喜欢的作品。在交流、讨论中，
学习一些幼儿比较好的绘画想法和绘画方法。讲评中，我能
注意对个别特殊作品的重点交流，激发孩子们学习的欲望。
纵观整个活动，今天孩子们的课堂常规不是很好，特别是最
后的讲评环节，个别幼儿注意力不够集中。在这方面还要加
强、努力。

雨滴是一种自然降水现象。大气层中的水蒸气凝结成小水珠，
大量的小水珠形成了云。当云中的水珠达到一定质量以后就
会下落至地表，这就是降雨。

幼儿大班语言活动教案篇二

1、尝试用科学规范的语言，按一定的顺序讲述简笔画骆驼。

2、认识骆驼结构。



2、喜欢并愿意在集体面前讲述作品。

用规范的语言，按一定的顺序讲述作品。

黑色马克笔41支，骆驼范画2张，a4白纸41张，桌子六张，绿
色椅子41

张，黑板。

一、导入

小结：小朋友们可真聪明，真是难不倒大家。

1.出示范画，引导幼儿观察骆驼的基本结构。

——当当当当！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出示范画一：骆驼）

——你们知道骆驼由哪些身体部位组成吗？

（幼儿回答，回答一个鼓励评价一个，贴sticker）

小结：小朋友眼睛可真是厉害，看出了我们的骆驼是由驼峰、
脑袋、尾巴、脖子、身体、四肢六个部分组成。

（幼儿复述）注意啦！我们在介绍的时候要从上到下，从左
到右有顺序完整的介绍：骆驼是由脑袋、脖子、驼峰、身体、
四肢、尾巴组成。

2.观察范画骆驼，尝试用图形有效的组合成骆驼形状。

幼儿完整的说：我看到的骆驼脑袋是..身体是...驼峰是...
（幼儿回答，回答一个鼓励评价一个，贴sticker）



小结：诶！小朋友们刚才我们介绍的时候有顺序吗？

（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骆驼脑袋是椭圆形，驼峰
两个三角形组成，身体是一个长方形，四肢是线和小方块组
成的，再加上一根小尾巴！

——刚才黄老师用准确的语言描述出骆驼，现在请小朋友也
像黄老师一样用准确有顺序的语言描述出来。

（小朋友重复说）

3.实际操作，教师观察并给予适当指导。

——我们刚才学习的图形画骆驼，现在请小朋友们也像黄老
师一样用图形宝宝画一个属于自己骆驼吧！

要求：

——在画之前呢，我们要做好几点约定，这样我们才能画出
美美的骆驼来哦。

1、画笔从哪里拿用完请放回原处。

2、图画中遇到困难，可以举手询问老师，做到不影响旁边的
小朋友。

3、听到音乐，拿着自己的画做回半圆。

——小朋友们记住这三点了吗？

——好啦！第一......第二......第三......

现在我们拿起黑色马克笔首先我们要把骆驼形状画出来。

——先找到纸张中心位置用长方形画出骆驼身体。



······

4.展示作品

——我们每个小朋友的骆驼画的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亮点，
请小朋友用黄老师刚才教你们方法和好朋友互相用简单规范
有顺序的语言介绍一下你的骆驼吧！

——在分享之前我把班上小朋友分成了6个组，在分享之前黄
老师有几点要求

1，拿着话筒的小朋友在小组内站起来大声的介绍

2、小组内轮流讲

3、有人讲的时候请别的小朋友学会安静的倾听

最后老师每个组请一个小朋友上台来用规范的语言和一定的
顺序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作品。

小结：刚才老师每个组都看了一下，都能够用简洁清楚的话
语来介绍自己的作品，接下来每个组可以上来一位小朋友和
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作品。（分享一个幼儿评价一个幼儿）

幼儿将作品带回家，大胆在家人面前一起进行介绍，语言能
力巩固加深印象，再次得到锻炼和提高。

总结：现在小朋友们都和骆驼成为好朋友了，放学的还可以
把它带回家，用规范的语

言和爸爸妈妈介绍一下你的好朋友骆驼吧！

整个活动语言为主，美术为辅，流程清晰，围绕幼儿的兴趣
点，选择这个内容通过幼儿喜欢画画的方式使幼儿喜欢说愿



意说自己的作品，且能有序的完整的讲出骆驼的结构，基本
上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通过这次活动幼儿语言的表达能力
有来一定的提升。小朋友还是比较喜欢这次活动，能够积极
思维，举手回答问题，总的来说这次活动课还是比较成功的。

幼儿大班语言活动教案篇三

1.儿歌中的孙悟空、猪八戒、老妖怪等大都是猴子、猪等动
物变化的妖精、精灵,这些都是拟人化的动物,也正是童话中
的人物,具有童话的色彩。动物变化多端,神通广大,具有超人
的能耐和现实生活中难以想象的作为,情节曲折,角色动作表
情的夸张,语言的幽默,这些吸引了大批的读者。

2.图画书《孙悟空打妖怪》以红、绿、黄、黑四色表现,给人
视觉上的醒目,主要角色突出。从儿歌内容上来说,它是一首
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传统连锁调儿歌,主要描述了西游记中
孙悟空打白骨精的情节,大家都非常熟悉。

3.作品讲述了唐僧师徒取经途中,遇到妖怪,除了孙悟空外,大
家都没分清人、妖,差点上当的故事情节,来告诫人们对陌生
人要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1.大班的幼儿好奇心强,尤其是西游记中变化万千的魔法,是
每个孩子所向往的。《孙悟空打妖怪》这种连锁调形式的儿
歌朗朗上口,也深受孩子们喜爱。

2.他们对这些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特点有一定的了解,对西游
记中孙悟空打妖怪的事也很感兴趣。

3.《西游记》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它所反映的不同时代社
会的写照,这些动物以及虚构的神道、菩萨都具有人性,他们
的言行中充满这人情世故,他们的性格和活动中有着浓厚的社
会关系的投影,这些对孩子了解社会、人际的交往的都会有所
帮助。



1．活动开始教师以儿歌中的角色出场,使孩子一下子就进入
了有趣的情境,唤醒了孩子的学习兴趣。

2.根据孩子直观形象的学习特点,运用了图谱法给孩子的自主
学习提供了一个平台。在第一遍儿歌中,教师运用图谱帮助孩
子们熟知人物的出场顺序,并初步感知理解连锁调儿歌的特点,
接着,教师采用幼儿自主阅读的方式,给孩子提供了自主学习
的空间,让幼儿记忆儿歌内容,并且进一步加深了对连锁调这
一特点的认识。

3.在活动中,教师还运用了多通道参与法,孩子们通过看课件、
听朗诵、说儿歌、做动作、玩游戏等多种形式,充分调动了他
们的感官,使他们对儿歌的感知更加地全面。

1.观察画面中人物出场顺序、动态、表情,理解儿歌内容,感
受传统儿歌连锁歌的形式特点。

2.大胆表达自己对画面的观察和理解并尝试表演儿歌内容。

3.知道对陌生人要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物质准备：ppt,人手一本小书,《西游记》开场主题曲、唐僧、
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老妖婆图片各一张、椅子。

经验准备：有一定自主阅读经验

（播放西游记开场音乐）教师戴上孙悟空的面具、手拿金箍
棒舞动几下,与幼儿相互问好,活跃气氛。

一、谈话,引出话题。

师：你们知道我有什么本领吗？（请2-3名幼儿自由讲述）我
的故事写成了儿歌,你们听一听。



二、欣赏儿歌,理解儿歌内容。

1.打开ppt,教师边念儿歌边播放相应的图文,幼儿初步理解儿
歌。

师：你们听见了什么？（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边出示相应图
片边用儿歌内容总结。）

2.幼儿自主阅读,仔细观察画面,找出儿歌中的规律,初步了解
连锁歌的形式特点。

（1）师：儿歌里还有好玩的,我们去图书里找一找。

（2）幼儿自主阅读,教师巡视指导。

（3）引导幼儿说出"句首尾人物相同"的规律。

师：刚才你们仔细看了图文画面,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小结：前一句的最后一个词是后一句的开头,念起来好听顺口
又有趣,就象我们玩的接龙游戏一样,这就是连锁歌的特点。

3.教师带领幼儿完整地念儿歌,并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

提问：

（1）这首连锁儿歌里到底说了些什么,让我们试着一起看图
说一说。（看ppt,一起朗诵一遍）

（2）采用有节奏敲打身体不同的部位来表现儿歌中的角色,
以及速度的快慢方式朗诵儿歌,加深对儿歌的理解。

师：这首儿歌念起来很有节奏感哦！让我们有节奏敲打身体
不同的地方表现儿歌中的各个角色。



（3）根据幼儿掌握的情况练习2--3次。

（4）师：谁上当了？为什么唐僧、猪八戒容易上当受骗？

小结：不吃陌生人的东西,不跟陌生人走等,学会自己保护自
己。

三、幼儿表演儿歌内容1.选角进行表演每组选择一位幼儿佩
戴上相应的角色胸饰上台做动作,其他幼儿念儿歌2.幼儿根据
儿歌内容,站在自己椅子前,边念边做动作活动反思：

这首儿歌特别有趣且朗朗上口,内容也是孩子们熟悉和喜欢的。
在选择教学方法上我思虑再三,传统的教学形式简单机械、单
调而重复,大大的限制了孩子学习的积极性,从而达不到预期
的效果。所以,在该活动中我就做了些新的尝试：

1、在教学活动中,我利用生动、形象的视频动画与图文相结
合进行教学,激发幼儿学习的积极性,使幼儿主动参与学习活
动。

2、为让幼儿积极主动学习儿歌,将儿歌与表演相结合,让幼儿
身临其境同时配上表演动作,鼓励幼儿大胆表现自己,调动幼
儿学习的兴趣。

此次活动中,在幼儿指导语言方面欠缺、说话不够精炼准确,
我应该多加练习。材料准备不够充分。

幼儿大班语言活动教案篇四

目标：1、能通过观察图片大胆讲述自己的猜想。

2、原意像小老鼠一样不怕困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自己
想要的东西。



准备：1、幻灯片《一座房子和一块砖》；2、幼儿已知道砖
可以用来砌成房子。

过程：

一、引导幼儿感受并讲述画面表达的故事内容;1、厨师砖和
房子的图片，引导幼儿说出砖可以用来砌成房子。

3、引导幼儿根据角色的服装、动态及周围环境，猜测角色的
心里活动及对话，并用语言描述出来。

4、教师讲述画面的实际内容，引导幼儿验证自己的想法。

二、教师完整讲述故事《一座房子和一块砖》。

引导幼儿讨论故事中角色命运的变化及其原因：

1、故事中的大熊和小老鼠前后发生了哪些变化？你是从哪看
出来的。

2、大熊和小老鼠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呢？

三、联系生活经验，感受故事的寓意。

提问：

1、小老鼠把自己从前买的第一块砖送给了大熊，是想告诉它
什么呢？

小结：小老鼠通过自己的劳动，从一块砖开始，慢慢有了自
己的一座房子，小朋友们也应该像小老鼠一样，通过自己的
努力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像小老鼠那样,一点一点地学习
本领，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棒。



幼儿大班语言活动教案篇五

1.学习使用较连贯的语句来描述同伴的发式、衣着等外部特
征。

2.能认真听同伴讲述，并能根据语言描述作出正确的判断。

3.帮助幼儿体验和理解故事内容，尝试讲清简单的事情。

4.感知故事中象声词运用的趣味性。

1.洋花萝卜一个。

2.幼儿已学儿歌。

一、幼儿围坐成半圆形，教师出示萝卜。

指导语：春天到了，我们要在地里种萝卜，过一段时间，它
就能发芽，长出叶子。今天请小朋友扮演地上的泥土，老师
将这棵萝卜种到泥土里，大家玩一个"种萝卜"的游戏。

二、教师讲述规则及玩法。

扮泥土的小朋友必须将眼睛闭起来，不能偷看，待儿歌念完
后才能睁开眼睛。种萝卜的人在儿歌结束前，必须将萝卜放
在一个小朋友的手里，并用简短的语言描述该幼儿的特征，
让大家来猜，被猜出的幼儿必须重复说出自己的外貌特征。

三、幼儿进行游戏。

幼儿围作成半圆形，手背在身后，手掌向上，眼睛闭起来，
教师边念儿歌边从每一位幼儿的身后走过，并将萝卜悄悄地
放在一个幼儿的手里，最后走到中间，描述此幼儿的外貌特
征。如："我将萝卜种在一个男孩子的手里，他穿着白毛衣，



蓝裤子和黑皮鞋。"然后此幼儿就成为下一个种萝卜的人。

注意：在教师带领玩几遍游戏后，可让幼儿自主进行游戏，
教师可请一能力较强的幼儿来种萝卜，大家一起念"种萝卜"
儿歌，教师在旁指导，提醒幼儿声音响亮地描述人物的外貌。
若猜不出，可再描述一遍，使游戏能顺利进行。

附儿歌：《种萝卜》

小朋友，快快来，大家快来种萝卜。

你一个，我一个，萝卜种在谁手中？

活动经过设计的改变后，幼儿们的积极性也跟着提高了，在
活动中可以看到有些幼儿由于平时缺少锻炼，各方面能力都
比较弱，在以后的活动中要多加强个别锻炼。

幼儿大班语言活动教案篇六

如今的孩子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在家里与伙伴相处的机会少，
独自玩耍，分享、合作、关心他人的`意识薄弱。但随着幼儿
动作、语言、认知能力，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班上的孩子
开始愿意与同伴一起玩，可由于缺少交往经验与能力，在活
动中常因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与同伴发生争吵的现象，为
了满足幼儿交友的渴望与需求，就设计了这节课《朋友，你
好》。

1.了解故事的基本内容，理解故事的主题和情感。

2.能够根据故事画面的提示展开合理想象，会用语言表达。

3.初步学会关心帮助同伴，增进爱同伴的情感。

4.理解故事内容，记清主要情节，初步学习人物的简单对话。



5.培养幼儿大胆发言，说完整话的好习惯。

：在仔细观察故事画面的基础上，尝试用语言表达出自己的
想象。

能够用完整的语句进行表达。

微课视频

一、以图片“小老鼠和大老虎”的话题引入。

1、谈话：你有自己的好朋友吗?你的好朋友是谁呢?请你大声
说出他的名字。

2、今天老师带来了两位动物朋友(出示小老鼠和大老虎图片)
你们猜猜，它们两个会成为好朋友吗?我们来看一看。

二、阅读绘本，理解绘本内容。

1.播放ppt1——12，了解故事内容。

问：你知道小老鼠和大老虎之间，究竟有哪些小问题吗?(小
朋友试着学一学、说一说故事中的语言);这时的小老鼠心里
会怎么样?(难过、伤心)

小结：小老鼠太生气、太伤心、太难过了，它再也不能忍受
了，它终于爆发了。当大老虎一脚踢飞它引以为豪的大城堡
时，它有了一个决定，小老鼠的决定是什么?(不再和大老虎
做朋友了)。那么当小老鼠决定离开大老虎时，你觉得大老虎
会怎么做呢，它会挽留这位好朋友吗?它可以做些什么事来挽
回小老鼠这位好朋友?它会对小老鼠说些什么呢?(幼儿想象表
述)教师继续讲述故事。

3.继续播放故事图片13——19。



幼儿根据故事内容回答。

提问：小老鼠和大老虎为什么又成为了好朋友呢?(小老鼠原
谅了大老虎，它们成为了好朋友。)

5.联系实际，拓展延伸

1)听了这个故事，你觉得和好朋友之间应该怎么相处呢?

教师小结：同伴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谦让、互相照顾。发
生矛盾的时候，一个要学会谦让、一个要学会原谅对方。同
伴遇到困难时，要帮助他。

2)你可以对你的好朋友说什么呢?做些什么?(幼儿学会表达对
朋友的情感)

三、结束部分

播放微课，自主阅读画面，鼓励幼儿用自己的话讲述故事结
尾。

在整个活动设计中，轻松的环境有利于幼儿进入角色，体现
了幼儿快乐学习的理念要求。我觉得最可取的是交往语在活
动中的运用，既使幼儿的主动性得到了发挥也提高了幼儿语
言交往的能力。在以后的教学活动中我要不完善和运用。

但是，如果在活动中能够将幼儿与好朋友一起活动的形式设
计的再多一些，会更好的让孩子们动起来。并快乐的接受对
方，提高自己的交往能力。

幼儿大班语言活动教案篇七

《梅花》是一首五言律诗，作者是北宋诗人王安石。这首诗
从神态、颜色、香味3方面描写了梅花的特点：墙壁角落里的



几枝梅树冒着严寒独自开出了雪白的花朵，远远看过去就知
道那不是雪，因为有淡淡的花香飘了过来。全诗虽仅有20字，
却写出了梅花凌寒怒放、色洁如雪、幽香清远的特点，赞美
了梅花高洁、坚强的性格。此诗意境幽远，为咏梅之佳作。
大班幼儿的语言结构敏感性有了明显的发展，本活动引导幼
儿通过朗通，感受古诗的语言节奏和韵律，体会古诗所表现
的意境美和梅花高洁、坚强的品格。

1．初步理解古诗的主要含义和梅花的特点，知道“凌寒独自
开”的寓意。

2．能按照古诗的的律、节奏有感情地明通。

3．感受古诗所表现的意境美和梅花高洁、坚强的品格。

自制课件《梅花》、古等曲（渔舟唱晚）、“幼儿学习材
料”一一《拥抱冬天）。

1．结合课件，引导幼儿初步感受古诗的意境，了解古诗的作
者。

（1）引导幼儿讨论画面内容。

（2）简单介绍古诗的名称、作者。

教师：这首古诗的名字是（梅花），作者是北宋诗人王安石

2．请动儿倾听古诗，感受古诗特有的的律，了解古诗的主要
含义。

（1）教师有感情地朗通古诗，引导幼儿感受古诗特有的的律
和节奏。

（2）组织幼儿交流、讨论，了解古诗的主要含义。



提问：严寒中盛开的梅花是什么颜色的？它有没有香味呢？
你是从哪一句知道的？哪句古诗突出了梅花的特点？怎样理
解这句诗的含义？结合幼儿的回答讲解古诗的意思，帮助幼
儿理解诗的意境。例如：在很冷很冷的天气里，几枝梅花在
墙角坚强地挺立着，远远看去就知道那不是雪，因为有淡淡
的花香飘了过来。

3．鼓励幼儿尝试按节奏和的律有感情地朗诵古诗，感受古诗
的的律美。

（1）引导幼儿尝试模仿教师朗诵通的的律、节奏，和教师一
起看图朗通古诗。

（2）引导幼儿再次尝试朗通，运用表情、动作等大胆表现古
诗所表达的感情。

（3）组织幼儿通过个人、小组、集体、配乐等形式进行朗通
表演，体会古诗的意境。

（4）组织“小诗人朗通会”，鼓励幼儿大胆朗通古诗。

4．引导幼儿感受梅花高洁、坚强的品格。

请幼儿围绕“你认为梅花是一种怎样的花、为什么”进行讨
论、交流，感受梅花高洁、坚强的品格。

幼儿自主阅读《拥抱冬天》第14页，感受古诗的意境美和韵
律美。

附

梅花

北宋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梅花小资料

中班奥尔夫音乐歌唱《小黄鸭合唱队》优质课视频+课件+教
案+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