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绕口令活动的开场白(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绕口令活动的开场白篇一

教育教学目标：

1、能在图片的帮助下熟练地朗读绕口令。

2、练习发准易混淆的字音：顾、布、醋。

3、喜欢说绕口令，体验说绕口令的乐趣。

教学准备：

1、图片道具：老爷爷、鹰、兔；实物道具：醋、布。

2、字卡：顾、醋、布、兔。

3、小鼓一只；幼儿已会做“百家姓”的游戏。

重点：学习区分并念准“顾”、“醋”、“布”、“兔”等
字音。

难点：能够又快又准的朗读绕口令

教学过程：

一、游戏“百家姓”。



1、老师问：“喂喂喂！你姓啥？”幼儿回答：“喂喂喂！我
姓×。”

2、老师说：“喂喂喂！姓张的在哪里？”所有姓张的幼儿起
立回答：“喂喂喂！姓张的在这里。”

（游戏中，幼儿的左手放在耳边做打电话动作。）

二、观看情景表演,理解绕口令内容。

师：小朋友，百家姓的游戏玩得开心吗？（开心）你们的笑
声引来了一位老爷爷，大家看一看、猜一猜，老爷爷姓什么
呢？（顾爷爷）“现在老师请小朋友观看一段关于顾爷爷的
表演，看完后告诉老师这段表演讲了一些什么事情？”，老
师和小朋友回忆一下在表演中看到了什么：

1、一位爷爷他姓顾（请个别幼儿说“顾”一遍，全体再说一
遍）

2、他上街打醋又买布（强调为什么叫打醋，买布来做什么？）

3、顾爷爷打了醋，买了布，回头看见“鹰抓兔”，他是怎么
做的呢？

（老师用手指向放在地上的醋和布，再无声地演示“鹰飞、
兔跑”的动作，引导幼儿猜想“醋瓶子倒了、破了，瓶子里
的醋流了出来，把布给弄湿了。）

三、学习朗读绕口令

1、（出示绕口令）教师完整地朗读绕口令，幼儿欣赏一遍

2、请幼儿根据儿歌内容逐句将图片放在相应的.句子格上。

3、幼儿结合图片朗读绕口令两遍（第一遍幼儿自由朗读，第



二遍按老师的节奏朗读）。

4、幼儿再次完整地欣赏录音一遍

提问：儿歌的名称是什么？《打醋买布》

5、老师将部分图片遮住，看幼儿能否读出来，再逐句遮挡更
多，幼儿再试着朗读。

5、幼儿集体再朗读一遍，同时教师将遮挡的卡纸去掉。

四、小结“什么叫绕口令？”

师：这几句话真好听！猜猜看，你觉得今天我们学的本领是
故事、谜语还是绕口令呢？（绕口令）对了，这个本领就是
绕口令《打醋买布》。绕口令就是把一些差不多发音的字放
在一起，考考你念得是不是又快又对。

五、接龙游戏

将幼儿分成两组，幼儿听清老师的节奏后进行接龙比赛，如
第一组读“一位爷爷他姓顾”，第二组接上“上街打醋又买
布”，依次逐句读完，看那一组读得全对为胜。第二遍换另
一组先读，节奏逐渐加快。

六、延伸活动：

今天我们学了绕口令的本领，回家和爸爸妈妈或其他的小朋
友比一比，看谁的本领大，绕口令读得又快又对。

附文：

打醋买布

有位爷爷他姓顾，



上街打醋又买布，

打了醋、买了布，

回头看见鹰抓兔。

放下醋，搁下布，

上前去抓鹰和兔。

飞了鹰、跑了兔，

打翻醋、醋湿布。

绕口令活动的开场白篇二

因本班出现的幼儿平翘舌发音不准的现象，为了激发幼儿的
学习兴趣爱好和需要，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课改纲要的自
主学习，本土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引发的活动设计。

活动目标

喜欢并能流利的说绕口令，发音准确。增强幼儿表演的欲望，
培养幼儿的自信心。

重点难点

分辨平翘舌音。

活动准备

绕口令磁带《登山》。写有绕口令文字的图片。

活动过程



游戏

1.教师做登山、跑等动作，请幼儿按照动作逐一猜测与动作
相应的词语。

2.教师把幼儿猜出的词用绕口令中的语言朗诵出来。

学说绕口令

1.请幼儿听几遍绕口令的录音，然后提问。

2.教师指导幼儿学说绕口令，注意纠正平翘舌音，如：山、
三、上、尺、只等。

3.出示绕口令文字图片，请幼儿看文字自由练习说绕口令。

4.将幼儿分组，边朗诵边做动作，提醒幼儿注意发音。

比赛

1.小组比赛：教师计时，记录哪组小朋友说得最快最好。

2.个别比赛：每组选一个说得最快最好的幼儿代表本组参加
比赛。

操作练习

请幼儿看书，在绕口令中找出平、翘舌音的字，并自由朗诵。

活动拓展

1.投放大量的平翘舌音字卡，指导幼儿练习将汉字按照平、
翘舌音分类。

2.请家长和孩子一起收集绕口令，共同练习朗诵。



绕口令活动的开场白篇三

幼儿园是孩子们进行学习与成长的地方，而绕口令则是幼儿
园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最近，我在幼儿园里组织了一次
绕口令活动。今天，我将分享这次活动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活动前的准备工作

在活动之前，我制定了详细的活动计划，包括活动内容、规
则以及奖励，用简单的词语向孩子们介绍了绕口令的定义和
用途，让孩子们了解这项活动的意义。同时，我还在活动前
练习了一些绕口令，以确保自己能够准备不同难度的绕口令
来挑战孩子们。

第三段：活动实施

在活动中，我设定了不同难度的绕口令，让孩子们按照顺序
依次复述，如果有孩子复述错误，就需要重新开始。每复述
一次绕口令就会得到相应的分数，最后按分数高低进行排名，
并给予奖励。在活动中，我还通过儿歌、故事等方式让孩子
们参与其中，增强了孩子们的兴趣。

第四段：活动中的感受

在活动中，我看到孩子们积极参与，他们不仅在练习绕口令
中提高了口语表达能力，还培养了他们的合作精神和竞争意
识。我深感到，这次活动不仅使孩子们学到了很多绕口令，
还让他们的学习变得更为有趣。

第五段：总结

绕口令是一种很好的语言训练技巧，它具有很多的教育意义，
对孩子们的口语能力和领会力有很好的提升作用。在幼儿园
教学中，应该更多地注重此类活动，使孩子们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更好地掌握知识和技能。希望这一次的绕口令活
动能够在孩子们的成长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让孩子们在儿童
时期将语言学习变得更有趣和有意义。

绕口令活动的开场白篇四

幼儿园绕口令活动是以童谣、顺口溜和诙谐的语言形式为基
础，通过口语表演提高幼儿的语言能力和音韵意识的活动。
在参加这项活动之前，我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只是听说这个
活动比较热闹。但是，通过几次的参与和观察孩子们的表现，
我逐渐体会到这项活动对幼儿园教育的重要性。

第二段

正是因为这种形式的活动，让孩子们集中注意力，学会随机
应变，抓住每一个瞬间。在绕口令的表演中，孩子们需要高
速反应，充分调动自己的语言机能，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速
度和准确性，使其在日常交际中更加自信、自如、流畅。

第三段

此外，参与绕口令活动，可以充分锻炼孩子们的口齿和呼吸。
要准确地讲出绕口令，首先要做到清晰地发音，要求儿童清
晰、准确发音，加强基础语言训练的同时，也锻炼了儿童的
口齿。在表演绕口令时，还需要注意呼吸控制，这也锻炼了
孩子们的呼吸功能。

第四段

参与绕口令活动对孩子们的记忆力也有很大的帮助。孩子们
要理解、记忆、表演绕口令，需要在想象与现实间做出连接，
这就需要大量的训练和复习。在这个过程中，宝宝不仅能够
学会背诵、记忆和表演绕口令，而且能够锻炼自己的记忆力
和反应能力，提高学习适应能力。



第五段

总结来看，在幼儿园绕口令活动中，孩子们可以主动参与，
全身心投入，达到了自主学习的状态。在活动中，孩子们不
仅能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增加了兴趣、提高了成就感，还
能发掘自己的潜能，激发好奇心。此外，通过这种活动组织，
也可以增进家庭与教师之间的沟通，形成家教联盟，推进家
庭和幼儿园共同发展。因此，在以后的幼儿园教育中，我们
会更加注重多种形式的活动中继续推进绕口令活动的开展。

绕口令活动的开场白篇五

活动目标：

1.理解绕口令内容，能口齿清楚、有节奏地朗诵。

2.尝试加快语速朗诵，感受说绕口令的趣味性。

活动准备：

图片若干张

活动过程：

一、教师通过讲述故事导入活动，激发幼儿对绕口令的兴趣。

二、出示图片，幼儿熟悉绕口令前半部分内容。

1.教师展示图片，朗诵绕口令前半部分，帮助幼儿感知绕口
令的结构特点。

2.教师带领幼儿边看图片边逐句学说绕口令，帮助幼儿理解
并记忆绕口令。



3.教师带领幼儿完整朗诵绕口令前半部分。

三、教师利用操作教具带领幼儿学说绕口令后半部分内容。

你们知道故事里的小朋友一共打了多少颗枣吗？我们一起来
数一数吧。

1.出示最后一幅图片，教师带领幼儿一颗一颗的“数枣”。

2.教师按稳定的节奏边拍手边带领幼儿“数枣”。

3.教师加快节奏，幼儿跟随教师的节奏“数枣”，感受绕口
令的特点。

4.游戏“数枣”：每位幼儿一个装有十颗枣的盘子，幼儿自
主练习“数枣”，并逐渐加快速度，体验绕口令的趣味性。

5.分别请幼儿快速“数枣”。

四、根据图片提示，完整朗诵绕口令。

1.教师带领幼儿边看图边完整朗诵绕口令。

2.教师按稳定的节奏边拍手边带领幼儿完整朗诵绕口令。

3.教师加快节奏，幼儿跟随教师的节奏完整朗诵绕口令。

活动延伸：

鼓励幼儿尝试倒数枣，并逐渐加快速度：十颗枣、九颗枣、
八颗枣、七颗枣、六颗枣、五颗枣、四颗枣、三颗枣、二颗
枣、一颗枣。

附：绕口令《打枣》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前面一树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
多，红的少。

一颗枣、两颗枣、三颗枣、四颗枣、五颗枣、六颗枣、七颗
枣、八颗枣、九颗枣、十颗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