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动物的家教案语言活动延伸反思
(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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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动物的家教案语言活动延伸反思篇一

1、能仔细观察画面，大胆地表述画面内容。

2、学习儿歌，理解儿歌中的动词。

3、尝试创编儿歌。

1、背景图两幅。

2、乌云、小猴、青蛙、蚂蚁、乌龟、松鼠等图片。

1、（出示第一背景：小猴、青蛙、蚂蚁、乌龟、松鼠）今天
老师带来了一幅图，大家一起来看看，图上有什么？（幼儿
自由讲述）原来是小动物们出来玩了。

2、（出示乌云遮住太阳）哎呀，天气怎么了？（下雨了）小
动物们会怎么办呢？（请幼儿想想办法）

3、小动物们到底想了什么办法呢？小蚂蚁会到哪里？它是怎
么到蘑菇下的呢？（爬）哦，是爬到蘑菇下的，你会爬吗？
（一个幼儿爬）你们会爬吗？噢，你们都会爬，那我们一起
来爬一爬。（边爬边说）蚂蚁爬到蘑菇下（两遍）。这是一
把什么伞呢？（蘑菇伞）



4、那小猴会到哪里？是怎么去的呢？（个别：小猴跑到大树
下）xx小朋友用了一个好听的词：跑，小猴跑（强调）到大树
下，我们也来说一说。（幼儿学说）小猴把大树当成了什么？
（大树伞）

5、小猴和蚂蚁都找到了伞，那小青蛙会找什么伞呢？（荷叶）
（将青蛙放在荷叶下）你们真棒，小青蛙真的找了荷叶伞。
那它是怎么去找荷叶伞的？谁能用一句好听的话来说一说。
（个别幼儿说完整句子）我们来做做小青蛙去找荷叶伞。
（青蛙跳到荷叶下，荷叶伞）

1、蚂蚁、小猴和小青蛙都找到了伞，还有谁没找到伞？（乌
龟和松鼠）你们猜猜，它们会把什么当作伞呢？（个别幼儿
回答，如回答得出可请幼儿做做缩的动作）（如回答不出，
便出示龟壳）看它是怎么做的？（幼儿做：缩进去了）这叫
缩，谁会缩的？到哪里了？（乌龟缩到龟壳里）这又是什么
伞呀？（龟壳伞）总结：乌龟缩进龟壳里，龟壳伞。

2、（出示松鼠）那它呢？你们知道小松鼠又会怎样来避雨呢？
（松鼠翘起大尾巴，尾巴伞）

3、乌龟、松鼠是用什么当伞的？（龟壳、尾巴）小结：原来
有的'乌龟、松鼠可以利用自己的龟壳、尾巴当作伞，真的很
特别。

1、刚才我们一起看了图片，说了小动物找伞的事情，我们来
听一听吧！（教师指图片，有表情地念儿歌）

2、你们一定也想来念念这首儿歌，那我们边念边用动作表演
吧！（幼儿边念儿歌边表演）

1、这些小动物都找到了避雨的伞，可是还有一些小动物没找
到避雨的伞，（出示背景图二）它们也要找伞了，想一想，
谁去找伞，怎么去的，它是跑着去的，走着去的，还是飞着



去、游着去、跳着去的呢？它到了哪里，找了一把什么伞？
请你们象儿歌里一样，用一句话来说一说。

2、我们把自己编的儿歌《动物的伞》也来用好听的声音念一
念吧！

还有很多小动物在下雨的时候都需要伞，它们会把什么当作
伞呢？我们回去可以问问爸爸妈妈、或者看看书，然后把它
编进儿歌里。

动物的伞

蚂蚁爬到蘑菇下，蘑菇伞；

小猴跑到大树下，大树伞；

青蛙跳到荷叶下，荷叶伞；

乌龟缩进龟壳里，龟壳伞；

松鼠翘起大尾巴，尾巴伞。

小动物的家教案语言活动延伸反思篇二

一、导入活动，引起幼儿的兴趣。

1、(课件中播放各种动物的影子)师：看，谁来了?(幼儿观察
思考)你看到了谁呀?

二、以书的形式引出"蝴蝶"、"蜻蜓"等几种动物的图片和汉
字。

2、师：是种漂亮的小动物，它是谁?原来是蝴蝶呀，我们一
起来跟蝴蝶打个招呼吧!(念汉字)，瞧,它有着细细长长的触



角和两对美丽的翅膀。我们一起念一遍"蝴蝶"。我们再一起
来看看"蝴蝶"这两个字宝宝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都有一个"
虫"字)"蝴"和"蝶"这两个字的左边都有一个"虫"字，所以这
两个字都是左右结构的汉字。

3、依次认识"蜻蜓、蜘蛛、蚂蚁、蚯蚓、蝌蚪"等汉字这几种
动物，并分析字型。

4、师：小动物送给小朋友的这本书上原来都是一些你们喜欢
的动物，你们高兴吗?那就让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它们吧，出示
所有的动物画面，认读所有汉字。

5、师：老师把所有的图片都藏起来，看看你们还认识这些字
宝宝吗?(认读汉字)

三、游戏"找朋友"，巩固认读汉字。

1、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找朋友"的游戏。请男孩子拿着
小动物的名字到女孩子那里去找小动物的照片，找对后就把
照片和名字贴在黑板上。

2、幼儿一起检查后认读。

四、欣赏儿歌，知道动物是人类的朋友，要珍惜和保护它们。

1、师：老师把这幅美丽的图片编成了一首好听的儿歌，想听
吗?教师示范朗诵儿歌：蜻蜓半空展翅飞，蝴蝶花间捉迷藏。
蜘蛛房前忙织网，蚂蚁地上运粮食。蚯蚓地里勤松土，蝌蚪
水中变青蛙。

2、除了这些小动物，你还喜欢哪些小动物?它有什么本领?



小动物的家教案语言活动延伸反思篇三

欣赏儿歌。

1.看指偶表演，念儿歌“鹅大哥”。

2.教师自制指偶白鹅边念儿歌边表演，

3.幼儿和教师一起边念儿歌边模仿鹅走路的样子。

二、动物的叫声。

1.听听公鸡、母鸡、小鸡的叫声。

2.幼儿模仿叫声与它们的动作。

3.按自己的想法说说动物们在说些什么。

三、游戏“谁在叫”。

1.教室四周摆放好各种动物的头像。

2.教师和幼儿在小动物头像四周走动，教师双臂在胸前边绕
圈转动边说：“咕噜咕噜锤!唧唧叫的是谁?”大家跑到小鸡
的头像前，说：“咕噜咕噜锤，唧唧叫的是小鸡。”

3.反复多次玩以后，将不同小动物的叫声编入儿歌。

小动物的家教案语言活动延伸反思篇四

1.能够说出动物的名称。

2.知道动物居住的地方。

课件准备：“动物的家”实拍组图；“动物的家”图片。



纸面教具：《动物翻翻牌》

一、出示组图“动物的家”，鼓励幼儿看图讨论。

1.出示组图“动物的家”01，引导幼儿讨论蚂蚁的家。

——猜猜这是谁的家？（蚂蚁）

——蚂蚁把家安在哪里？（安在地下）

小结：蚂蚁的家从上面看,只能看到一个小孔,其实它们的家
特别大，有很多很多房间,还有无数相互连接的隧道。

2.出示组图“动物的家”02，引导幼儿讨论燕子的家。

——这是谁的家？（燕子）

——燕子把家安在什么地方？（屋檐下）

——你知道燕子是怎么做窝的吗？

小结：春天来的时候，燕子就忙碌地从外面衔来湿泥、稻草、
草根等，和着自己的唾液，在屋檐下堆砌出像碗一样的窝。
这样的窝不透风，非常暖和。

3.出示组图“动物的家”03，引导幼儿讨论蜘蛛的家。

——这是谁的家？（蜘蛛）

——你见过蜘蛛网吗？在哪里见过？

小结：蜘蛛网是蜘蛛的家。蜘蛛一般在角落或树枝之间吐丝
结网。蜘蛛网有粘性，可以

用来捕获小昆虫。



二、组织幼儿自由讨论，鼓励幼儿说一说更多有关动物的家
的话题。

——小朋友们，刚才我们看了这么多动物的家，你最喜欢谁
的.家？为什么呢？

——你还知道哪些动物的家？它们的家是什么样子的？

区域活动

在益智区，投放纸面教具“动物翻翻牌”，请两名幼儿一起
游戏。游戏开始前，将所有牌倒扣，动物一排，动物的家一
排。一名幼儿每次翻开两张牌，若动物与动物的家相符就收
走这两张牌。若不符就将牌倒扣回去，换另一名幼儿接着游
戏。最后谁得的牌多，谁就获胜。

小动物的家教案语言活动延伸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养成独立阅读的好习惯。

2、尝试运用自己的话讲述故事的主要内容。

3、能仔细观察画面，比较、发现其异同。

活动准备：

小图书人手一册、大图书、大头饰（熊、松鼠）、一起去郊
游的磁带。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播放歌曲《郊游》



1、教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一起去郊游吧！小包背好了吗？
我们出发吧教师：郊游真好玩，让我们来休息一下。请小朋
友们坐到自己的椅子上。

小朋友们玩的这么开心，有两个小动物也要去郊游，我们来
看看是谁？

大熊和松鼠去旅行会带什么东西呢？

到底带了什么东西呢、秘密就藏在这本大书里，让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

2、观看第1页

教师：《一起去郊游》。（老师手指故事题目，直接告诉小
朋友们题目）

我们来看看大熊和松鼠带了什么东西啊？一样吗？（对着背
包画圈）哪里不一样啊？

原来大熊的背包大，松鼠的背包小。

3、观看2—3页。

教师：它们还带什么东西呢？（翻书）

这个是谁的呢？（手指着要问的东西）你从哪里看出来的啊？

大熊的帐篷怎么样啊？那松鼠的呢？

旗杆：这是谁的呢？从哪里看出来的？那这个呢？它们一样
吗？

三、自主阅读：



教师：它们还带了什么东西呢？还会有什么不同？又会发生
什么事呢？今天许老师给每个小朋友都带来了一本小书，请
你们把书轻轻的'拿出来放在小桌子上，你们可以一边翻一边
轻轻的讲一讲。如果有什么看不懂的地方。可以问许老师。

教师：看好了吗？把书轻轻的合上，放在书袋里。

谁来说说看，发生了什么事？（孩子在位置上说，老师将书
翻倒他所说的那一页。）

是不是这一页啊？

问：谁来说说看这页讲的事情？小朋友讲的时候评价与可以
是：你观察的真仔细、你很棒，你把这页上的内容、事情都
讲出来了！

教师：大熊他怎么样了或大熊哭了，为什么哭呢？被谁看见
了呀？

松鼠看见大熊哭了，是怎么做的呢。

教师：松鼠把苹果和大熊分享，看看现在大熊怎么样了呢？
松鼠呢？

哦，原来松鼠因为能和大熊分享果实，所以很开心。

教师：这本书好看吗？想不想再来看，让我们在看一看，听
许老师来讲一讲。

教师：故事讲完了，这个有趣吗？等一下你可以拿着你的小
书和你的好朋友去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