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语言悯农教学反思(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大班语言悯农教学反思篇一

1、学念儿歌，学习词语红艳艳笑盈盈。

2、能用完整的语言描述各种花的颜色、形状、香味等主要特
征，四季花开的繁茂景象。

1、布置春夏秋冬四个板块。

2、挂图《花开歌》

3、语言磁带。

能用完整的语言描述各种花的颜色、形状、香味等主要特征，
四季花开的繁茂景象。

学习词语红艳艳笑盈盈。

1、谈话引出主题。

这次语言活动让幼儿学习念十二个月的花，这种儿歌很好听，
很押韵，也包含了很多的只是在里面，非常值得学习。但是，
在活动中，我也发现，其实学习时是有一定难度的。难度之
一是幼儿对有些花不是很熟悉，所以总是记不住；难度之二
是儿歌中，在儿歌中对花的特点概括得很好，语言也很精炼，
但是对小朋友来说，学起来就有点难度。考虑到这些情况，
我采用了一个新的方法进行学习。那就是用问答式方法来学。
这个方法也是根据这首儿歌的结构特点来选择的。儿歌中的



每一句结构都相同，都分为三个部分：月份、花名和花的特
点。这样，我就分门别类地来提问，比如第一次提问花名，
第二次提问花的特点，最后提问月份。当幼儿有点熟悉之后，
我再让幼儿来当老师，向我提问，他们也问得很好。而且在
问的过程中，他们也在不断地记忆儿歌的内容。这样的方法
要比死板地完整地念效果好很多。

大班语言悯农教学反思篇二

1、引导幼儿欣赏诗歌，会用富有感情的语调朗诵作品，感受
诗歌的情趣。

2、鼓励幼儿大胆表演，能用适当的表情和动作，表达自己对
诗歌的理解。

3、初步了解诗歌的句式特点，学习利用象征物仿编诗歌。

4、引导幼儿在诗歌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1、幼儿事先对相关的军事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

2、象征物图片，如蜻蜓直升机，大象消防队，鸭子轮船等。

3、诗歌中的图片。

1、小朋友，你们知道海军、空军、陆军是干什么的吗？谁来
介绍给大家听。

2、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首好听的诗歌，诗歌中就讲了
海、陆、空这三个军队。

3、教师边出示图片边朗诵诗歌。



（1）提问：让幼儿讲讲诗歌里说了些什么，要求用诗歌里的
语言回答。

4、那你们想不想也来念一下这首诗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有
感情地来朗诵这首诗歌。

5、小朋友念得真不错，现在老师要来做鸟妈妈、龟妈妈、鱼
妈妈来问你们，你们做司令来回答我，好吗？交换角色朗诵
诗歌。

6、请幼儿选择扮演的角色，一部分做司令，其余分别做鸟妈
妈、乌龟妈妈和鱼妈妈。教师与扮演司令的幼儿一起说：鸟
妈妈问我，鸟妈妈扮演者接下去说：小鸟哪儿去了?然后扮演
司令的幼儿又接着说：我说小鸟做了我的飞机在诗歌表演中，
教师需注意指导幼儿作出相应的表演动作。例如：鸟妈妈飞
过去询问，司令边做飞行动作边回答。

7、迁移作品的经验。

8、仿编诗歌。

(1)出示图片，进行象征物揭示及仿编诗歌的示范。教师可将
幼儿在讨论象征手法时提出的许多军事象征物，用图片表示
出来，如蜻蜓直升机，大象消防车，鸭子轮船。然后教师选
择其一编出诗歌：蜻蜓妈妈问我，小蜻蜓哪儿去了?我说：小
蜻蜓做了我的直升机。

(2)让幼儿利用图片上的象征物试编诗歌。如幼儿可编：象妈
妈问我，小象哪儿去了?我说：小象做了我的消防车。

(3)继续鼓励幼儿将自己想象的军事象征物按照诗歌的结构仿
编出来。幼儿可以离开教师图片的示范，编出相应的象征物
等等。



(4)总结。将全班仿编的诗歌串连起来，最后用原诗的结尾段
结束。

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特别是口语发展的重要时期。幼儿的语
言能力是在交流和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应为幼儿创设
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鼓励和支持幼儿与成人、同伴
交流，让幼儿想说、敢说、喜欢说并能得到积极回应。幼儿
的语言学习应在生活情境和阅读活动中引导幼儿自然而然地
产生对文字的兴趣。

大班语言悯农教学反思篇三

1、了解《咔嚓》书里的主要内容，感受重复有节奏的语言特
点，掌握前阅读能力。

2、学习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对应关系，能用指读方式手眼
协调的进行阅读。

3、喜欢阅读图画书，乐意模仿读本中的句式进行创编活动。

1、图画书ppt。

2、《咔嚓》图画书人手一本。

3、主要人物图卡一套、大剪刀学具一把、白纸与各种防编图
卡四套。

1、出示大剪刀，引出活动主题。

提问：这是什么？看到大剪刀你会想到什么？剪刀剪东西的
声音是怎样的？

指导要点：鼓励幼儿大胆回答问题。



2、幼儿自主阅读，初步感知故事的主要内容。

提问：这本书里有谁？讲了什么事情？

指导要点：引导幼儿学会逐页翻书，并培养正确的阅读姿势。

3、师幼共同阅读，掌握正确的画面与书面语言信息。

分段提问：你最喜欢哪一页？为什么？

指导要点：分段阅读加深幼儿对图画书的理解，引导幼儿掌
握阅读的重要内容，感受重复有节奏的语言特点。

4、集体再次阅读，引导幼儿完整掌握图画书内容。

指导要点：学习完整感知图画书中的画面与书面语言信息。

5、幼儿分组，仿编图画书。

指导要点：鼓励幼儿大胆地根据图画书中的句式进行仿编。

1、将幼儿制作的小图书投放在科学区，鼓励幼儿课间继续大
胆仿编，激发幼儿的讲述欲望。

2、在语言区提供图片材料，鼓励幼儿利用各种图片根据一定
的句式大胆仿编，自主尝试制作图画书，分享与同伴合作创
编图书的乐趣。

在本次早期分享阅读活动《咔嚓》中，我根据大班幼儿的年
龄特点，充分综合了插画、文字两种表现的魅力，以动态夸
张的咔嚓太太剪绳子为主线，呈现生活中幼儿熟悉的各种绳
子及主人间发生的碰撞，诱发幼儿猜想各种绳子用途的好奇
心，激发幼儿运用形象的语言、比喻的手法，有声有色地讲
述故事内容，通过幼儿自主阅读、师生共同阅读，归纳阅读
内容等环节，为幼儿营造一个规范完整、自然有意义的阅读



学习环境，不仅丰富幼儿口语经验，让幼儿感受书面语言特
性与其独特的语言节奏风格，而且形成与书对话的经验，养
成用口头语言经验与独立思考书面阅读内容的习惯，帮助幼
儿将阅读内容与口头语言连接起来，有效提升其阅读能力。
本次活动即培养了幼儿与同伴间互相倾听、互相补充的合作
学习能力。又建立以幼儿为学习主体的意识，给予幼儿宽松
的学习环境，允许幼儿在阅读同一个内容时自由选择喜欢的
画面与同伴交流，以自己的经验来解读画面，显现幼儿理解
图意的天赋和喜爱图书的天性。

大班语言悯农教学反思篇四

1.熟悉诗歌结构，学习仿编诗歌。

2.学会有感情地朗诵诗歌，大胆参与讨论。

3.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4.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5.引导幼儿在诗歌中学习，感悟生活。

1.分别画有白云，小鸟，蝴蝶，小鱼，的图片，幼儿人手一
份。

2.以蓝天，小河，树林，花园的大背景图一幅

一、游戏《找家》激发幼儿兴趣。

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一副漂亮的画，小朋友想看看吗？
你在这幅图看到了什么？用好听的词说，引发幼儿说出蓝蓝
的的天空，清清的河水等。

二、帮助小动物找到自己的家。



（1）师：哦，这幅画真美啊！有蓝蓝的天空，密密的树林，
绿绿的草地，清清的河水，红红的花儿，快乐的幼儿园！

（2）其实这些美丽的地方还都是一个个的家呢，那么他们会
是谁的家呢？

a．老师带来了一些朋友，(想认识他们吗?)

b．这些小家伙很调皮，偷偷跑出来玩却找不到自己的家了。
你能帮它们找到家吗?（依次出示白云、小鱼、小鸟、蝴蝶、
小草、小朋友的贴图）

三、学习并且有感情的朗诵整首诗歌。

师：“刚才我们说的连起来是一首很好听的诗，小朋友一起
听一听吧。”

（1）、教师有感情的朗诵整首诗歌，让幼儿有个初步的概念。

（2）、让幼儿接龙式的学习，老师说前面的`，幼儿说后面
的，强化记忆。

（3）、老师和幼儿一起用完整的好听的声音朗诵诗歌，再一
次让孩子体会朗诵诗歌的意境美和节奏美。

四、出示尝试题，引导幼儿仿编诗歌。

2．幼儿自由讨论，教师指导。

3．幼儿自由发言，教师提升组合。

《家》这首诗歌语言朴实、浅显易懂，易于为幼儿喜爱和接
受。活动一开始我先出示图，激发孩子的兴趣并让幼儿说说
你都看到了什么（要求：用好听的次说说），这个环节小朋



友表现得非常棒。接着请幼儿帮小动物找家，在幼儿帮动物
找到家后，我说：“刚才我们说的连起来是一首好听的诗歌
呢。小朋友一起听听吧！”再完整的引导幼儿朗读，教师幼
儿上下接句读等让幼儿很快掌握了整首诗歌。在仿编诗歌这
一环节，很多孩子想得也非常好，如绿绿的草地是是小马的
家，高高的天空是太阳的家，铅笔盒是铅笔的家等，但孩子
在活动中表达得并没有这么完整，自己还不会总结诗句，孩
子还不习惯句式的转变，还需老师的提醒。总之，这堂课教
学效果不错，小朋友都能积极参与到课堂活动中。

大班语言悯农教学反思篇五

1、体验春天大自然的美和诗歌的语言美。

2、能使用一些优美的词句进行创编。

3、学会有感情地朗诵诗歌，大胆参与讨论。

4、理解诗歌所用的比喻手法，学会有感情地朗诵诗歌。

5、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1、音乐带《春天在哪里》

2、配乐诗朗诵，音乐磁带，录音机。

3、幼儿多次观察过春天的景色，初步了解春天的特征。

1、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

播放音乐《春天在哪里》，幼儿边唱边跳进入草地。

2、欣赏配乐朗诵诗歌。



1）教师有表情的朗诵。

提问：诗歌里说春天是什么？春天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2）第二次欣赏，帮助幼儿理解记忆诗歌内容。

分别提问为什么春天是一本彩色的书、会笑的书、会唱的书？

3）集体朗诵诗歌

3、幼儿结伴在草地四周边观察边创编。

教师巡回指导，引导幼儿根据原诗歌的创编形式，使用优美
词句进行表达，鼓励幼儿大胆想象。

4、请个别幼儿朗诵自己创编的诗歌或词句。

5、将一些好的词句组合成一首优美的诗歌集体朗诵。

1、鼓励幼儿用绘画方式表达诗歌内容，相互欣赏。

2、利用散步户外观察等活动，引导幼儿继续观察想象春天是
什么样的。

3、集体制作一本图画书《春天的故事》。

4、结合动作进行朗诵表演。

《春天》这首诗歌以它优美的节奏和朴素的语言，赞美着春
天的美丽、大自然的.神奇，引导用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观察、
体验春天的特征。本采用挂图的方式让通过具体、直观的画
面理解诗歌的内容，再通过一个个具有引导性的提问帮助幼
儿理解诗歌表达的意境，最后采用分段和整体学习的方法帮
助幼儿记忆诗歌的内容，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诗歌的结构工
整，语言具有韵律感，也便于幼儿的创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