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比脖子告诉我们道理 大班语言活
动教案梳子附反思(通用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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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脖子告诉我们道理篇一

1、幼儿能根据画面提示理解诗歌内容。

2、尝试仿编诗歌，激发幼儿想象力和创造力。

1、背景图（有蓝天，树林，河水，草地，红花）

2、贴绒卡片：白云，小鸟，小羊，小鱼，蝴蝶，小朋友等。

导课

（导语）老师昨晚做了个梦，想和大家分享，想听我讲讲吗？
我梦见来到了一个有蓝天，树林，河水，花朵，草地的地方，
于是我把他画了下来，还给它涂了漂亮的颜色，我们一起来
看看吧！

授课

一、学习诗歌。

1、出示背景图，和幼儿一起观察画面：（图上有蓝蓝的天空，
密密的树林，清清的河水，绿绿的草地，红红的花朵）



3、一一出示贴绒图片，让幼儿送他们回家，并完整说出如；
蓝蓝的天空是白云的家

师幼喊（小宝贝回家喽）白云的家是哪里？（蓝蓝的天
空）...

4、完整读一遍诗歌，（过渡语）蓝天，树林说：我们家还有
许多宝贝你能知道吗？

二、仿编诗歌。

1、引导幼儿一一说出这些温暖的家里还住着谁？

2、完整读一遍仿编的诗歌，引导幼儿发现是个没有名字，一
起为诗歌起名。

结课

教师小结：家是遮风挡雨的地方，家可以让我们解除疲劳，
家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因此我们要爱护自己的家，让我们
用行动来证明：不破坏财物，不乱扔垃圾，做自己力所能及
的事 ......

带幼儿捡周围的垃圾，清洁周围环境。

比脖子告诉我们道理篇二

幼儿常常见到物体自由下落的现象，却又不解其中的“奥
秘”。所以我选择了科学教育活动《下落百分百》，通过演
示、观察、实验等方法，引导幼儿对物体下落想象产生兴趣，
并对下落的必然性及方向有初步的认识。活动后，我有不少
感触，现将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与反思记录下来，以自勉。

反思一：创设环境有利于孩子发展。



这次活动是以通过实验让幼儿了解物体的坠落现象，活动时，
我让孩子们围坐成半圆，以便能让每个孩子都能与老师近距
离接触，能够看到老师的演示与示范，引发孩子们的学习兴
趣。事实证明，孩子们在这次活动中情绪愉快轻松，大部分
幼儿的注意力能够集中。

反思二：追随孩子的兴趣，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当我出示自制的“轱辘轱辘”教具时，孩子们很感兴趣。他
们看到老师手上的物体落到地上，看到老师演示“美丽下落
路”，纷纷讨论“老师一松手东西就会落到地上”“老师要
把他们捡起来”“老师，我们也想试一试”……看到孩子们
有了兴趣，我及时告知他们物体下落的必然性，认识到地球
引力的存在。

反思三：当幼儿的回答偏离主题时，及时引导，加以调整

在活动中我说到地球把所有的东西都“吸”在身上，孩子们
立即质疑“那为什么飞机和小鸟都能在天上飞呢”，当知道
它们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离开地面时，孩子们又对热气
球产生了兴趣，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热气球，“热气
球是靠压力飞起来的吗”“热气球里边的火灭了它就会落下
来”“热气球没有被吸住”……眼看孩子们的讨论越来越热
烈，而话题却离我的设计越来越远，我赶紧应孩子们的兴趣
简要地说说热气球，并许诺课后一起探讨，让孩子们将精力
集中到老师的主题上来，以便活动顺利进行。

反思四：重视幼儿的探索让幼儿，在操作中获取知识和解决
问题。

在“美丽下落路”实验当中，所有的孩子都很感兴趣，他们
认真看自己的“路”是怎样下落的，仔细体验操作的乐趣，
在操作中进一步感受老师讲到的科学知识，并将其铭记于心。



存在问题：

1、准备不够充分，导致桌面与地面一团糟，应事先考虑周全，
不能有侥幸心理。

2、在活动中还应认真的观察孩子，倾听他们的谈话，在他们
的谈话中发现他们的兴趣和经验，激发孩子们主动学习。

3、对活动的组织调控能力还有待提高，调整的教育行为还比
较谨慎，不够大胆。

4、及时反思、整理思路的能力还不足，继续努力。

比脖子告诉我们道理篇三

1、学习用绕口令的形式，流畅、快速地朗读儿歌《房子》。

2、能认真倾听，读准相似字音方和房。

3、理解儿歌内容，感受语言的趣味性。

1、找一处可以用石头作画的场地。

2、教师示范用的纸、笔，小石头若干。

3、幼儿用书18页。

4、语言磁带。

绕口令的形式，流畅、快速地朗读儿歌《房子》。

读准相似字音方和房。

1、出示石头，激发幼儿活动兴趣。



（1）小朋友，老师手上拿的是什么？

这是一首带有游戏性质的童谣，我充分利用彩色小石子，引
导引导幼儿边念童谣，边用小石子在地上作画，体验语言的
趣味性，幼儿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在整个活动中的整体环
节我把握的比较好，幼儿被深深地吸引进去了。我发现了孩
子的兴趣对于一节活动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缺少经验，在最
后的活动环节中，没有对孩子活动前提出正确的规定，致使
最后有些混乱。我会吸取这次活动的经验教训，在以后的活
动中有更好的把控性。

比脖子告诉我们道理篇四

这是我第二次执教《七色花》这活动，从最前面的欣赏七色
花，有什么特点到接下来的欣赏故事，对故事的理解等环节
进行的都比较顺畅，因为幼儿对这个故事都比较感兴趣，听
的也相对比较认真，所以能按着老师的思路一直下来，并且
能达到一定的要求，能够简明并且完整的把故事的一些情节
有条理地说出来。孩子们能轻易的告诉我七色花有哪七种颜
色的花瓣，并且还能清楚地告诉我第一片花瓣是主人公珍妮
是把它用来找回家的路；第二片花瓣是把打碎的花瓶复原；
第三片花瓣是借着七色花的魔力去了北极的冰山上；第四片
花瓣是用来从冰山上回家的；第五片是因为自己羡慕别人有
玩具而用花瓣变出了很多很多的玩具；这6片花瓣都是小女孩
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的，但是在用掉这么多花瓣后才发现没
有得到真正的快乐。于是她把最后的一片花瓣用来了帮助残
疾的小男孩，让他能和健康的小朋友一起跑跑跳跳，终于在
这个时候珍妮才发现了用这七色花最后的一片花瓣给自己和
给小男孩带来了快乐。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班一调皮的男孩子
不服气了，便说：“我觉得去北极的那片花瓣才是最有意义
的！”

我没有忽略他的发言，想本次活动的主旨和重点不完全在于
理解故事的层面上，而是在今后能留给幼儿什么东西？带给



孩子们什么影响？那么究竟在孩子的心中哪一片花瓣是用的
最有意义的呢？虽然故事中是这样设计最后一片帮助小男孩
的花瓣是最有意义的。我想听听孩子们的心声，于是我将计
就计问道：“那么我请问在坐的小朋友，你们觉得是哪一片
花瓣用的最有意义呢？”

过度强调语文的教化作用，把我们的体验强加给孩子。让他
们失去了自己的见解！

比脖子告诉我们道理篇五

1、认读重点字词莲叶东西南北。

2、喜欢阅读古诗《江南》，能够理解诗歌内容。

3、通过游戏进一步增强同伴间的感情。

认读字词莲叶东西南北。

掌握诗歌内容。

1、字卡：绿色的东、红色的西、橘色的南、白色的北、莲花、
莲叶、莲蓬和莲藕。

2、莲花池挂图一幅。

3、江南课件。

一、猜谜导入活动。

一个小姑娘，长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衫，坐在绿船上。（猜
一种花）引出莲花、莲叶、莲蓬和莲藕，出示图片并配上相
应的字卡。



师：你们在哪里看到莲花、莲叶的？（出示挂图，认读江南）

二、认识重点字词。

1、出示莲叶师：这两个字叫莲叶，在这首诗里有没有莲叶这
两个字。（请幼儿上来找，并用笔把它圈起来。）一起认读。

2、认读东西南北。

师：（出示字卡）小朋友认识他们吗？在这首诗里找一找。

如：东诗里哪个字和它一样，把它圈起来，读一读并学组
词————东门、东面、东方、东风、东京、东
北——————如以上的方法学习西南北。

（为了让幼儿能较清楚地区分字，加上色彩，如：西瓜红，
出示红色字卡西，并让幼儿跟说；冬瓜绿；南瓜黄；北方冷。
）

3、游戏，复习巩固字词莲叶东西南北。

（1）游戏1：鱼儿游得对不对。

游戏玩法：请两个小朋友做莲叶，其他小朋友做小鱼，师扮
演鱼妈妈，活动室贴有东南西北的字。全体幼儿朗诵诗歌，
鱼妈妈、鱼宝宝边听诗歌边往莲叶的四个方向游。

（2）游戏2：团结一致躲鳄鱼。

游戏玩法：配班教师扮演大鳄鱼，师生扮演小鱼。引导幼儿
边念诗歌边游戏，念到哪句，就游到哪个方向的大莲叶下躲
起来。

三、认读古诗。



1、指着挂图教师带幼儿边认字边读古诗。

2、幼儿通过观看《江南》的动画片，理解诗歌内容。

3、教师引导幼儿去回忆诗歌中的诗句。

提问：这首诗歌真美。谁记住了这首诗歌的名字？你喜欢哪
句？还喜欢哪句？

4、幼儿看动画（动画没有声音）再次朗诵诗歌。接龙游戏念
诗歌。

5、小结诗歌内容：江南的莲叶很多，莲叶长的非常茂盛，池
塘里的小鱼在莲叶之间游来游去做游戏，一会儿游到莲叶的
东面，一会儿游到西面，一会儿游到南面，一会儿游到北面。
江南真美呀！

四、拓展幼儿的知识面。

师：你们去过江南吗？李老师带你们去看一看。江南有许多
地方，比如：苏州的园林、杭州的西湖、镇江的焦山、还有
我们的扬州瘦西湖都有美丽的景色，最美的还是我们的扬州。
（看课件让幼儿欣赏）

园长点评：

运用多媒体教学，幼儿在朗诵中学习，在表演中识字，孩子
们较顺利地掌握了本节课的重难点，愉快地完成了学习内容。

其实古诗对于5—6岁的孩子来说学习起来比较难，但只要方
法得当，利用现代化的脚下手段，实施起来一点也不像想象
中的那么难。

孩子在识字活动和游戏活动过程中都比较感兴趣。通过多种
形式的活动实施，能完成目标任务，通过活动开展，发现活



动的知识点很多时间较长，如果此活动针对大班幼儿来开展
就更好了。

比脖子告诉我们道理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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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脖子告诉我们道理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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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