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语言上学期活动教案及反思(模板5
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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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语言上学期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一

1、理解故事内容，重点了解乌龟是怎样机智地对付狐狸的。

2、学习用语言、动作大胆地表现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尽量表
现作品所蕴含的幽默感。

故事磁带、图片。

1、完整欣赏故事。

――有一只聪明的乌龟战胜了狡猾的狐狸。今天，老师就讲
一讲聪明的乌龟的故事。

――完整欣赏故事录音一遍。

――故事里有谁？乌龟对付狐狸的办法聪明吗？

2、幼儿看图片分段讨论。

――观察第一、二、三幅图，说说狐狸和乌龟发生了什么事。

――观察第四幅图。狐狸想吃乌龟，乌龟怎么办？

――观察第五幅图，引导幼儿重点讨论：乌龟怕摔、怕火，
为什么还让狐狸把它摔到天上，扔进火盆呢？（鼓励幼儿两



两结伴有表情地分角色对话）

――观察第七、八幅图，引导幼儿看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3、角色对白。

――教师既当叙述人，又当狐狸，与理解力、表现力都比较
强的幼儿进行绘声绘色的对白。

――在前一轮对白的示范下，教师引导幼儿学习对白。重点
引导幼儿注意讲述时的语气、语调和表情。帮助幼儿理解乌
龟的聪明机智。

建议

1、活动前幼儿已对乌龟的身体特征和生活习性有了一些了解，
这样幼儿就能理解乌龟的聪明与机智了。

2、为了使讨论的问题情境集中在乌龟如何机智地对付狐狸上，
开头的乌龟救青蛙这一部分可以一带而过。

3、“角色对白”要将狐狸貌似狡猾，实乃愚蠢：乌龟表面可
怜，实则机智的内涵表现出来。角色对白可集中在“狐狸实
在饿，慌了”直到结尾这部分进行。

大班语言上学期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二

了解老北京的特色叫卖吆喝，体验生活，从中学会怎样做人。

自制：糖葫芦（山楂、草莓、橘子瓣、山药等），相声小品
《卖冰糖葫芦》视频。

一、甜甜糖葫芦。

1、播放歌曲片段《冰糖葫芦》，通过歌词回忆提问，引出今



天的活动，并出示自制山楂串葫芦。

2、谈话引导幼儿回想自己吃过或见过的糖葫芦。（小朋友们
还记得糖葫芦除了山楂做的，还有什么样的吗？橘子瓣、山
药……）

3、根据幼儿回忆，出示其他品种的糖葫芦，草莓、橘子瓣、
山药（豆）等。

二、相声小品《卖冰糖葫芦》

1、教师扮演卖冰糖葫芦的人，唱买糖葫芦，引出相声小品
《买冰糖葫芦》，幼儿观看欣赏。

（我吆喝的像卖糖葫芦的吗？不像、像。那接下来请小朋友
欣赏一段相声小品《买冰糖葫芦》，你们注意观察小品中买
糖葫芦的是怎么做的。）

2、幼儿欣赏小品后提问：

小品中都有谁？卖糖葫芦的是怎么吆喝的？后来发生了什么
事情？小姑娘是怎样做的？

3、讨论：小姑娘那样做对不对？她为什么要那样做？

假如你是卖糖葫芦的，你会怎么做呢？

三、我来演幼儿学习吆喝唱卖糖葫芦，模仿小品中人物的语
气对话，并进行分角色表演。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卖冰糖葫芦嘞，又好吃又好看又便
宜的冰糖葫芦嘞"。）

制作糖葫芦串。



小品简略内容：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卖冰糖葫芦嘞，又好吃又好看又便宜
的冰糖葫芦嘞"卖糖葫芦的喊。妈妈给了小姑娘一元钱，小姑
娘边唱边跳出门了。碰到一个叫卖糖葫芦的，他想买，糖葫
芦一元一支，小姑娘还价五毛，卖糖葫芦的不卖。一会又来
一时髦女郎，卖糖葫芦的急忙揽生意，时髦女郎给十元买一
串，找9元，时髦女郎尝过糖葫芦后说酸，就随手扔掉了。卖
糖葫芦的四处看没人注意捡起来又重新卖，小姑娘发现后用1
元钱买下后扔进了垃圾桶。

设计思路：我班主题活动为"我爱北京"，老北京吆喝是北京
的一大特色，通过欣赏相声小品活动，可以让幼儿体验感受
叫卖吆喝的艺术特色，对北京有另一面的认识。另一方面是
学会做事、做人。

大班语言上学期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三

1、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

2、通过绘画感受想象力的神奇和美好。

3、能表现动物的特征和完整构图。

【活动准备】

1、绘本ppt。

2、a4纸、油画棒、记号笔。

【活动过程】

一、回忆绘本内容



师：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昨天我们一起分享的绘本《疯狂
星期二》吗?

幼：记得

师：这本书说了什么故事?

幼儿发言，教师随机根据幼儿内容展示ppt

二、分享自己喜爱的动物，引导幼儿说出自己的疯狂星期二

师：看来你们都很喜欢这本书，那么有谁愿意跟大家说一说：
你最喜欢什么不会飞的动物。它会在星期二发生什么疯狂的
事情。

幼儿自由发言，教师随机出示动物形象

三、引导幼儿发现构图特点(动物飞在天上，与平时构图位置
不同)

师：你们的星期二听起来真疯狂，那么它们飞起来以后看到
了什么?

幼儿自由发言

教师总结：它们飞起来以后看见了屋顶、小鸟、白云……

四、共同完成图片

师：老师最喜欢的动物是小兔，它在疯狂星期二这天也飞起
来了，它飞起

来以后和白云、彩虹一起开心的玩耍，那么能请你们一起帮
我完成这幅画吗?



幼：可以

师幼共同完成画，引导幼儿注意观察动物的位置。

五、幼儿独立完成绘画

师：谢谢你们帮我完成了我的画，现在用你们能干的小手画
出你们心中的疯狂星期二吧。

大班语言上学期活动教案及反思篇四

1、熟悉田里常见的工具，练习“挖、“插、铺”等的田间劳
动技能，激发幼儿对简单田间劳动的兴趣。

2、增进对植物宝宝的情感，帮助蔬菜宝宝顺利过冬。

3、体验合作成功的快乐。

【活动准备】

各种劳作工具、“盖大棚秘籍”四本。

【活动过程】

一、幼儿围坐在草地，观察果树林里的植物的变化。

现在是什么季节?气候变得怎样了呢?我们小朋友有什么变化
呢?

果树林里的植物有什么变化?种植园里的植物宝宝会怎样呢?

二、探讨保护植物宝宝的方法。

三、探讨“盖棚秘籍”的步骤。



小组看“盖棚秘籍”的步骤，看明白的地方和同伴说说，不
明白的地方稍后大家一起来商量。

四、看图示尝试动手盖大棚。

三人一组，合作完成。提醒注意事项：(1)按照宝典里的步骤
操作(2)操作过程中注意安全。

五、总结。

延伸：帮弟弟妹妹的植物宝宝铺草。

【教学反思】

本节活动我设定为大班的一节综合活动。在活动设计上我主
要考虑有如下几点：

1.如何突出课题。园长室给我的课题是“给植物带大鹏”，
这从字面上理解像是让孩子进行技能操作。但是如何让这个
复杂的技能变成孩子自己自主操作呢?我采用了图示进行，根
据大班孩子的年龄特点，他们对图示的理解有了一定的水平，
而且对他们来说也是有趣的挑战，因此，我将盖大棚的步骤
通过图示的方式展示，让孩子自己看图示操作。考虑到孩子
能力的差异，我引导孩子看懂的地方可以和同伴说说，看不
明白的可以同伴讨论，让幼儿在和同伴的交流碰撞中学会盖
棚的步骤。

2.合作很重要。活动中幼儿分成四组，每组三人。在活动开
展之前，我就告诉孩子：今天要完成的是小组任务，如果小
组合作不好，任务很难完成。这句话大大增强了孩子合作的
意识。在活动中我也充分强调了合作：看图示时一组一本，
小组先商量图示交流，然后再集体交流，在集体交流时请小
组推荐一人介绍，这也增强了幼儿小组主人翁的意识。最后，
在幼儿实地操作前我再次强调了：小组合作很重要。从活动



效果来看，孩子们小组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

不足：

1.幼儿安全问题。在当初设计活动时我充分考虑了所有安全
问题，如：小铁锹的使用安全、砖头的拿放安全、竹片插弯
的安全。但是粗心大意，却忽视了身边的建筑物的安全。

2.还可以再放手让孩子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设计操作步骤，让
孩子有更多地自主权。

大班语言上学期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五

1.在观察熊猫的基础上，尝试用各种的形式大胆创作，表现
出不同动态的熊猫形象。

2.喜欢熊猫，有保护熊猫的意识。

1、熊猫身体各部分的图片、熊猫各种动态的课件。

2、油画棒，水彩笔、彩泥、垫板、卡纸等。

一、以猜谜活动为导引，引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1.教师：圆圆的脑蛋，黑黑的眼框，身穿黑白衣，爱吃嫩竹
子。2.教师告诉幼儿熊猫是我国的珍稀动物，是国宝，我们
人人爱护大熊猫。

二、出示熊猫图片，引导幼儿观察熊猫的外形特征。

1.提问：

(1)熊猫长得什么样子的?熊猫哪个部位的毛是黑色的，哪个
部位的毛是白色的?



(2)熊猫的头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

(3)熊猫的眼睛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

(4)熊猫的耳朵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

(5)熊猫的身体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

(6)熊猫的四肢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的?

1.熊猫的头圆圆的，耳朵半圆，熊猫的身体胖胖的，象个气
球，四肢短短的，有点象椭圆形，它的身上有黑色和白色的
毛。

三、游戏体验感知熊猫的动态。

1.今天请老师也请了一只大熊猫和小朋友一起玩，熊猫的做
什么动作，你们就做出这样的动作，看谁做的最像。

2.两人一组，一人当熊猫，做熊猫的各种动作，一人用图片
摆动作。两人交换角色继续游戏。

四、幼儿创作表现。

1.提出要求：

(1)今天老师给小朋友提供了水彩笔、油画棒、橡皮泥等这些
材料，小朋友们可以画出熊猫来，也可以用彩泥捏出熊猫来，
再添上美丽的背景。在创作过程你要先想想你表现的熊猫在
哪里，和谁在一起，它们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

(2)老师音乐响起你就开始，音乐结束了你就把工具收拾好，
将作品贴到展板上

2.创作表现，教师巡回指导。重点指导幼儿画出不同动态的



熊猫，并添上背景。

五、请小朋友将自己画好的作品贴到展板上，向同伴们介绍
你的熊猫在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