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语言活动教学反思(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大班语言活动教学反思篇一

1．感受雪花飞舞的诗歌意境，理解诗歌内容。

2．学习朗诵诗歌，用适宜的语言和动作表现诗歌的意境。

1．经验准备：

和幼儿一起了解芦苇荡的景色，感知芦花的外形以及芦花随
风飞舞的样子。

2．环境材料准备：

(1)配乐多媒体课件，内容为：大片的芦苇荡开满了芦花，雪
白一片。风一吹来，白色的芦花随风飞舞。此时，天上渐渐
飘下雪花，一片二片三四片，越来越多。漫天飞舞的雪花和
随风飞舞的芦花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分不清是芦花还是雪花
的美丽场景。

(2)用大块白色纱巾饰芦花，用小块纱巾饰雪花。

(3)自制的麦克风若干(也可以是积木等替代物)。

一、欣赏视频，感受意境美

1．谈话切入主题。



师：冬天，你们会盼望下雪吗?为什么?

幼：可以打雪仗／可以堆雪人／可以滑雪……

师：下雪天可以做这么多有趣的事情，想想都好玩吧?

2．欣赏小视频，感受漫天飞舞的雪景和意境。

师：这么多小朋友盼望下雪，我们来看一段下雪的视频
吧。(播放视频。)

师：除了雪，你还看到了什么?芦花是怎么样的?芦花怎么样
在动?

师：雪花下着下着落到哪里去了?雪白的雪花落到白白的芦花
丛芦花?

师：看见漫天飞舞的雪花落人迎风摇曳的芦花丛中，你有什
么样的感觉?

师：看见漫天飞舞的雪花落入迎风摇曳的芦花丛中，有的小
朋友觉得有点冷，大部分小朋友觉得景色很美，很开心。下
雪天的确有点冷，不过下雪天的景色真是越看越喜欢，也只
有在寒冷的冬天我们才能等来下雪的日子，欣赏到下雪的美
景。

二、学习理解诗歌，诵读诗歌

1．引入诗歌。

(如果幼儿说是赞美的意思，教师可追问“你是怎么知道
的?”一般幼儿会和《咏鹅》这首诗做一个链接。如果幼儿不
能说清楚，教师可说：“等我们读一读后你可能就会知道是
什么意思了。”)



2．教师诵读，幼儿倾听。

师：下面我来做诗人，朗诵一遍《咏雪》这首诗。(教师边念
边用简单的手势动作表现。教师的手势动作设计建议如
下：“一片两片三四片”，手掌摊平作接雪花状，随着诗歌
节奏两只手依次往上叠加；“五片六片七八片”，同样的动
作重复一遍。“九片十片”，伸出食指做点数状；“千万
片”两只手臂从胸前划圆向上伸举；“落入芦花看不见”，
双臂左右摇摆由上慢慢往下。)

师：你觉得诗人一边念一边在干什么?

师：你们眼睛真亮，看出来诗人一边朗诵诗歌一边在数雪花。

3．师幼共同朗诵。

(1)师幼共同朗诵第一遍。

师：下面我们一起来边朗诵诗歌边数雪花。

(幼儿跟着教师一边做数雪花的动作一边朗诵诗歌。)

(2)师幼共同朗诵第二遍。

师：我们一起再来一遍。(师幼再次边做动作边朗诵：)

师：诗歌里数雪花从一数到了十，为什么没有接着数?诗歌里
是用了怎样的词语来表达?

师：是啊，雪花一开始比较少，我们可以一片、两片、三
片……十片这样数，到后来越来越多，多得数不清了，诗歌
里就用了“千万片”这个词来表达，说明雪花真是太多太多
了。

(3)师幼共同朗诵第三遍。



师：我们再来边数雪花边朗诵一遍，大家做动作的时候要把
雪花从少到多的样子做出来哦。(师幼朗诵。)

师：诗歌的最后一句说了什么?千万片雪花落下来，为什么又
说不见了呢?

师：原来白色的雪花落入白色的芦花里面，两种白色混在一
起雪花就看不见了。

师(小结)：寒冷的冬天，下雪了!天上飘下一片又一片雪花，
雪花越来白的芦花丛中，看起来分不清到底是雪花还是芦花。
师：现在你们知道《咏雪》是什么意思了吗?在你会念的诗歌
里，有没有题目里也带着“咏”字的?诗人看到下雪很喜欢，
就写了这首诗歌来赞美雪，题目就叫“咏雪”。

(4)师幼共同视频)。

师：我们再一起来朗诵这首诗歌《咏雪》。这一次我请一个
小朋友在看见视频里天上飘雪花时马上喊一声“下雪了”，
然后大家开始朗诵诗歌。

三、角色扮演，表达表现

1．师幼表演。

师：如果我们把自己装扮成洁白的雪花和芦花来表演，是不
是一件令人开心又美好的事情呢?有雪花、芦花和诗人三种角
色可以选。

(初次表演时，幼儿都沉浸在用白纱巾装扮、表现上，大多忽
略了诗歌的内容，于是，在第一遍表演后，教师组织了幼儿
讨论、交流扮演的情况。)

师：刚才扮演雪花的人是怎么出场的?



幼：一起出场的。

师：诗歌里是怎么描写刚刚开始下雪的场景的?

幼：一片、两片、三四片……

师：一开始，一片两片三四片，雪花比较少的时候，怎么表
现比较合适?

师：你们说得不错，刚开始“雪花”出来得比较少，后来才
慢慢地多起来，是根据诗歌内容和节律有顺序地一个个出场
的。你们自己商量一下顺序吧。

2．幼儿表演。

“千万片”的时候可以怎么做?手呢?怎样表现“落人芦花”
的景象呢?

3．想象改编。

师：雪花落人芦花看不见，雪花落人哪里也会看不见呢?你会
模仿诗人编最后一句诗吗?请每个人想一想、编一编。

附：

咏雪

一片两片三四片，

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千万片，

落入芦花看不见。



大班语言活动教学反思篇二

1.理解故事，感知“胖和瘦、又大又圆和又长又细”，学习
其他反义词。

2.借助教师提问和画面提示，比较故事画面中的异同，感知
黄瓜和西瓜的生长过程和外形特征。

1.幼儿已会玩瓜瓜蹲的游戏。

2.故事ppt。

3.胖奶奶和瘦爷爷指偶个一个。

一、教师分别用左右手手指操纵胖奶奶和瘦爷爷指偶，通过
情景对话引出故事。

胖奶奶：嘿！我是胖奶奶。

瘦爷爷：嘿！我是瘦爷爷。

胖奶奶：我最爱种瓜。

瘦爷爷：我也爱种瓜。

胖奶奶：我种的瓜又大又圆

瘦爷爷：我种的瓜又细又长。

胖奶奶和瘦爷爷中的是什么瓜呢？他们的瓜是怎样长大的呢？

二、初步感知故事内容。

1.教师播放ppt讲述故事。



2.请幼儿根据图片说说胖奶奶和瘦爷爷种的各是什么瓜。

出示实物香瓜和黄瓜，请幼儿观察后说说西瓜和黄瓜的外形
特征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可以从外形、色彩等方面比较）

3.教师朗诵诗歌第二遍，边讲边提问并在黑板上用简单的图
示表示西瓜和黄瓜的生长过程。

胖奶奶拿了一粒瓜子，把它种在泥土里。

瘦爷爷也拿了一粒瓜子，把它种在泥土里。

胖奶奶的瓜子发了芽，瘦爷爷的瓜子呢？

胖奶奶的瓜藤儿王地上爬。

瘦爷爷种的瓜藤往哪里爬？

胖奶奶种的瓜开了花，瘦爷爷种的瓜也开了花。

胖奶奶种的瓜，花儿谢了结了小瓜。瘦爷爷种的瓜，花儿谢
了也结了小瓜。

长呀长呀，哇，胖奶奶种的瓜和胖奶奶一样，又大又圆，那
是什么瓜？（西瓜）

长呀长呀，嗨，瘦爷爷种的瓜和瘦爷爷一样，又细又长，那
是什么瓜？（黄瓜）

提问：香瓜和黄瓜的生长过程中有什么是一样的？什么地方
是不一样的？

三、瓜瓜蹲游戏

1.请男孩当黄瓜，女孩当西瓜，玩瓜瓜蹲游戏。



2.男女生互换第二次游戏。

大班语言活动教学反思篇三

1、理解故事，激发幼儿对绘本的阅读兴趣。

2、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树立一定的自信心。

相关教学课件、绘本人手一本。

一、 谈话导入活动，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出示绘本的封面，认识章鱼。

师：小朋友们，看！这是谁呀？他有几只脚？哇！这么多脚，
他会用来干什么？

二、 引导幼儿阅读绘本，理解故事内容。

1、播放课件，教师边讲述边提问，帮助幼儿理解画面内容。

（1）师：对呀，章鱼在给小鱼挠痒痒，小鱼们开心吗？你怎
么看出来的？

（2）请幼儿也来挠一挠痒痒，说说感受。

师：看来，挠痒痒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我们也来和小伙伴
一起挠一挠。

师：呀！挠痒痒真好玩，那是不是不管什么时候乱挠痒痒都
很好玩，很开心的呢？故事里的这只章鱼就是一只喜
欢“乱”挠痒痒的章鱼。

（3）师：章鱼还给谁挠了痒痒？他们是不是和小鱼一样那么
高兴呢？你从哪里看出来的？但是章鱼没有把海星和螃蟹的



感受放在心上。

（4）师：有一天章鱼终于闯祸了，他闯了什么祸？那章鱼会
怎么做呢？

2、幼儿尝试自主阅读绘本，了解章鱼追寻珍珠的过程中发现
了自己的长处和优点。

师：对的，章鱼确实是这么做的，而且在找的过程中他遇到
了很多的事情。请小朋友们从椅背后面轻轻的拿出书本，翻
到第9页，从第9页开始一页一页慢慢看，每一页都要看仔细，
看看章鱼在找珍珠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朋友们都看好了，那轻轻的把书合起来，竖着放回原处。

教师提问：谁来分享一下你看到的故事？

（1）章鱼在水中追赶珍珠，它发现自己能快速游动的本领。

（2）珍珠掉到了海底，章鱼追到那里，它发现自己可以潜到
很深的海底。

（3）珍珠掉进了石缝，章鱼跟着钻了进去，它发现自己拥有
很软的身体，这也是它的本领。

（4）找到珍珠时碰到了凶猛的鳗鱼，这时章鱼发现自己还有
喷墨逃避敌人追赶的本领。

师幼小结：章鱼发现了自己速度快、潜的深、身体软、能喷
出弄墨水的本领。

3、最终章鱼将珍珠还回去，一起感受章鱼发现自己优点的快
乐。

经过这次的事情，以后章鱼不会乱挠痒痒了，它可以用自己



发现的本领帮助小动物做些什么事情呢。

4、引导孩子完整讲述故事，回忆章鱼发现自己本领的过程。

师：这个故事真是有趣又惊险，我们一起来讲一讲这个好听
的故事，把书翻到封面，故事的名字叫xx作者是xx翻过扉页，
把书轻轻翻到第一页。

提问：这回章鱼会在什么时候乱挠痒痒呢？

三、引导幼儿发现自己的优点、树立一定的自信心。

2、这些优点可以做什么有用的事情。

3、教师小结：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章鱼就是在实践中发
现的，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也要多多实践，发现自己更多的
优点。

大班语言活动教学反思篇四

1、理解古诗的内容，学习有节奏地朗诵古诗，感受韵律美。

2、理解古诗中有关字词的含义，萌发对祖国的美好河山的喜
爱。

3、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4、能自由发挥想像，在集体面前大胆讲述。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1、幼儿用书19页。

2、挂图《绝句》。



3、语言磁带。

活动重点：

学习有节奏地朗诵古诗，感受韵律美。

活动难点：

理解古诗中有关字词的含义。

1、出示挂图，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2、启发幼儿讲述画面内容，学习古诗。

（1）教师以提问的方式启发幼儿描述画面内容。

（2）在幼儿讲述的基础上，用古诗的第一句话进行概括，学
习相关字词。

3、完整地欣赏古诗。

（1）这四副图连起来就变成了一首优美的诗，题目叫《绝
句》，大家来欣赏一下吧。

（2）播放录音，幼儿欣赏，进一步学习古诗《绝句》。

（3）引导幼儿理解古诗的内容和意境。

4、幼儿和老师一起朗诵古诗。

5、简要介绍古诗的作者--杜甫。

大班语言活动教学反思篇五

在幼儿语言教育活动中,童话故事题材作品由于符合幼儿的.



年龄特点,能够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容易被幼儿所感知和接
受，于是这节语言活动课我选择了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
孩》这个内容简单。描写细腻，情感丰富的童话作为欣赏教
材。

1、学会本课生字生词，理解并掌握故事内容，并能有感情的
朗诵。

2、体会故事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激发幼儿同情心及爱心。

3、尝试用自己的行体态语言和口头语言有表情的朗读卖火柴
的小女孩。

4、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5、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教学重点：让幼儿理解并掌握故事内容。

教学难点：激发幼儿对小女孩悲惨遭遇的同情，对未来美好
生活的向往，培养富有同情心的善良品德。

课件《卖火柴的小女孩》，故事的图片。

1、导入：运用问题，引出主题，激发幼儿兴趣。

师：孩子们，每年过年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过的？可是有一
个小女孩在除夕夜里没有回家，她光着脚在街上卖火柴，你
们知道她是谁吗？她发生了什么事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卖火柴的小女孩》吧。

2、整体欣赏课件，引导幼儿理解故事内容，初步感受故事中
的悲惨气氛。

3、分段欣赏，通过问题感受并理解小女孩擦亮火柴时的心情



怎样，为什么会这样，激发幼儿感情的升华。

（1）故事的名字是什么？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童话里
有谁?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2）小女孩擦亮第一根火柴时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呢?

（3）擦亮第二、三、四根火柴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4、讨论交流

鼓励幼儿在理解的基础上复述故事。 请幼儿想一想你如果遇
到这个小女孩,你会怎么做?

5、情境游戏，加深理解。

让幼儿自己选择故事中的角色，根据自己对故事和角色的感
受尝试表演《卖火柴的小女孩》。

6、结束活动：完整重温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

7、活动延伸：请幼儿在家长的帮助下阅读安徒生的其它童话
故事。

《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安徒生的一篇著名童话，它讲了一个
卖火柴的小女孩大年夜冻死在街头的故事。作者通过这个故
事，表达了对穷苦人民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课文重点是写
小女孩五次擦燃火柴，从火柴亮光中看到的种种幻想。而在
现实生活中，小女孩又冷又饿，没有欢乐。这些幻觉是她在
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得到的，因而在她临死前产生了这样的
幻觉。这些幻想与小女孩的现实处境形成强烈的对比，更衬
托出小女孩的可怜和悲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