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语言春天的草原教学反思 大班
语言春天的秘密教学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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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大班语言春天的草原教学反思篇一

《春天的秘密》是一首意境优美的儿童诗歌，诗歌中淅沥淅
沥的小河，随风飘扬的垂柳，飞翔在蓝天下的燕子，农民耕
种的身影，赞美了春天的美丽，大自然的神奇，给人以美的
陶冶和享受。与此同时，《春天的秘密》又是一首“循环反
复的句式”为主的诗歌，诗歌内容通俗易懂，贴近孩子的心
灵，很容易将孩子们带进大自然；虽然诗歌有六段，但却并
不难理解和记忆，因为它每段都在反复，只是换换角色而已，
再运用图书启发幼儿在欣赏活动中观察、发现自然界的变化，
感知春的意韵，并尝试仿编把对春天的理解表现出来，以此
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

首先通过完整欣赏诗歌和观看ppt课件，让孩子们的视觉和听
觉能先享受一番，能够感受到春天的美景和诗歌美的意境。
完整欣赏好后，我由浅入深提了几个问题，如诗歌的题目叫
什么？是谁告诉了我们春天的秘密？它们告诉我们春天的什
么秘密？孩子们能听出小河，柳树，桃花，燕子，小草，农
民伯伯等。

孩子们说对的我加以肯定，说得有偏差的我以诗歌中出现的
角色加以提炼和回应，比如，柳树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垂
柳”和小草有着一样颜色的是谁呢，老师听出来了，是麦苗
吧？和农民伯伯一起工作的拖拉机也说了春天的秘密，你们
听到了吗？他们告诉了我们春天的什么秘密呢？有的孩子听
到了：“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在孩子们理解熟悉诗歌以后，我进行了仿编环节，照着诗歌
中的句式仿编，以我班孩子的能力来说应该不难，可孩子们
的思路可能没有被完全打开，仿编的结果是有些孩子还沉浸
在诗歌中，编的句子是已经出现过的诗句，这时，我用小树
苗穿上了绿装，，引导孩子们想一想春天里还有谁呢，提醒
一下要编出诗歌里没有的句子。有静若，子涵，佳怡等小朋
友仿编的特别好。

大班语言春天的草原教学反思篇二

1 理解诗歌的内容及诗歌中表现的春天的趣味。

2 感受春天的美，激发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3 能分析诗歌情节，培养想象力。

4 引导幼儿细致观察画面，积发幼儿的想象力。

课件，三本书，绘画材料。

1 听着《春天在哪里》的音乐进活动室。

美丽的春天在哪里？美丽的春天还在春姑娘为你们带来的这
三本书里。

2 理解诗歌内容。

（1）出示第一本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彩色的书）猜
猜书里有什么？

3 整体欣赏诗歌，看课件。

春姑娘真能干，还把这三本书写进了一首好听的诗歌里，我
们一起听听。



4 欣赏诗歌，感受春天的美。

诗歌里说春天是三本书，是哪三本书？你最喜欢哪一本？

（1）欣赏第一段后提问：你最喜欢这本书里的哪一句话？

小池塘为什么笑？

（3）播发第三段。提问：你最喜欢听书里谁唱的歌？

5 朗诵诗歌

（1）让我们完整地听一遍这首春天的诗歌（再一次欣赏一
遍），小朋友可以轻轻的跟念，集体朗诵。

（2）和老师一起边看图边念这首诗歌。

（3）春天可真美，让我们一起用好听的声音来念这首诗歌。

（4）游戏：老师念诗歌的前半句，小朋友念诗歌的后半句。

6 制作封面，表现春天的美。

（1）把春姑娘带给我们的三本书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本美丽
的春天的书，我们一起为这本书做张好看的封面，好吗？幼
儿绘画。

（2）幼儿相互介绍自己画的内容。

（3）小朋友，美丽的春天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让我们一起
去找一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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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幼儿用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
观察、体验春天的特征。本活动采用挂图的方式让幼儿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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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了很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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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幼儿经过三年的幼儿园生活经验的积累后，他们对于春
天的季节特征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了解，所以创编对于他们
来说难度并不大。同时幼儿眼中的春天不仅仅是这些，他们
有自己的发现，更乐于自己去创造。

所以后来我给他们增加了自制小书的环节。引导幼儿运用简
单、明了、形象的简笔画形式为诗歌画出了三幅各具特色的
图，条理性更强，有效地吸引了幼儿学习的注意力，更能激
起幼儿学习的兴趣。这些自制小书也可为幼儿的复习活动提
供材料，提高幼儿自主复习的能力。我们可将幼儿的诗歌创
编也用这种图标的形式进行分类记录，把这本书作为幼儿对
春天的观察记录、学习记录。

大班语言春天的草原教学反思篇三

优点：

1、活动开始，教师结合图片和声音导入活动，从视觉和听觉
刺激孩子，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同时孩子们在用语言描
述看到、听到的春天过程中也为后面理解诗歌、仿编诗歌奠
定基础。

2、在引导孩子们理解诗歌环节中，教师采取了先整体欣
赏——分段理解的方法，在分段理解过程中，教师并没有死
教孩子，而是通过提问、观看图片、表演等方式引导孩子们
理解诗歌内容，感受春天的美景。特别是教师注重诗歌中细
节以及词汇方面的理解，如引导孩子们通过动作表现“垂柳
飘荡”。



3、教师有一定的课堂机智，在教学过程中能耐心等待幼儿，
能智慧处理课堂突发事件，如在引导孩子们理解“垂柳换上
嫩绿的春装”中，教师提问：春天还有什么也换上了嫩绿的
春装？有一个孩子回答：小河。这时教师能及时追问：为什
么你认为小河会换上嫩绿的春装？孩子回答不上来，这时教
师适时给予提醒：春天到了，小河会有什么变化？从中孩子
们思考：春天来了，小河里的水草变绿了，小河就像是换上
了嫩绿的春装。

4、在仿编环节中，教师给予孩子们思考和讨论的时间，在仿
编过程中教师给予一定的帮助，并引导孩子们朗诵仿编的诗
歌，使孩子们体验到成功感，感受仿编的乐趣。

不足：

1、导入环节以及理解诗歌内容环节所用时间有点长，导致后
面活动比较紧凑。

建议：活动中教师要学会把握课堂节奏，张弛有度，详略得
当。

2、在引导孩子们朗诵环节中，教师应采取多种方式引导孩子
们至少朗诵2——3次，这样孩子们才能真正理解诗歌内容以
及结构特点。

3、在第一次执教过程中，由于分析教材中只分析到了诗歌具
有循环反复的结构特点，在教学活动中也只引导孩子们观察、
发现这一结构特点，漏掉了诗歌“问答”的结构特点，因此
导致后面孩子们在仿编环节中不能正确按照诗歌结构进行仿
编。

建议：

（1）重新分析教材，改为：《春天的秘密》是一首以“循环



反复、问答的句式”为主的诗歌。

（2）教学活动中通过图谱等方式引导孩子们发现并了解诗歌：
循环反复、问答两种结构特点。

（3）如果孩子们在发现结构特点时说：“诗歌前面和后面是
一样的。”教师应追问：“哪里是一样的？”鼓励孩子们将
反复的句式朗诵出来，加深了解。

（4）鼓励孩子们分组以问答的形式朗诵诗歌，进一步理解诗
歌结构特点。

4、教师示范朗诵诗歌时每段之间注意可以有一定的停顿，使
幼儿在倾听中能更加明显地感受到段与段之间区别。

5、本次教学活动中教师采取了原来诗歌的前三段，但是发现
孩子们对于“河水淅沥淅沥”不是很能理解，而且“小河里
的冰融化了”与现在气候特征差异太大，因此建议再次重组
教材，选取原教材中的第2、3、4段开展教学活动。分享：

大班语言春天的草原教学反思篇四

引导幼儿感知春天气候和树木、花草的'变化，初步了解春天
的基本特征，感受春天的美。

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及动手操作能力和集体
协作的能力。

激发幼儿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了解春天的基本特征活动难点正确粘贴画

物质准备：大背景纸一张；剪好的春天各种景色的小图片若干
（太阳、云朵、燕子、布谷鸟、小草、各色花儿，柳树叶儿，



迎春花、蝴蝶、蜜蜂）。

导入：

谈话：春天有什么变化？春天的美体现在哪些地方？

基本环节：

1、欣赏歌曲《春天来了》并讨论：歌曲中的春天是什么样子
的。

2、把春天搬到画面上：教师在背景纸上示范贴出太阳、云朵
和小燕子；幼儿自选并说出所喜爱的景色图片，粘贴到背景
纸上。

3、全体幼儿共同欣赏自己的作品，鼓励幼儿大胆评价。

结束：和小朋友们一起将作品贴到走廊的墙面上装饰环境。

活动延伸离园接待时幼儿带领家长参观作品，鼓励幼儿大胆
说出自己的想法。

大班语言春天的草原教学反思篇五

【导语】本站的会员“aaaqqqq”为你整理了“大班语言诗歌
教案及教学反思《春天》”范文，希望对你有参考作用。

活动目标：

1、理解诗歌的内容及诗歌中表现的春天的趣味。

2、感受春天的美，激发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活动准备：



课件，三本书，绘画材料。

活动过程：

1、听着《春天在哪里》的音乐进活动室。

美丽的.春天在哪里?美丽的春天还在春姑娘为你们带来的这
三本书里。

2、理解诗歌内容。

(1)出示第一本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彩色的书)猜猜书
里有什么?

(2)出示第二本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边打开边问)

谁在书里笑了?(小朋友)，小朋友是怎么笑的?小朋友为什么
笑了?

(3)出示第三本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边打开边问)

是谁在唱歌，它是怎么唱的?谁还会在春天里唱歌?

3、整体欣赏诗歌，看课件。

春姑娘真能干，还把这三本书写进了一首好听的诗歌里，我
们一起听听。

4、欣赏诗歌 ，感受春天的美。

诗歌里说春天是三本书，是哪三本书?你最喜欢哪一本?

(1)欣赏第一段后提问：你最喜欢这本书里的哪一句话?

(2)春天还是一本会笑的书，我们一起看看(欣赏)。谁在



春天里笑了?还有谁也在春天里笑了?小池塘是怎样笑的 ?

小池塘为什么笑?

(3)播发第三段。提问：你最喜欢听书里谁唱的歌?

5、朗诵诗歌

(1)让我们完整地听一遍这首春天的诗歌(再一次欣赏一遍)，
小朋友可以轻轻的跟念，集体朗诵。

(2)和老师一起边看图边念这首诗歌。

(3)春天可真美，让我们一起用好听的声音来念这首诗歌。

(4)游戏：老师念诗歌的前半句，小朋友念诗歌的后半句。

6、制作封面，表现春天的美。

(1)把春姑娘带给我们的三本书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本美丽的
春天的书，我们一起为这本书做张好看的封面，好吗?幼儿绘
画。

(2)幼儿相互介绍自己画的内容。

(3)小朋友，美丽的春天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让我们一起去
找一找吧!

活动反思：

《纲要》中指出：要“引导幼儿接触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使之感受语言的丰富和优美，并通过多种活动帮助幼儿加深
对作品的体验和理解。”具体地说，就是要培养幼儿爱听、
爱看、爱讲、爱表演儿童文学作品，能理解并复述简短的儿
童文学作品。



大班语言诗歌春天教案

大班教案：春天诗歌

诗歌春天大班教案

大班诗歌教案：春天

幼儿语言春天诗歌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