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言画月亮活动反思 月亮船教学
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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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画月亮活动反思篇一

之前对于语言活动的理解比较狭隘，就拿故事活动来说，通
常很片面的让孩子理解故事内容，能够回答老师提出关于故
事中的问题，而却忽视了很多语言活动的精髓。通过这次
《月亮船》活动的实施，自己对语言活动的认识有了一些提
升。下面我结合这次语言活动《月亮船》谈谈我的一些粗浅
的看法。

1．要将幼儿置于故事之中，学会移情蒲公英迷了路，急得哭
了起来，第一次实施时，没有注意到这一情感要素，只是一
带而过。其实，我们可以让孩子结合自己的经验，换位思考，
如果是你迷路了，你心里会怎么样？自然而然地让孩子们体
验到迷路的那种害怕、紧张、难过的心情，进而感受到蒲公
英的无助和伤心，它是多么想快点回到自己的家呀！自然地
导入了接下来的故事。

2．在初步欣赏故事时，设置的悬念、提问要抓住主线，要让
孩子们听完故事就能记住大概。

3．教师要勇于接住孩子抛过来的球，及时给予回应，丰富孩
子的经验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孩子们在回答老师的提
问以后，我们置之不理，或者说只是用一些无效语言
如，“恩”，“你说的对”而没有接住孩子抛过来的球，给
予孩子积极的应答。



4．师幼之间要有互动性，以“幼儿为主体”在提问蒲公英的
家有哪些世界之最时，教师通过ppt超链接了相应的图
片。“蒲公英的家有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你知道世界上
最大的广场是什么吗？”“天安门广场。”孩子们回答完以
后，教师就直接把一些有关天安门的知识告诉了幼儿，却一
直没有给幼儿说的机会，其实孩子们对于天安门可以说出很
多的话题，可是说话的机会却被老师所忽视。成了老师讲，
孩子们听，自然失去了课堂的活跃性。

5.选择幼儿会说，有话说的话题在最后的环节，原来是让孩
子们说说自己的祖国有什么美丽的景色，孩子们的回应很平
淡，只有几个孩子知道一些景点，气氛也不活跃。当改为请
孩子们谈谈自己的家乡太仓有哪些美景时，“南洋广
场”，“人民公园”，“金仓湖”，孩子们一个个都争先恐
后地想发言，气氛非常活跃，孩子们发言的积极性非常高，
对于他们而言，太仓才是他们所熟悉的，有话说的，贴近他
们生活的。在他们发言的时候，老师可以感觉地出一种作为
太仓人的自豪感从孩子们的动作、语气中透露出来。这才是
成功的。

总之，语言活动要以幼儿为主，创设一个幼儿敢说，想说的
语言环境。同时要将情感渗透在活动之中，而不是单纯的语
言交流。

语言画月亮活动反思篇二

教学目的要求：

l. 会看拼音读课文，做到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 通过观察插图，理解课文，能正确回答课后第2 题，会复
述课文。

3. 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教育学生遇事多动脑，勤思考，不



要盲目去做，不然，就容易做出傻事来。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体会猴子们捞月亮前的表现，这故事说明了什么问题。

教学时间：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揭题、审题。

1. 今天我们学习童话故事《捞月亮》。( 板书课题)

2. “捞”是什么意思，看到题目你想知道什么？( 谁捞月亮？
为什么捞月亮？怎样捞？捞的结果怎样？)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 借助拼音读课文，把不懂的词语画出来。

2. 指名分节读课文，其他同学思考：课文写了谁的一件什么
事？( 一群猴子不懂得井里是月亮的影子，盲目地到井里捞
月亮的事。)

三、细读课文，理解内容。

1. 同学们刚才提出了问题，现在我们就仔细读课文，看看猴
子们到底为什么要捞月亮，怎样捞的，结果怎样？请按下面
的学习方法读书。

(1) 找出对应的内容读一读。

(2) 画出重点词语，用自己的话说一说。



(3) 再有感情地读一读。

2. 集体讨论。

(1) 指名读1-4 自然段，说说猴子们为什么要捞月亮？( 小
猴子、大猴子、老猴子、一群猴子都发现月亮掉到井里，所
以他们大叫，准备捞月亮。)

提示：大家看看，这些猴子大叫之前，有哪些不相同的词，
请拿笔画出来。( 跟着，也跟着，大家跟着) 想想他们叫之
前，动脑筋想了吗？( 没有) 从哪看出来的？( “一看”接
着就叫起来。这些词说明它只看了一下，没仔细看清楚就叫
起来) 其余的猴子呢？( 都和这个小猴子一样，没有认真动
脑筋，看一眼就跟着叫起来) 他们叫时什么心情？( 小猴子
惊奇、焦急，其他猴子着急)

大家想想应该怎样读才能让人感到他们很焦急？

试读、自由体会、教师指导、指名读。

回忆刚才的学习过程，归纳学习方法：找、画、说、读。

(2) 那么猴子们是怎样捞月亮的，结果怎样？按刚才的学习
方法，自己再学。

学习5-6 段时，教师要半扶半放，帮助学生找出“倒挂、拉
住、接、伸”，

看图解释一下这些词，说说他们按什么顺序排列，为什么这
样排列？然后用自己的话说说猴子是怎样捞月亮的。

(3) 学习第七自然段，让学生运用学习方法，自己说说捞的
结果，指导朗读，注意把猴子在“月亮不见了”时他们伸着
脖子找月亮的心情表达出来。



四、再读课文，体会中心。

1. 提问：刚才同学们仔细读了课文，知道猴子们并没有捞到
月亮，那他们为什么没有捞到月亮？错在哪？( 提出问题)(
因为小猴子不动脑筋，看见井里的月亮就叫起来，大猴子该
想一想，老猴子更应该动脑筋了，数它有经验，可它们都不
动脑筋，盲目地跟着喊，急着到井里去捞月亮，结果是水中
捞月一场空，白费劲儿。它们错就错在，遇事不动脑筋，就
盲目跟着去做。)

2. 揭示学习方法：

(1) 自己再从头到尾读课文，小声说一说。

(2) 小组讨论。

(3) 全班讨论。

五、学了这篇童话，你懂得了什么？( 遇事要多思考，不要
盲从)

第二课时

一、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二、看图复述故事。

三、综合练习。

1.组词。

挂( ) 到( ) 候( ) 劳( )

娃( ) 倒( ) 猴( ) 捞( )



2.填写并回答问题。

(1)填空：猴子们( )了井旁边的大树。老猴子( )在树上，(
)

大猴子的脚。大猴子也( )着，( )另一猴子的脚。猴子们就
这样( )一直( )井里头，小猴子( )最下面。

(2)猴子们是按怎样的顺序排列倒挂的？(老猴子、大猴子、
另一只猴子、小猴子)

[捞月亮(网友来稿) 教案教学设计]

语言画月亮活动反思篇三

本星期随着国庆节的到来，主题自然而然就变成了《我的祖
国叫中国》，到了大班，认知水平相对于中小班来说已经有
了很大的提高，在大主题下的小主题中，我在语言领域的选
择上，进行了筛选，《月亮船》选材来源于生活，又能够增
长幼儿的知识。

蒲公英是孩子们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种植物，它小而轻，很
容易被风吹走，而在它被吹走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是一种
美好的想象，因为世界上没有仙女，故事中的仙女帮助蒲公
英找到了家。故事使用了拟人的方法，通过蒲公英和仙女的
对话，告诉幼儿我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山，最长的长城，最大
的广场。萌发幼儿的祖国自豪感，激发幼儿爱祖国的情感。

刚开始我绘声绘色地讲故事，大部分的孩子听得很认真，我
出示挂图之后，孩子们依旧跟着我的思路走，班里几个调皮
的孩子开始坐不住，去找旁边的小朋友聊天,在我看来，既然
是语言活动故事部分，我就得保证所有的小朋友都聚精会神，
所以，故事讲到一半，我当即就开始提醒，把一些提醒他们
坐坐好的话插入在故事中，一个故事下来，我中间间断了2次，



导致讲完故事之后的提问，孩子的思路有些混乱，本来像喜
玛拉雅山、珠穆朗玛峰这些平时也听得少的话，这次的回答
更加是没有说出来。本活动的主要目标也是为了让孩子了解
祖国的一些世界之最。最后一个环节是让幼儿说出一句完整
的话：我爱我的祖国，因为祖国有。（独一无二的，只有中
国有的事物），大部分孩子虽都能说出这句完整的话，而且
也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了解世界之最的目标却没有很好的
达成。

最后我让孩子们欣赏了一些祖国的美丽山河和世界之最，这
时孩子们看着一张张照片都忍不住惊叹，为自己祖国的伟大
富强而感到自豪。

总体来说本次活动不算失败，但也没有成功，经过反思总结
出：

一、教学活动中进行的常规教育，只会影响活动的效果，

二、作为教师，我要勇于接住孩子抛过来的球，及时给予回
应，丰富孩子的经验，我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孩子们在回
答我的提问以后，我置之不理，或者说只是用一些无效语言
如，“恩”，“你说的对”而没有接住孩子抛过来的球，给
予孩子积极的应答。总之，语言活动要以幼儿为主，创设一
个幼儿敢说，想说的语言环境。同时要将情感渗透在活动之
中，而不是单纯的语言交流。

语言画月亮活动反思篇四

《走月亮》这篇文章描写的意境美。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
引导学生抓句子去重点体会。

细细的溪水，流着山草和野花的香味，流着月光。卵石间有
多少可爱的小水塘啊，每个小水塘，都抱着一个月亮！



把文中的优美句子一一找出，并运用多种方式让学生去读，
这需要老师具有极高的语感素养，教师自己要用柔美的语调
动情地朗读课文。用声音把情、景、物融合在一起，构成了
一幅月夜美景图。虽然学生对于月光如水的静夜意境之深邃
似懂非懂，但由教师传递给他们的情感及透过文字和声音描
绘的画面，让学生深受感染，如身临其境。不需多讲，学生
对文本已经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和领悟，语感也随之得到培养。

此时创设情境启发学生感受课文的语言，引导学生以自己的
感觉、情感触摸语言，使学生与文本产生鸣。在教师的感染
下，在学生充满想象的感悟中。再加上 多媒体课件，动听的
音乐，优美的画面，不仅让学生欣赏了月夜的美丽，而且吸
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提高了兴趣。

这篇文章不仅描写的意境美，情感也真。我引导学生回忆和
妈妈一起散步时的情感体验，学生立刻回想起自己和妈妈一
起散步是那样的幸福、快乐，学生好像回到了和妈妈在一起
的时候，感受到了妈妈的爱，学生此时的情感是高涨的，所
以读得是动情、幸福。情感不知不觉的渗透到作品所描绘的
情景中，这时的读就是用心读书，用情读书。

语言画月亮活动反思篇五

“我的家在月亮湾，月亮湾是个美丽的村子……”，这是二
年级下学期的一篇课文《月亮湾》的开头。这篇课文以生动、
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秀丽的田园风光，整篇课文文字优
美，体现了乡村农土的气息。这么美的乡村景色真该让小朋
友们好好欣赏一番，品位一番。我想，不妨亲笔画一画，也
许没有美术专业老师那么手巧，但我对自己的绘画技术还是
有信心的。课前，按照书中描绘的景物练习了几次，便正式
去学生面前“献丑“了。

课文的第二自然段描写了村子前面的景物。我让学生先自己
读一读，你读懂了什么？通过学生的朗读，以及学生的自由



发言，月牙一样的小河，河上的石桥，河中的鱼儿、倒影，
河岸上的桃树、桃花，绿油油的农田等等，一下子就展现在
学生们的面前，学生们看见老师随手在黑板上画出的美景，
无不露出赞叹的表情，学生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

当然，在绘画过程中，我并不是一味的自我表现，而是通过
学生们的“指导”或者自我参与来绘画。如：

片断一：

师：这小河应该画成什么样呀？

生：像月牙一样。

师：你能说说理由吗？

生：因为书上写着“有一条像月牙一样的小河”。

师：月牙一样的小河可真美，一定要画的美美的。

片断二：

当小朋友们说到河里的鱼儿时，我便请小朋友一同参与绘画。

师：谁会画鱼儿呀？

（小朋友们兴奋地举起了小手）我请了几位小朋友上来。

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老师为什么要请这么多小朋友都上
来画呢？

生：因为河里的鱼很多，一个人来不及画。

师：你怎么会知道河里鱼很多呀？



生：因为书上写着“一群群鱼儿”。

师：你真是个会读书的孩子。

片断三：

画桃树和桃花时，我不断的征求学生的意见，该画哪里，画
多少，做到尊重学生，让学生自己思考。

师：小朋友们，桃花长哪里呀？

生：河岸上。

（师在河岸边画上了桃树。）

师：要画多少呀？

生：画许多许多。

师：桃树上还要画什么呀？

生：桃花。

师：你们知道桃花是什么颜色的吗？

生：粉红色的。

（师边问学生“桃花够不够多”，边画桃花，直到学生说够
了为止。）

师：为什么要画上这么多桃花呀？

生：因为课文中写着“开满了桃花”。

师：你能形容一下这些桃花吗？



（有的学生引用书上的文字来说。）

生：这些桃花，远远望去，像一片灿烂的朝霞。

（也有的学生用自己的话来形容。）

生：桃花开满了村子，真美呀！

生：桃花一片粉红，整个村子成了粉红色的海洋。

生：这粉红色的桃花，味道真香，我也想去月亮湾看一看。

……

课文上完了，但是小朋友还是难以忘怀月亮湾的美景。他们
围在我的

身边，你一句我一言地发表着自己的“高见”。

生：老师，月亮湾拿月牙一样的小河真美啊！我家前面的小
河好像也是那样的，下次我带你去。

生：老师，老师。我觉得月亮湾那的桃花就像我们的笑脸，
也是红红的。

生：老师，你画得真好！太美了。

……

生：（异口同声）好！

一支画笔点亮了课堂，感觉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