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语言活动我的幼儿园说课稿
大班语言教案(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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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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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喜欢猜谜活动，并根据谜面提供的线索猜出谜底。

2、探索谜语和儿歌的区别，了解谜语特性。

3、积极地参与猜谜、遍谜活动，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见解。

活动准备：

1、知了、荷花图片

2、创编谜语需要的图片（西瓜、电风扇、伞）

活动过程：

一、回忆猜谜经验，激发幼儿猜谜的兴趣。

1、小朋友都玩过猜谜的游戏，怎么才能猜出谜底呢？

我们都是通过谜面提供的线索猜出谜底的。

二、集体猜谜语，能够根据谜面特征猜出谜底。



1、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一则谜语的谜面，请小朋友仔细
听，猜猜谜底是什么？

3、出示谜底图片，引导幼儿理解谜面的字面含义。

你是怎么知道谜底是知了的？引导幼儿分析谜面的含义和谜
底的关系。

知了会飞但是它不是鸟，而且喜欢躲在上叫知了知了…，听
起来好像什么都知道，其实它什么也不知道。

4、教师朗诵另一则谜语的谜面，请小朋友也来猜一猜。并引
导幼儿分析谜面的含义和谜底的关系。

5、教师朗诵谜面。（池中有个小姑娘，从小生在水中央，粉
红笑面迎风摇，只坐绿船不划浆。）

6、小朋友你们知道谜底是什么吗？你是怎么知道的？教师出
示荷花图片。

三、通过讨论，探索谜语和儿歌的区别，节谜语的基本特征。

1、小朋友你们觉得谜语和我们平时念的儿歌一样吗？有什么
地方相同？有什么地方不同呢？鼓励幼儿大胆表达自己对儿
歌和谜语的认识。

2、教师总结：谜语有谜面、谜底。谜面一般就是一首儿歌，
叫做“谜语歌”。谜语和其他儿歌的不同在于，儿歌里不能
说出所要猜的物体的名字，而是把它的外形、特点等说出来，
猜谜的人根据谜面的意思动脑筋猜出谜底。

四、尝试根据事物的特征创编谜语。

1、出示一张实物图片，引导幼儿集体尝试创编。



2、小朋友，这是什么？西瓜是什么样子的？有什么特点？谁
能试着编一句谜语？

3、在进行创编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出被猜物体的名字，但要
描述出其主要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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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欣赏故事，理解铅笔盒里文具对话的含义，表达自己听故
事后的感受。

2、知道爱护文具，形成爱护文具的良好习惯。

实物

一、创设情境，引起兴趣。

(教师出示铅笔盒及各种文具)这是我们上小学要天天用到的
东西，可是有一天，铅笔盒变成了医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二、幼儿听故事录音，完整欣赏故事一遍。

1.铅笔盒里发生了什么事?请你根据故事来说一说。

2.为什么铅笔盒会变成医院?

三、结合挂图，分段讲故事，帮助幼儿了解故事内容。

1.教师先讲故事第一段，提问：铅笔盒里有哪些文具，小男
孩要读小学了，这些文具怎么表示了，幼儿根据故事回答。

2.教师再讲故事的第二、三段，提问：铅笔盒里的文具为什
么不高兴了?



四、看图讲述故事。

1.看幼儿用书第19~24页，仔细观察画面，阅读故事，教师引
导幼儿理解铅笔盒里文具对话的意思，鼓励幼儿学习讲述文
具的对话。

2.教师和幼儿共同总结：我们要爱护铅笔盒里的文具。

五、迁移经验，扩展想象并交谈。

讨论：假如你是铅笔盒的小主人，你会怎么做呢?

这个活动通过分段讲述故事，逐层分析故事内容来逐步完成，
从中感受文具的心情，迁移自身，现在本班幼儿在写数字的
时候，常用到铅笔橡皮等，但由于用法不当，也会让它们变
成医院，通过这个活动，每个小朋友都知道要保护好自己的
文具，知道每个文具的用法。但活动结尾教师可以出示几组
破旧的文具，让幼儿找找修谱的方法，能更启发幼儿保护的
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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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交替时，孩子们发现了周围环境的变化，宛丛惊喜地说：
“郁金香开了，可漂亮了!”;一杨兴奋地说：“新滨公园的
柳树长出叶子了，小草也变绿了”;雨彤神秘地说：“我发现
桃树上有粉色的小花苞，桃花快要开了”;家旭也急切地
说：“小路两旁都变成绿色的了，绿油油的一片”……听着
孩子们的讨论，我惊喜于他们对大自然的关注和对周围环境
的留意。

《小草醒来了》是一篇充满童趣、拟人化的循环式结构的叙
事散文，篇幅短小、浅显易懂、重复的对话比较多，非常适
合幼儿学习和理解。散文中通过对春风、春雨、小草的描绘，
给孩子们呈现了一幅美丽的画面，能够进一步激发幼儿亲近



花草、热爱自然的美好情感。

活动目标

1.感受散文的温馨、美好，体验表演的快乐。

2.模仿小草睡醒的样子，能与同伴一起合作表演。

3.理解散文内容，尝试运用自己的动作、表情和不同的语气
来表演散文。

4.让幼儿大胆表达自己对故事内容的猜测与想象。

5.运用已有生活经验，根据画面大胆想象、推测并表达自己
对故事情节的理解。

活动准备

活动重点

理解散文的内容，尝试运用自己的动作、表情和不同的语气
来表演散文。

活动难点

表演散文时注意语气、语调的不同变化。

活动过程

一、利用“声音渲染”情境导入活动，激发幼儿的好奇心

师：听，这是什么声音?这一声雷会把谁惊醒呢?

二、教师运用“肢体语言”，模仿小草被惊醒的样子，发散
幼儿思维



三、快乐聆听散文，初步感知散文内容，感受散文的温馨和
美好

师：谁和小草打招呼了?它们是怎样说的?小草是怎样回答的?

四、完整欣赏散文，进一步理解散文

五、利用道具表演，巩固对散文的理解，体验游戏的快乐

师：今天我们要评选“小小表演家”，请小朋友自选小草、
雷公公、春雨和春风的头饰，一起来表演散文。注意表演的
时候要加上自己的动作和表情，还要注意自己的语气，比如
雷公公的声音比较低沉;小草的声音比较温柔;春雨的声音比
较清脆;春风的声音比较舒缓;太阳的声音比较响亮，看一看
谁能得到“小小表演家”这个好听的称号。

活动延伸

根据散文的句式结构尝试仿编散文。

附：

小草醒来了

轰隆隆，轰隆隆，一声声响雷惊醒了小草甜甜的梦。

小草伸伸懒腰，踢踢腿，揉揉眼睛，醒来了。春雨轻轻打在
小草身上，“你好，小草!”小草说：“你好，春雨。”

春风轻轻抚摸着小草，“你好，小草。”小草说：“你好，
春风!”

太阳笑眯眯看着小草，“你好，小草!”小草说：“你好，太
阳!”



小草睁大好奇地眼睛，东看看，西瞅瞅，呀!所有的兄弟姐妹
都穿上了嫩绿的衣服，多美啊!

活动反思

对于幼儿来说，特别的声音、形象的画面，这种视听觉的刺
激最能够吸引幼儿的注意，调动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
性。“打雷的声音”一下子就把孩子们带入了散文的意境中，
在倾听中幼儿对雨声、雷声和风声有了进一步的辨别和区分，
同时孩子们还用上了“呼呼”、“哗哗”、“轰隆隆”等拟
声词，丰富了词汇。同时在倾听雷声中也进一步体验到了小
草被惊醒的心理感受：害怕、着急、心烦、惊喜等等，为后
面进一步表演散文积累了经验。

中班的幼儿对于睡醒起床的经验已经比较丰富，对于生活经
验的讲述也比较有针对性，所以在运用“肢体语言”环节，
孩子们积极模仿小草睡醒的样子，不仅说出了小草“伸伸懒
腰”、“踢踢腿”、“揉揉眼睛”醒来了，而且还做出了相
应的动作。这说明孩子们已能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进行筛选、
提炼并清楚的表达出来。有了模仿的经验、有了动作的提示，
为后面表演散文做了准备。

游戏表演也是孩子们学习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在“快乐表
演”中，小朋友自选头饰合作游戏，表演中不仅加上自己的
动作和表情，还注意了自己的语气，比如雷公公的声音比较
深沉;小草的声音比较温柔;春雨的声音比较清脆;春风的声音
比较舒缓;太阳的声音比较响亮等，在散文表演中，孩子们体
会到了合作游戏的快乐。

学习后，幼儿的兴趣浓厚，在早读活动和户外活动时自发地
仿编起了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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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此活动根据幼儿的年龄特征设计，是本土文化教
育。利用图片、视频、音乐、模型等多种形式把艺术、语言、
社会潜移默化的整合到了一起，让幼儿对兵马俑有了初步的
认识，吸引了幼儿的眼球；同时，也让幼儿感受到我国是一
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激发了幼儿的民族自豪感。

活动目标：1、简单了解几种兵马俑的名称与姿态，尝试创编
兵马俑的造型。

2、感受军队威武、神圣的.气势和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作
风。

3、知道兵马俑是我国陕西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激发幼儿的
民族自豪感。

活动准备：1、兵马俑视频。

2、二号坑图片。

3、兵马俑模型。

4、《英雄》片段。

5、《霸王别姬》音乐。

活动过程：1、谈话导入：

教师：“小朋友们好，我是云老师，见到大家我非常开心。
在活动之前，老师想请小朋友们先欣赏一小段视频。小朋友
们仔细观察，看看视频中的地方你们去过没有？”（观看视
频）



教师：“刚才，已经有好多小朋友都迫不及待的要发言了，
我请这位小朋友先来说说：你告诉大家它是那里？”

幼儿：“兵马俑。”

教师：“在什么地方？”

幼儿：“临潼。”

教师：“你去过吗？”

幼儿：“去过。”

教师：“你真棒，请坐。”

教师：对，这就是兵马俑，这些兵马俑是秦朝的，它也是我
们陕西的，是30多年前我们临潼的一个农民在挖一口井，突
然就挖出来了一个神奇的地下王国，挖出了世界上的一个奇
迹。兵马俑是世界上八大奇迹中的其中之一，因此，我们应
该为它感到骄傲和自豪。

2、播放二号坑图片。

请小朋友继续欣赏图片，看看神奇的地下王国里面都有什么？

教师：“它们在哪里？”

幼儿：“地底下。”

教师：“对，它们是兵马俑的二号坑。”

教师：“请小朋友们仔细看看，这些坑里都有什么？”

幼儿：“马车、兵马俑。



教师：”哪位小朋友能说说这些兵马俑跟我们现代人有什么
不同？

（教师可提示幼儿从衣着和发型上来观察）

出示兵马俑的模型

幼儿：“头发盘的很高，身上还穿的盔甲。”

教师：“哇，小朋友这么聪明啊，观察的太细致了，你们的
眼睛好厉害啊！”

教师：“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

幼儿：“严肃、威武。”（请个别幼儿来表述）

教师：“看了二号坑以后，你们有什么感觉？”

幼儿：“坑特别的大、人多、威武、神气。”（教师适当提
醒幼儿）

教师：“兵马俑坑阵排列的这么整齐，谁能说说：”他们要
去干什么啊？“

幼儿：”打仗、训练等等。（教师可给幼儿提示）

教师：“哦，原来他们是要去打仗啊，我们穿越时空，回到
古代，看看他们作战时是什么样子的？”

3、播放《英雄》片段。

教师：“他们在干什么啊？”

幼儿：“射箭、拿着刀……等等。”



教师：“看到这个场面，你有什么感觉？”

（请幼儿回答）

幼儿：“害怕、担心、想去打仗……”

教师：“在刚才的片段中，士兵们都拿着那些作战武器
呢？”

幼儿：“长矛、盾、刀……”

教师：“盾是为了干什么啊？”

幼儿：“保护自己，不被箭射到。”

教师：“请小朋友模仿一下他们拿箭的姿势。”

（幼儿进行模仿，教师给与鼓励）

教师：“在视频中，小朋友有没有发现在军队最前面的人是
干什么的？他们骑着什么？”

幼儿：“战马。”

教师：“他是将军，将军是发号施令的，领头的。他的权威
很大，可以率领好多人，他的任务是指挥作战。”

4、放图片。

（1）将军俑。

他的表情严肃，双手交叉在前，双脚自然站立，腿稍微分开
一点。（幼儿根据自己的观察进行模仿）

（2）跪射俑



他单腿跪地，一手握空心拳，一手屈肘于体前，目视前方。
（幼儿模仿）

（3）立射俑

侧身，一手屈肘于胸前，一手于体侧，双手虎口打开，其余
四指并拢。（幼儿进行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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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图引出故事的主角

教师提问：这是谁？霸王龙是什么龙？小翼龙是什么龙？

开头还好，通过图片和幼儿已有的知识对故事主角有了初步
的认识并有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不足的是教师给幼儿看到图
片太小不能顾及到所有幼儿，致使幼儿都去翻书阅读了，能
换成大图更好。

二、观看故事25—30页

教师要求：小朋友一页页的翻，看图讲述故事

教师提问：你看懂了哪一页？

这里教师的提问不是很明确，花费了不少的时间。教师要求
幼儿不要看文字，但是在幼儿回答过程中，教师下定论太早，
认为幼儿是看了文字的。在这部分的最后教师着重讲了这部
分的最后一幅画，给幼儿下一个悬念，带着这个问题在返回
前面看故事，这个挺好的。

三、观看故事19—24页

教师请幼儿看图阅读故事，要求不要看文字，并能用两三句



话概括故事内容。

（对幼儿的概括能力要求过高了，并且在看故事讲故事的过
程中秩序太乱，耗时太长，有些幼儿已经听不进去管自己翻
书跟不上老师的节拍。

四、猜测故事结尾三、四部分的过渡太快，不自然，没有幼
儿缓冲的时间，由于时间关系可能有点跟进度。

总结：

1、整个故事的安排挺到位的，设计也不错，环节比较明确

2、最大的问题是“回形针的运用”，教师在课前将故事的重
要部分25—30页用回形针分隔开，但是却将幼儿的注意力分
散走了，是得课堂秩序比较混乱，耽误了不少时间。

3、整堂课都是幼儿在看图片讲故事，越到后面就越枯燥，并
且故事缺少完整性，没有完整的给幼儿呈现出来。

4、超时较多，没有控制好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