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语言展计划书(汇总5篇)
计划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个人生活还
是工作领域。那关于计划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计划又该
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计划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幼儿园语言展计划书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引导幼儿观察图片，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能完整地
跟老师讲述故事情节。

2.培养幼儿在集体面前大胆表述，并能认真倾听同伴讲述或
观看同伴表演的习惯。

3.发展幼儿的语言表达力、想象力和表演故事的能力。

活动准备：

故事视频、狐狸葡萄图片、狐狸头饰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

小朋友，你们吃过葡萄吗?谁能告诉老师，葡萄是什么颜色
的?它又是什么味道的呢?今天呀，老师就要给小朋友讲一个
狐狸和葡萄的故事，小朋友想不想听啊?”

二、出示图片，引发兴趣。

1.第一幅图片上画的是谁啊?(狐狸)它是什么样的表情啊?(笑



眯眯的)

2.第二幅图片上画了什么啊?(葡萄)它是什么颜色的?(紫色
的)它的味道又是怎样的呢?(酸酸甜甜的)

三、欣赏故事，理解故事内容

1.欣赏故事

(1)出示故事视频，引导幼儿欣赏故事。

提问：请你们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

(师启发幼儿说)

(2)再次播放故事视频，引导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提问：狐狸出来看到了什么?它来到葡萄下面想干什么?它是
怎样做的?结果怎样?

(4)引导幼儿完整讲述一遍故事，理解故事的大致内容。

2.分角色表演：

(1)教师讲述故事，幼儿带头饰扮演角色进行表演。

(2)幼儿两人一组协商角色表演故事，一人讲，一人扮演狐狸。

(3)教师讲述故事，请全班幼儿扮演狐狸进行表演。

四、归纳总结：

教师小结：讲解故事的含义，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比喻有些人办不成事，就借口说时机不成熟。



五、活动延伸：

鼓励幼儿把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

幼儿园语言展计划书篇二

活动目标：

1、能够听清并发出易发错或易混淆的语音。

2、理解并感受语言的幽默和有趣。

活动准备：

松树林背景、活动的松鼠爸爸、妈妈、小松鼠。幼儿活动手
册。

活动过程：

1、小朋友们今天老师请来了一位客人，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你们看，它是谁啊!教师请幼儿看活动手册中的画页："画面
上有谁?在干什么?引导幼儿用语言进行描述，然后用绕口令
的语言引导幼儿重复。

2、听一听，说一说。

将幼儿刚才的讲述编成绕口令并说给幼儿听。

幼儿学习并朗读绕口令。

引导幼儿发准音"鼠""树"这两个字易混淆的音。

游戏：分角色表演。



幼儿园语言展计划书篇三

活动由来：

春节对幼儿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喜庆节日，漂亮的新衣服，
一把把的压岁钱，好看的舞龙炮，欢天喜地的放烟花，让他
们笑开了花。为了让幼儿重新回味过年的趣事、乐事，学会
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快乐，特意为大班幼儿设计了过年真热闹
的语言教学活动。

活动目标：

1、交流过年的所见所闻所感，提高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养
成良好的倾听习惯。

2、学会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快乐，感受喜庆的春节给人们带来
的快乐。

3、学会把自己的生活实景创编成儿歌，促进幼儿逻辑思维能
力的发展。

活动重难点：

1、把自己过年的真实生活场景编成儿歌。

2、引导幼儿大胆、流利的与别人交流自己过年的点点滴滴。

活动准备：

1、过年的鞭炮声、锣鼓声、拜年声的录音磁带。

2、迎新年过新年庆新年的教学课件。

活动过程：



2、老师提问：春节你们是怎么过的?做了什么事?看到了什
么?听到了什么?(请幼儿相互交流自己在春节的所见所闻所感。
)

3、老师：小朋友们真棒，我们来看看其他小朋友是怎样过年
的?(播放准备过年过年的课件。)

4、老师：其他小朋友过年和你们过年一样吗?哪些是一样的?
哪些是不一样的?(让幼儿了解我国南北方的过年习俗，开拓
幼儿眼界。)

活动延伸：

1、在幼儿园的语言区，可以给幼儿提供有关过年的图画书、
连环画等，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加深对年的认识。

2、可争取家长配合，帮助幼儿收集过年的废旧物品，引导幼
儿将废旧物品变废为宝，如用塑料盘制作螃蟹，用塑料瓶制
作可爱小人等。

附儿歌：过年真热闹

临过年，灌腊肠，买年货，欢欢喜喜迎春节;

贴春联，贴福字，挂灯笼，忙忙碌碌真热闹;

吃年饭，穿新衣，去拜年，娃娃脸上笑哈哈;

放鞭炮，敲锣鼓，舞龙炮，人们脸上喜洋洋。

6、老师和幼儿一起念过年真热闹的儿歌，回味过年的点点滴
滴。(老师通过不同的方式引导幼儿念儿歌，如分组念，扮演
角色念。)

7、老师：过年这么热闹，让我们再来放一放鞭炮、敲一敲锣



鼓、舞一舞龙炮吧!(引导幼儿扮演角色，一起放鞭炮、敲锣
鼓、舞龙炮到教室外，结束教学活动。)

温馨提示：

1、在教学活动中，老师要注意引导幼儿大胆的与别人交流，
鼓励幼儿说一说自己是怎样过年的，学会和别人一起分享自
己的快乐。

2、老师要逐步引导幼儿学会将自己在春节的生活场景创编成
儿歌，锻炼幼儿的思维能力。(如过年前，我们是怎样迎接新
的一年的?春节到了，我们都做什么?)

幼儿园语言展计划书篇四

新学期又要开始了，制定好教学计划是非常重要的。幼儿园
大班语言教学计划书，我们来看看。

燕庄小学幼儿大班共有幼儿51人，其中男孩30人，女孩21人，
年龄都在3——5岁之间，他们大都来自本校的几个校辖村，
他们在语言各方面上有一定的基础，能用简短的话与他人交
谈，在与人交谈中能注意倾听他人的意见，还有着说的好习
惯；只是由于家住农村，刚刚入园，大多数幼儿没有说普通
话的习惯，少数幼儿不会说普通话。

1、学会说普通话，且能用适当的语言与他人交谈。

2、能集中精力注意地、耐心地听他人讲话。

3、能在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且语句要连贯。

4、会正确地书写自己的名字和认识同伴的名字。

5、会独立阅读图书并养成正确的阅读习惯。



重点：

1、建立良好语言常规，帮助幼儿认识语言的多样性。

2、幼儿能大胆地运用普通话与他人交谈，且语句通顺、流畅。

3、利用图书、绘画和其他多种方式，引发幼儿对书籍、阅读
和书写的兴趣，培养前阅读的前书写技能。

难点：

1、使本班幼儿在语言各方面的距离拉近。

2、让每一位幼儿在一日生活中都能运用普通话与他人交谈。

3、克服心理的障碍，在众人面前大胆的表现自我。

1、创造自由、宽松的语言环境，吸引幼儿与幼儿之间用普通
话自由轻松地交流自己的想法。

2 、以游戏的口吻、游戏的形式组织幼儿的语言教学，使幼
儿有兴趣的参与语言教学活动。

3、根据每个幼儿的需要，给予他们不同的帮助，且在一日生
活中多用普通话与他人交谈。

4、利用家长会等形式告知家长鼓励幼儿说普通话，做好家园
共育。

1、引导幼儿乐意与人交流，说话有礼貌。

2、引导幼儿在谈话和游戏活动中注意倾听对方讲话，能理解
日常用语。

3、培养幼儿能清楚地说出自己想说的事；喜欢听故事、看图



书的习惯。

4、培养幼儿能听懂和会说普通话的能力。

1、让幼儿学习倾听、理解和使用规范性语言表达方式，学习
创造性的使用语言。

2、能在同学面前大胆而清楚地叙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3、尝试阅读和书写技能。

1、引导幼儿对书籍、阅读和书写的兴趣。

2、在语言教学活动中，让幼儿学习在不同的语言情景里运用
相应的语言交流方式来与人交往。

本班共有10人，这些孩子来自各个不同的家庭，也有的是别
处幼儿园转来的新学生，所处的环境不同，因此，这些孩子
的生活经验、想象力、表达能力也不相同，培养孩子运用语
言交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十分必要。

1、关爱幼儿，给幼儿创造宽松和谐的语言交往环境，让孩子
们轻松的进入课堂。

2、把鼓励幼儿想说、敢说放在首位，以帮助幼儿尽快适应新
的环境，消除怕说话的客观障碍。

3、多于家长联系，要求家长协助我们幼儿园督促孩子养成良
好的阅读习惯和技能。

幼儿园语言展计划书篇五

活动目标：



1、掌握诗歌内容，能有感情的朗诵诗歌。

2、会用简洁的语言，形象生动的仿编诗歌。

3、理解诗歌优美的意境，感受帮助他人的快乐。

4、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5、引导幼儿在诗歌中学习，感悟生活。

活动准备：

知识经验准备：教师在活动前多引导幼儿多欣赏有关的文学
作品。

物质准备：

1、多媒体课件、下雨录音、音乐《动物狂想曲》

2、创设诗歌的情境：提供荷花头饰、青蛙头饰、大荷叶、荷
叶伞等

活动过程：

一、创设游戏情境，激发幼儿兴趣

教师扮荷花姐姐，幼儿扮演小青蛙。

导语：

(1)“下雨了，青蛙们快到我的绿伞下躲雨吧!”

(2)“青蛙们，雨停了，让我们坐下来休息一下吧”

二、谈话导入主题



提问：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荷花姐姐把什么当作伞送给了小青蛙?

三、出示课件，引导理解诗歌内容

1、播放课件画面，幼儿观看。

2、分析理解诗歌内容：

提问：

(1)“刚才画面上是什么地方?天气是怎样的?”

(2)小雨点落在地上的声音是怎样的?

(3)小青蛙用什么躲雨?谁的绿伞借给了青蛙?

(4)得到帮助的青蛙心情怎么样?用什么词来形容欢快的心情?

四、欣赏诗歌，体验帮助别人的快乐

1、教师朗诵诗歌。

2、提问：

(1)想一想青蛙“呱呱”的唱歌声好像在说什么?

(2)小雨点的“滴嗒嘀嗒”好听的伴奏声是送给谁的?

(3)为什么要送给荷花姐姐?

五、学习诗歌

1、整体朗诵，提出要求：声音自然、好听，有感情。



2、再次朗诵，讨论：“你最喜欢诗歌里的哪一句，为什
么?”

3、分组朗诵，启发幼儿用动作表演。

六、编诗歌

1、提问：下雨时荷花姐姐还会把绿伞借谁?

2、出示动物图片及背景，引导幼儿仿编。

3、分组仿编，鼓励幼儿与同伴讨论交流。

4、分享创编内容。

5、讨论：“平日生活中你帮助过谁，心情怎样?”

七、延伸活动

鼓励幼儿将创编的诗歌画下来，在区角活动时，说一说，演
一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