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小熊过桥教案(优质7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
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
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语言小熊过桥教案篇一

1、能在掌握诗歌内容的基础上初步理解诗歌的寓意。

2、能大胆地朗读诗歌。

3、激发幼儿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4、引导幼儿在诗歌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1、户外散步时观察牵牛花，狗尾巴草，

2、教学挂图

1、谈话引入主题：“你知道的牵牛花，狗尾巴草是什么样子
你喜欢他们吗?为什么?

2、结合教学挂图，教师朗读诗歌，提问：

(1)、为什么“我”喜欢牵牛花，牵牛花是怎样的?

(2)、为什么“我”爱狗尾巴草，尾巴草是怎样的`?

3、幼儿学习朗诵诗歌，鼓励幼儿有感情地朗诵诗歌。



语言小熊过桥教案篇二

1.理解故事资料，重点了解乌龟是怎样机智地对付狐狸的。

2.学习用语言、动作大胆地表现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尽量表
现作品所蕴含的幽默感。

故事磁带、图片。

1.完整欣赏故事。

――有一只聪明的乌龟战胜了狡猾的狐狸。这天，老师就讲
一讲聪明的乌龟的故事。

――完整欣赏故事录音一遍。

――故事里有谁乌龟对付狐狸的办法聪明吗

2.幼儿看图片分段讨论。

――观察第一、二、三幅图，说说狐狸和乌龟发生了什么事。

――观察第四幅图。狐狸想吃乌龟，乌龟怎样办

――观察第五幅图，引导幼儿重点讨论：乌龟怕摔、怕火，
为什么还让狐狸把它摔到天上，扔进火盆呢(鼓励幼儿两两结
伴有表情地分主角对话)

――观察第七、八幅图，引导幼儿看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3.主角对白。

――教师既当叙述人，又当狐狸，与理解力、表现力都比较
强的幼儿进行绘声绘色的对白。



――在前一轮对白的示范下，教师引导幼儿学习对白。重点
引导幼儿注意讲述时的语气、语调和表情。帮忙幼儿理解乌
龟的聪明机智。

推荐

1.活动前幼儿已对乌龟的身体特征和生活习性有了一些了解，
这样幼儿就能理解乌龟的聪明与机智了。

2.为了使讨论的问题情境集中在乌龟如何机智地对付狐狸上，
开头的乌龟救青蛙这一部分能够一带而过。

3.“主角对白”要将狐狸貌似狡猾，实乃愚蠢：乌龟表面可
怜，实则机智的内涵表现出来。主角对白可集中在“狐狸实
在饿，慌了”直到结尾这部分进行。

附：聪明的乌龟

一只狐狸，肚子饿得咕咕叫，它东奔西跑地找东西吃，看见
一只青蛙正在捉害虫，心里想，先拿这只青蛙当点心，填填
肚子也好。

狐狸一步一步轻轻地跑过去，再跑上两步就要捉到青蛙了，
但是，青蛙正在捉害虫，一点儿也不明白。

这事儿让乌龟看见了，他急忙伸长脖子，一口咬住狐狸的尾
巴。

“哎哟，哎哟，谁咬我的尾巴”狐狸叫了起来。

乌龟回答了吗没有。它张嘴说话，不是就放了狐狸吗乌龟不
说话，一个劲儿地咬住狐狸的尾巴不放。

青蛙听见背后狐狸在叫，就连蹦带跳地跑到池塘边，“扑
通”一声跳到水里去了。



狐狸没吃到青蛙，气坏了，回过头来一看：“啊，原先是一
只乌龟，我没吃到青蛙，就吃乌龟也行。”

乌龟可聪明了，把头一缩，缩到硬壳里去了。狐狸没咬着它
的头，就去咬它的腿，乌龟又把四条腿一缩，缩到硬壳里去。
狐狸没咬着他的腿，一看，还有条小尾巴呢，就去咬它的小
尾巴，乌龟再把小尾巴一缩，也缩到小硬壳里去了。

狐狸实在饿慌了，就去咬乌龟的硬壳壳，“格崩，格崩”，
咬得牙齿都发酸了，还是咬不动。

狐狸说：“乌龟，乌龟，我要把你扔到天上去，‘啪嗒’一
下摔死你。”

乌龟说：“谢谢你，谢谢你，你扔吧，我正想到天上去玩玩
呢!”

狐狸说“乌龟，乌龟，我要把你扔到火盆里去，‘呼啦’一
下烧死你。”

乌龟说：“谢谢你，谢谢你，你扔吧，我身上发冷，正想找
个火盆来烤烤火呢!”

狐狸说：“乌龟，乌龟，我要把你扔到池塘里去，‘扑通’
一下淹死你。”

乌龟听到狐狸这么一说，“哇”地一声哭了：“狐狸，狐狸，
你行行好，千万别把我扔到池塘里去，我最怕水，掉在水里
就没命了!”

狐狸才不理它呢，抓起它的硬壳壳，走到池塘旁边，“扑
通”一声，把乌龟扔到水里去了。

乌龟下了水，就伸出四条腿来，划呀，划呀，一向划到青蛙



身边。两个好朋友，一边笑，一边说：“狐狸，狐狸，你还
想吃我们吗说呀，说呀!”

狐狸气昏了，身子一纵，向青蛙和乌龟扑去，“扑通”一声，
掉到池塘里去了。青蛙和乌龟看见水面上冒了一阵子气泡，
再没看见狐狸露出水面来。

语言小熊过桥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幼儿学念儿歌，认读汉字：圆圆、绿绿、红红、甜甜。

2、理解作品对草、花等梦的描写，加深幼儿对美好梦境的体
验。

3、幼儿初步学习根据儿歌中原有的内容来创编新的儿歌。

活动准备：1、幼儿事先谈论过自己的梦

2、教具图片、操作字卡人手1份

活动过程：

一、谈论：

问：你们做过梦吗?你梦见了什么?

二、理解儿歌内容：

1、出示小草：问：看谁在做梦?他们的梦是怎么样的?(教师
出示相应汉字：绿绿，幼儿认读。)

2、依次出示小花、露珠、小朋友。(同上)(重点介绍：什么
是露珠?)(幼儿认读汉字：红红、圆圆、甜甜)



三、学念儿歌

1、教师完整示范。

2、幼儿集体学念。念到“绿绿的、红红的、圆圆的、甜甜
的”时，可适当拉长语调。

四、讨论：

问：为什么说小草(小花、露珠、小朋友)的梦是绿绿(红红、
圆圆、甜甜)的?

启发幼儿根据花、草等的颜色、形状等特点来讨论。

五、游戏：字宝宝找家

1、示范玩法：将图夹文的文字贴到相应的卡片位置上。要求：
边贴边念儿歌。

2、分组操作，教师个别指导，帮助幼儿认识儿歌中有关的汉
字。

六、创编儿歌

1、幼儿拿着手中的字卡，与同伴互相念儿歌。

2、幼儿创编儿歌：问：还有谁会做梦?他的梦是怎么样的?

3、幼儿学习根据儿歌的内容来创编新的儿歌。( 教师将幼儿
说的整理成完整的句子)

语言小熊过桥教案篇四

活动目的：



提升小朋友配合能力，提高小朋友语言能力。

活动过程：

事先，老师问小朋友们，你们最喜欢哪个童话故事传说，你
们会讲这个童话故事传说吗?

然后如果有非常熟知这个童话故事传说的小朋友，则老师请
小朋友给其他的小朋友讲一下这个故事传说。老师要不断地
给讲故事传说的小朋友鼓励和赞扬。并且在故事传说中，尽
量让其他小朋友保持安静。

等小朋友讲完故事传说，老师就开始问其他的小朋友，是不
是已经记住这个故事传说了。小朋友们如果说记住了，就可
以开始下面的环节了。

然后老师就让小朋友们一人一句开始讲这个童话故事传说。
如果有小朋友讲错了，老师可以给予纠正。

活动奖励：

老师要结合小朋友在讲故事传说中语言的表达能力，纪律的
维持能力，以及与其他小朋友的配合等多方面综合考虑后，
给表现好的孩子们奖励小红花等等。

活动总结：

孩子语言能力发展还不够，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刺激孩子有
更充分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欲望，更多的是让孩子们理解，讲
故事传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开心的事情。

语言小熊过桥教案篇五

1.引导幼儿理解作品的故事情节以及动物形象的特点，感受



其中的幽默。

2.通过让幼儿改编故事，培养幼儿爱动脑筋，大胆想像和创
造的意识。

3.要求幼儿掌握象声词，并能正确地模拟声响。

二、活动准备

物质准备：电脑、电视机各一台。“会动的房子”故事软件，
录音机。

知识准备：课前丰富幼儿对自然界声响的了解，使幼儿认识
乌龟。

三、活动过程与方法

1.设置疑问，激发幼儿兴趣。

小朋友，你们见过会动的房子吗?一般的房子是不会动的，可
是今天老师讲的这个故事里房子是会动的。房子为什么会动
呢?让我们一起来瞧瞧就知道了。

2.操作软件“会动的房子”，请幼儿安静地欣赏、倾听故事。

3.根据故事内容提问：

(1)故事中有哪些小动物?

(2)小松鼠到过哪些地方?

(3)小松鼠在旅途中听到过哪些声音?

(4)房子为什么会动呢?



4.幼儿仿编故事。

幼儿边操作图片，边讲述故事。

将仿编的故事讲给同伴听或相互合作讲述。

推选代表在集体面前讲述。

5.幼儿改编故事。

老师：小朋友的故事都讲得很好听，不过我还想让小朋友动
动脑圈筋，把小乌龟还会带小松鼠到哪儿去，它们还会听到
什么声音，也编到故事里去，行吗?(请幼儿自由结伴讲述)

四、各领域渗透

艺术：绘画“它们又去哪儿”。

健康：玩“乌龟爬”。

科学：“接近大自然”。

五、生活中渗透

带幼儿到居民区、马路旁、车站等地倾听各种声音。

六、环境中渗透

在语言区投放操作卡“会动的房子”供幼儿讲述。

七、家庭中渗透

1.请家长带幼儿去海洋馆认识乌龟。

2.请家长配合幼儿园开展“接近大自然”活动，引导幼儿用



语言表现各种声响。

附教材：

会动的房子

小松鼠在树顶上住腻了，于是决定在地面上重新建造一座房
子。

在大树底下，它发现了一块大石头，由七块小石头拼成，很
硬，也很光滑。小松鼠说：“嘿，就在这上面造一座房子!”

房子终于造好了，忙了一天的小松鼠也累了，在新家里睡着
了。

“呼呼呼!”什么声音?小松鼠被吵醒了。推开一看，呀!自己
在美丽的山脚下，小风吹奏起动听的山歌。真奇怪，昨天还
在树下。今天却来到了山沟下。可小松鼠又一想：没关系，
山沟下也挺好的，有动听的山歌作伴。

第二天，又传来“哗哗哗”的声音。小松鼠推开窗一看。呀!
又来到了大海边，浪花发出欢快的歌声。小松鼠这下可乐了，
“我的房子会动，我的房子会动!”现在，小松鼠又有浪花声
作伴。

第三天，小松鼠想，今天我来到哪儿啦!推开窗一看，呀!眼
前是一片大草原，马儿在哒哒地奔跑。小松鼠禁不住在房子
里手舞足蹈。

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小松鼠呀，快别乱动。”咦，是谁
呢?是这块硬硬的大石头?“小松鼠你真粗心，把房子盖在我
的背上，我驮着你走过了许多地方。”小松鼠低头一看，原
来是乌龟，那硬硬的大石头竟然是乌龟的背。小松鼠惭愧得
脸都红了，赶紧说：“你，你累坏了吧?”乌龟说：“不，这



下我们俩可以作伴了。”

语言小熊过桥教案篇六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倾听的能力，学习童话中对话式的语言。

2、理解童话中一一对应的配对关系，能根据童话中的语言形
式进行初步的仿编。

3、初步体会小鸟热爱自由、热爱大自然的情感受，感受朋友
间友爱互助的快乐。

活动重点：

1、仿编童话中对话式的语言。

2、体会小鸟热爱自由、热爱大自然的情感，感受朋友间友爱
互助的快乐。

活动难点：

1、了解物体与物体之间的配对关系。

2、体会小鸟热爱自由、热爱大自然的情感，感受朋友间友爱
互助的快乐。

活动准备：

1、童话内容形象图片一套。蓝天、白云、大森林、绿草地风
景图一张。

2、衣服、裤子;铅笔、橡皮;碗、筷等可以配成对的形象图片
若干，其中相对应的一半贴在大打操作卡表格内。



3、配乐录音童话《好朋友》及歌曲《找朋友》cd。

4、经验准备：幼儿能掌握一些物体之间的配对关系。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1、今天许多老师来我们班做客了，我们向老师们打个招呼吧，
说声"老师好!"

2、今天还有许多小客人来我们班做客了，这些调皮的小客人
要和我们玩一个捉迷藏的游戏，它们要请小朋友闭好眼睛，
老师数一、二、三，这些小客人就出来了。大家快把眼睛蒙
起来。

(教师出示童话配套形象图片。)

二、基本部分

(一)图片配对

1、"请小朋友睁开眼睛，说说哪些客人来了?"(幼儿集体回
答)

2、"这些小客人告诉老师说它们想找一个好朋友，你们愿意
帮助它们么?"(集体回答)

3、"老师有一个要求，在找朋友的时候，要说一句好听的话，
谁和谁是一对好朋友。快快开动你们的小脑筋，找到了举手
告诉我谁和谁是一对好朋友。"

(二)欣赏童话，理解内容

1、"小朋友真能干，这么快就为它们找到好朋友了，现在让



我们一起来听听它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幼儿欣赏配乐录音童话一遍。)

2、"我们给小客人找对朋友了么?"

3、哪些小客人找对朋友了?

为什么茶壶和水杯是一对好朋友?

为什么桌子和椅子是一对好朋友?

为什么钥匙和锁是一对好朋友?

为什么雨伞和雨鞋是一对好朋友?

4、谁和谁不是一对朋友?

小鸟为什么不喜欢和鸟笼做朋友?

(出示画有蓝天、白云、森林、草地的风景图片一幅)

请小朋友想想怎么样去爱护小鸟?

(三)学习童话中的语言，尝试分组讲述。

1、再一次欣赏童话故事录音，请小朋友轻轻跟读。

2、集体讲述童话一遍，引导幼儿有表情地讲述。

(1)"好朋友之间说话时心情是怎么样的?讲话的声音会怎么
样?"

(2)"现在我们一起来讲述一遍这个童话故事，请小朋友用好
听的声音把它们说的话讲出来。"引导幼儿运用表情有感情地



讲出对话部分。

3、分角色讲述。

"现在我把小朋友分成两组，左边的小朋友来扮演茶壶、桌子、
钥匙、雨伞、鸟笼，右边的小朋友扮演水杯、椅子、锁、雨
鞋、小鸟，一起来讲一遍这个童话故事。"(幼儿分组讲述故
事一遍。)

(四)出示另一组图片，幼儿操作配对，仿编童话。

1、"我们给小客人找对了好朋友，它们真开心，还请来了更
多的小客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它们好吗?"

(教师出示第二组图片)

2、这些小客人也有自己的好朋友，我们把它们找出来，配成
一对，插入这个长方形里。然后说一句好听的话——谁对谁
说："我们是一对好朋友。"谁说"对。"完成后把大卡片送回
来。

教师举例示范一次。重点提醒幼儿配对完成后要说一句好听
的话——谁对谁说："我们是一对好朋友。"谁说"对。"

(幼儿操作配对，教师个别提问、指导。)

3、幼儿轮流仿编。"请小朋友说说自已刚才为谁找到了朋友，
用童话中的话编出来。"

三、结束部分

2、你有自己好朋友么?现在我们去做一个《找朋友》的游戏，
给自己找个好朋友，好么?随着《找朋友》的音乐，幼儿做音
乐游戏，互相拉手结束活动。



语言小熊过桥教案篇七

1通过活动，让孩子进行创造性的想象和讲述，促使幼儿大胆
创编故事传说，发展幼儿的创造能力。

2培养幼儿大胆表达的习惯，提高幼儿口语的`连贯性与完整
性，发展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各种形状的山楂饼每人一个盘子一条手帕

示范图一张

1、引起兴趣。

师：今天，我给小朋友带来了一些礼物，它不但能吃，还会
讲故事传说呢!

2、会变魔术的山楂

出示圆形的山楂，请幼儿看一看想一想它像什么?

出示方形的山楂，请幼儿看一看想一想它又像什么?

将圆形和方形的山楂随意并在一起，让幼儿看看像什么?

请幼儿将圆形和方形的山楂分别咬一口以后，看看像什么?

让幼儿充分想象和讨论交流。

3创造性讲述活动：吃出来的故事传说

提供山楂，请幼儿拼出各种造型，并充分发挥想象，编讲一
个与众不同的故事传说。

教师出示示范图，编讲一个短小的故事传说。



幼儿吃吃编编讲讲，并把自己编的故事传说讲给同伴听。

利用多媒体幻灯机，请幼儿出来讲述自己编的故事传说。

请幼儿互相交流，分享同伴的作品和故事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