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有趣的动物语言教案反思(优
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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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中班有趣的动物语言教案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对局部事物的观察力。

2、知道动物尾巴的功用，会用短句描述。

3、激发幼儿在集体面前大胆表达、交流的兴趣。

4、教幼儿养成细心、认真的学习态度。

活动准备

挂图、故事《苍蝇借尾巴》、幼儿用书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森林里住着许多的动物，你们知道有哪些动
物吗？

（二）看尾巴辨动物你们知道那么多的动物，今天老师就要
来考考你们。出示图片，看尾巴猜动物。（将对应的图片出
示给幼儿）。



（四）说说尾巴的功用

1、幼儿讨论图中动物尾巴的功用。

2、说一说还知道哪些动物的尾巴的功用。

3、幼儿阅读图书，与同伴讲一讲动物尾巴的用处。

（五）延伸：与爸爸妈妈一起找一找还有哪些动物的尾巴与
别的动物不一样。

活动反思

活动中，我充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我通过猜一猜的方法，
让孩子来猜一猜这是谁的尾巴，孩子们兴趣很高。接下来我
出示了多媒体课件与孩子们进行互动游戏，幼儿们通过帮小
动物们找尾巴，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了尾巴的一些特征，这不
仅培养了幼儿对局部事物的观察力也培养了幼儿的语言表达
能力。接着我尝试了填表格的形式让孩子了解尾巴的作用。
由于孩子们对填表格的形式较少接触，所以在活动的开始显
得较为陌生，但是孩子们填对了一种作用后，后面的过程都
显得兴趣十足。

中班有趣的动物语言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意图：

孩子们非常喜欢动物，但对动物的了解只是表面的、零星的，
缺乏对动物不同特征的关注和了解。为了保持孩子对动物的
兴趣，设计了本次语言活动《借动物》。旨在丰富孩子对不
同动物熟习性和特点的悉和了解，为孩子们创造性地讲述提
供广阔的空间，让幼儿敢说、愿说、乐说。从而激发幼儿喜
欢动物的情感。



活动目标：

1、了解常见动物的特征和习性。

2、增进喜爱动物的情感。

3、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

4、引导幼儿细致观察画面，积发幼儿的想象力。

5、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活动准备：

1、课件《借动物》。

2、动物图片若干。

3、图片：

1）风筝飞到树上，

2）球掉河里，

3）走钢丝。

活动过程：

一、导入主题。

这里的动物不光让人看，还往外借呢

二、欣赏课件

（1）第一部分，动物园为什么要给老爷爷送猴子？



（2）第二部分，他要借什么动物？为什么？猜一猜。

（3）第三部分，动物园会给她送什么动物呢？为什么？

老师小结：不同的动物可以帮助人们解决不同的事情，。

（4）完整欣赏故事

三、观察图片

（1）出示3张图片

动物园又接到4个电话，看看谁遇到了困难？如何解决？

（2）幼儿想象操作。

（3）汇总幼儿操作结果，个别交流。

你请了哪个小动物？它帮助人们做了什么事？

活动延伸：

你想借什么动物？为什么？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属于学前儿童语言教育中的讲述活动。该讲述活动
是说明性讲述及创造性的看图讲述。通过环环相扣的活动环
节，孩子们能够运用已有对动物特征的理解，帮助有困难的
人选择不同的动物。从中可见，在借动物的情境中，孩子们
进一步了解和熟悉了动物的基本特征和生活习性。

不足之处：

第二环节中，孩子想到了很多动物来帮忙，花费的时间比较



长，建议去掉完整欣赏故事环节。

中班有趣的动物语言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描述动物的外形特征、生活特点，能根据描述的特点说出
对应动物；

2、遵守游戏规则，体验和同伴集体游戏的乐趣。

活动重点

会看图讲述动物的主要特征和生活习性。

活动难点

用一句话归纳表述。

活动准备

动物大图片（公鸡、兔子、大象、长颈鹿、猴子）

动物小图片

活动方法

提供一张动物图片，孩子不看图片内容，根据别人对动物的
外形特征、生活习性的描述，猜出图片上的动物名字。

一、初次游戏，了解玩法。

1、第一次游戏（出示动物：大公鸡）

说说大公鸡是长什么样的？



那如果我不给你们看图片，我就说和它有关的.话，你能猜出
来吗？我们来试一试。

2、第二次游戏，加以巩固。

（出示图片——兔子）边出示边提醒幼儿，不要把名字说出
来。

师：我们可以先说说它的样子，再说说它喜欢做的事。

（当幼儿说出后，教师给予归纳梳理）

3、揭晓答案

我们没有说出兔子，可是为什么你们都知道是兔子呢？你从
哪里听出来？

教师小结：我们不用说出小兔的名字，只说说它的外形特征
和生活特点，也能猜出是小兔。这个游戏叫动物猜猜乐。看
看谁提供的信息很准确。

二、集体游戏：两两竞猜

1、讲解玩法：请两个小朋友来猜，其他人提供信息，谁猜对
了，谁就可以得到一颗五角星。

（引导幼儿准确说动物的外形特征和生活习性）

2、提供图片有：大象、长颈鹿、猴子等动物

3、教师提示：可以先说什么？再说什么？把它连成一句话说
一说。

只有说得好才能猜得准。



三、自主游戏：你说我猜。

1、讲解玩法

老师在桌子上还准备了很多动物图片，请一组小朋友找一张
图片藏在手心，然后找到一位朋友，把你手心里动物的样子，
动物的本领等说出来，请好朋友来猜。

2、交流分享：

你们是说的？又是怎么猜出来的？

四、加深难度，游戏延伸

1、师：现在我把图片藏在了心里，只用语言描述出来，请你
们猜一猜是什么动物？

（说一动物的谜面，让孩子猜）

2、游戏结束：我们今天玩了动物猜猜乐的游戏，我们以后和
老师、小朋友再玩玩这些游戏吧。

中班有趣的动物语言教案反思篇四

游戏目标：

1、描述动物的外形特征、生活特点，能根据描述的特点说出
对应动物;

2、遵守游戏规则，体验和同伴集体游戏的乐趣。

游戏重点：

会看图讲述动物的主要特征和生活习性。



游戏难点：

用一句话归纳表述。

游戏准备：

动物大图片(公鸡、兔子、大象、长颈鹿、猴子)

动物小图片

游戏方法：

提供一张动物图片，孩子不看图片内容，根据别人对动物的
外形特征、生活习性的描述，猜出图片上的动物名字。

一、初次游戏，了解玩法。

1、第一次游戏(出示动物：大公鸡)

说说大公鸡是长什么样的?

那如果我不给你们看图片，我就说和它有关的话，你能猜出
来吗?我们来试一试。

2、第二次游戏，加以巩固。

(出示图片--兔子)边出示边提醒幼儿，不要把名字说出来。

师：我们可以先说说它的样子，再说说它喜欢做的事。

(当幼儿说出后，教师给予归纳梳理)

3、揭晓答案

我们没有说出兔子，可是为什么你们都知道是兔子呢?你从哪



里听出来?

教师小结：我们不用说出小兔的名字，只说说它的外形特征
和生活特点，也能猜出是小兔。这个游戏叫动物猜猜乐。看
看谁提供的信息很准确。

二、集体游戏：两两竞猜

1、讲解玩法：请两个小朋友来猜，其他人提供信息，谁猜对
了，谁就可以得到一颗五角星。

(引导幼儿准确说动物的.外形特征和生活习性)

2、提供图片有：大象、长颈鹿、猴子等动物

3、教师提示：可以先说什么?再说什么?把它连成一句话说一
说。

只有说得好才能猜得准。

三、自主游戏：你说我猜

1、讲解玩法

老师在桌子上还准备了很多动物图片，请一组小朋友找一张
图片藏在手心，然后找到一位朋友，把你手心里动物的样子，
动物的本领等说出来，请好朋友来猜。

2、交流分享：

你们是说的?又是怎么猜出来的?

四、加深难度，游戏延伸

1、师：现在我把图片藏在了心里，只用语言描述出来，请你



们猜一猜是什么动物?。

(说一动物的谜面，让孩子猜)

2、游戏结束：我们今天玩了动物猜猜乐的游戏，我们以后和
老师、小朋友再玩玩这些游戏吧。

教学反思：

幼儿的兴趣非常浓，能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但在幼儿讨论
的这个阶段，我应该创设情景，让幼儿体验。我会多看看多
学学，让以后的教学活动能够更好。

中班有趣的动物语言教案反思篇五

“猜猜乐”游戏的设计类似“做动作猜成语”，但又“颠
覆”了传统猜谜游戏中只有两人互动的过程，巧妙地安排所
有参与游戏的幼儿都能为“猜谜者”提供信息，让所有幼儿
都享有全程投入的过程，这样的过程真正激发了每一个幼儿
参与游戏的兴趣。

那天，大家猜“双面胶”(文具用品)。除了猜谜者被蒙住眼
睛以外，所有的幼儿都能看到图片上的“双面胶”，他们绞
尽脑汁要让猜谜者猜出谜底。

a幼儿说：“这是我们做美工时用到的东西。”猜谜者想到了：
“剪刀。”猜得顺理成章，但离目标还有距离。

b幼儿说：“是用来粘东西的。”猜谜者回应：“胶水。”猜
谜者依然没错，说出了她的原有经验。

c幼儿有点焦急，他再补充说道：“这东西的形状是圆形的，
中间是空的。”猜谜者聚焦：“玻璃胶。”离目标越来越近。



d幼儿迫不及待地补充：“撕下一段，它可以正反同时粘住两
样东西。”猜谜者回答：“双面胶。”

哦!猜谜成功!师生欢呼……

“这个游戏到底是挑战猜谜者，还是挑战提供信息的同伴
呢?”教师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游戏，挑战着每一个幼儿。
猜谜的人，一次次接受着来自同伴提供的各种信息，不断地
尝试辨析，最终获得正确答案；而其他在场的每一个幼儿，
绝不是旁观者，他们是游戏的全程参与者，他们需要根据每
张图片、根据猜谜者的每次反应，不停思索，不断重新组织
与整理，并从不同角度描述事物的特征，最终让猜谜者获得
更准确的信息……可以坚信，幼儿如果经常玩这样的游戏，
将来一定能准确地描述物体的特征。

曾经，也有教师问我：“让大班孩子用_句话来描述图片，是
不是降低了语言要求?”其实不然，抓住图片的主要特征进行
描述，不仅反映了幼儿的概括能力，关键还考量着幼儿对图
片所特有的信息的捕捉能力，这也充分折射着幼儿不同的经
验水平。

只是，面对这个游戏，我也无数次纠结，一个好游戏又如何
为幼儿的主题学习服务呢?最后，我和我的教师团队将“猜猜
乐”游戏与“我是中国人”主题相链接，我们让幼儿积累了
一定的前期经验，再找来许多与中国有关的`图片……关键，
我们还在活动的最后部分设计了图片展示，期望能通过一段
声情并茂的朗诵进一步提升和激发幼儿的积极情感。

活动目标

鼓励幼儿根据图片信息，尝试描述物体的主要特征，并
在“猜猜乐”的游戏中了解一些与中国有关的事和物，激发
幼儿热爱祖国的情感。



活动准备

图片(国旗、熊猫、天安门等)、记分牌、ppt。

活动过程

一、学玩游戏

交代游戏玩法：猜谜者必须背对图片。其余幼儿仔细看屏幕
上的图片，并根据图片为猜谜者提供相关信息，猜谜者若能
猜出谜底就算胜，如果猜不出，其他幼儿继续提供信息，直
到猜出为止。

交代游戏规则：

规则一：猜谜者不能看图片，但是猜谜者可以根据大家提供
的信息猜谜，直到猜出才算胜。

规则二：提供信息的幼儿每次可用一句话来描述事物的特征，
但不能说出图片中物体的名称。

听懂规则了吗?你记得哪些规则?

请个别幼儿试猜，其余幼儿尝试看图片后用语言描述图片中
的物体。

二、玩竞赛游戏

交代玩法与规则：

规则一：每队依次派出一个幼儿参赛，比如第一轮，每队的
排头参加；第二轮，每队的第二个幼儿参加。依次类推。

规则二：游戏开始后，每队的代表进行抢猜，谁先猜出谜底，
他所代表的队为胜，并可加10分。



规则三：竞赛过程中如果下面提供信息的幼儿直接说出答案，
对方队即可直接加10分。比赛结束，总分多的一队为胜。

规则四：每队的排头负责记分，但必须听到教师说“请加
分”才能翻牌。

两队竞猜，教师适时介入指导。

【设计意图：在两组竞猜环节中，教师可以选择一些不同难
度的图片让两组竞猜。需要提醒的是，如果图片过于简单，
不具挑战性，会削弱集体活动共同学习的价值；如果都是高
难度的内容，幼儿始终猜不出，又将抹杀幼儿的游戏兴趣。
在设计中，除了可以提供幼儿非常熟悉的天安门、长城、月
饼、毛笔等图片外，还可提供一些稍有难度的图片(难度系数
最高的要数国花牡丹了)。当然，为了帮助幼儿能猜出结果，
教师可特意为幼儿建构“脚手架”，让幼儿在聆听歌唱家蒋
大为《啊，牡丹》的歌曲中寻找正确答案。

在两组竞猜环节中，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猜谜情况，灵活地
给予幼儿不同回应。当幼儿太过顺利时，教师可通过追
问“还能提供什么信息让别人猜出答案呢”，来鼓励其他幼
儿从不同角度描述事物；当提供信息的幼儿屡屡讲不到要点
时，教师可亲自为幼儿提供信息以作示范；当信息提供已相
当完整，而猜谜者却百思不得其解时，教师则可以公布答案
结束猜谜。

三、游戏结束

统计两队记分牌上的成绩，宣布游戏的输赢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