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语言教案小马蹬蹬设计思路 中
班语言教案小马蹬蹬设计(精选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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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语言教案小马蹬蹬设计思路篇一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喜欢运动，热爱祖国的情感。

2、启发幼儿用多种方式表现自己印象中的中国运动员夺奖牌
时的情景。

3、引导幼儿大胆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想，激发幼儿喜爱运动
的情感。

活动资源：有关奥运会的报纸、图片

活动过程：

（一）激发动机语言激发：“在雅典举行了一次运动会，你
们还记得是什么运动会吗？”

（二）引导幼儿观看报纸，组织幼儿讨论交流

1、“你们知道奥运会有什么比赛项目吗？”

2、“我们中国取得了多少面金牌？”



3、“他们拿奖牌时的表情是怎么样的？他们会做些什么动作
呢？”

（三）大胆表现

1．鼓励幼儿根据电视和报纸上有关奥运会夺金的情景进行绘
画。

2．启发幼儿添加观看的观众和升起来的国旗。

（四）体验成功

1．与同伴交流作品。

2．请老师参观作品，向老师介绍作品。

（五）鼓励幼儿向运动员学习，积极参加体育运动锻炼身体。

中班语言教案小马蹬蹬设计思路篇二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尝试运用完整的语句表达故事内容。

2、有目的地观察图片，尝试大胆想象、表达。

活动准备：

多媒体、图片四幅、四个小黑板架、手偶若干、背景音乐、
故事录音。

经验准备：

幼儿已了解小马的特征、有分组活动的经验。



活动过程：

一、演示媒体、引发兴趣

1、媒体呈现小马

（1）“笛笃，笛笃”，瞧，谁来了？

（2）这匹小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3）猜猜小马的鞋子为什么会挂在尾巴上？

二、看看讲讲、理解故事

（一）观察、讲述图一（媒体）

1、关键提问：小蚂蚁怎么啦？小马看见了会怎么说、怎么做
呢？

2、教师根据故事内容（图一）小结。

（二）观察、讲述图二（媒体）

1、关键提问：猫妈妈遇到了什么困难？

2、想一想小马会怎么帮助它？他会对猫妈妈说什么？

3、学习用完整的语句讲述图片内容

4、教师根据故事内容（图二）小结。

（三）幼儿分组观察、讲述图片（图三、图四）

1、幼儿分组观察：谁还遇到了困难，会发生什么事情？小马
蹬蹬会怎么帮助他们？



2、小组讨论，用较完整的.句子将图片的意思表达清楚。

（四）教师完整讲述故事，进一步理解故事内容。

问：小马帮助了哪些动物朋友？它们把鞋子当成什么？

三、运用手偶，情境阅读

1、情境阅读（师套小马手偶，幼儿套小动物手偶）

问：听了这个故事，你喜欢小马噔噔？喜欢它什么？

小结：小马噔噔用它的新鞋帮助了小动物，真是一匹有爱心
的小马。

2、出示一双鞋子

如果你有一双像小马一样的新鞋，会用来做什么？

延伸活动：在个别化活动中自由选择头饰或手偶进行故事表
演。

中班语言教案小马蹬蹬设计思路篇三

1、喜爱聆听绘本故事。

2、能够理解故事的内容，知道遇到困难时要动脑筋想办法。

3、能够根据故事内容进行仿编。

教学过程

一.导入故事：

师：老师也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动画片，一起来看看吧！



二、播放故事

完整播放《小马过河》的动画。

从前有一匹小马，从小就和妈妈住在一起，他总是跟在妈妈
身边寸步不离。

有一天，妈妈对小马说：“你把这袋麦子驮到磨坊去吧。

小马驮着麦子来到了河边，可是河上没有桥，也不知道河水
有多深？怎么办呢？

小马在河边遇见了牛伯伯，他问牛伯伯：“牛伯伯，这河水
深不深啊？”

牛伯伯笑着说：“不深，不深，才到我小腿。

听牛伯伯这么一说小马就放心了，正准备趟过河，刚迈一步，
就听见一个声音说：“小马，小马别下去，这河水可深
了。”

小马低头一看，原来是小松鼠。

小松鼠接着说：“前两天，我的一个伙伴掉进河里，就被河
水卷走了！”

小马一听没了主意。牛伯伯说河水浅，小松鼠说河水深，这
可怎么办？

这时，马妈妈来了，她看到犹豫中的小马，就对小马
说：“孩子，这河水的深浅，只有你自己试了才知道呀！”

小马小心的试探着，一步一步趟过河

噢，原来河水既没有牛伯伯说的那么浅，也没有小松鼠说的



那么深！

三、提问：

问题1、故事中出现了哪些动物？

问题2、老牛说了些什么？

问题3、小松鼠说了些什么？

问题4、他们说的对吗？

问题5：小马是怎么做的？

中班语言教案小马蹬蹬设计思路篇四

在中班主题《在农场里》的开展过程中，孩子们对一些农场
里的小动物非常感兴趣，特别是马，很多家长还带着我们的
宝宝们骑过马。在《学习活动》的教材中《小马噔噔》的故
事深深的吸引了我，故事的主角时孩子们喜欢的小马，整个
故事简单易懂，同时故事中还隐藏着一条帮助别人是件的快
乐事情的情感主线。对于我们中班的孩子来说，很多时候都
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经常忽略身边小朋友的感受，当身边的小
伙伴有困难时孩子们有时也会比较冷漠。希望能够通过这样
一个生动形象的故事激发起孩子们内心深处一份乐于助人的
情感，能够知道给予别人帮助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二、幼儿经验分析

我们班级的幼儿在语言发展方面是相对比较突出的，能够大
胆主动并且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在仔细观察画面这
一方面确实比较薄弱的，对于图画书孩子们经常是匆匆翻过，
很少仔仔细细专注地去看图书。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看图
讲述活动，能够挑战孩子们观察画面和猜测故事情节的能力，



用完整话语来表达自己所观察或者是猜测到的画面内容。

三、活动价值分析

《3-6指南》中指出中班的幼儿能够根据连续的画面提供的信
息，大致说出故事的情节。本次活动通过四个环节的层层递
进帮助幼儿仔细观察画面，对画面内容进行放大并用完整的
语言进行表达表述。每一个环节通过重点提问的以及小结提
升帮助幼儿能够更好地梳理整个故事的情节，体会故事背后
的情感价值。希望通过这个活动给孩子们的不仅仅只是理解
这个故事内容更重要的是学会一种方法，帮助孩子们以后能
够完成独立阅读。

【活动目标】

1、通过观察画面，理解猜测故事情节并用完整的语言表达。

2、感受故事中帮助别人是件快乐事情。

3、学习有序、仔细的观察图片，理解图片，并用较清楚的语
言描述图片内容。

4、帮助幼儿体验和理解故事内容，尝试讲清简单的事情。

【活动准备】

ppt、自制图书、笑脸贴、小动物图片。

【活动过程】

一、观察图片，引起兴趣

1、出示图片：（穿着鞋子的小马）

――这是一匹小马，它的名字叫噔噔。



――小马噔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出示图片：（尾巴上挂着鞋子的小马）

――小马噔噔的鞋子为什么会挂在尾巴上？

二、猜猜说说，理解故事。

（一）集体阅读

1、出示图片（猫妈妈抱着哭的猫宝宝）

――小马噔噔遇见了谁？它怎么了？（引导幼儿仔细观察画
面，关注猫宝宝的表情）

2、出示图片（出示另两张图片）

――小马噔噔是怎么做的？小马噔噔高兴吗？猫妈妈和猫宝
宝高兴吗？

小结：原来得到别人的帮助和帮助别人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二）自主阅读

1、出示图片（遇到另外三个动物）

――小马噔噔又遇到了谁？

――他们怎么了？（幼儿观察图片进行讲述）

――猜猜小马噔噔会怎么做？（幼儿大胆猜测故事的情节进
行讲述）

2、幼儿自主阅读图书内容理解故事。



――你看到的内容和你猜的一样吗？

3、出示图片（另外相对应的图片）

――你读懂了谁的故事？（挑选自己理解的画面进行讲述）

小结：小马噔噔不仅乐于帮助朋友，他还会动脑筋想好办法，
好的办法能让朋友更开心。

三、完整讲述，烘托情感。

幼儿完整欣赏故事。

四、延伸：发现身边的快乐。

（ppt身边好朋友相互帮助的照片。）

――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快乐吗？

小结：希望你们能接过小马噔噔乐于助人的接力棒在我们中
三班继续传递下去，发现更多的快乐瞬间，让我们的快乐墙
能够有更多的快乐身影。

教案二：《小马噔噔》 【活动目标】

1、理解画面中的故事，尝试运用完整的语句表达故事内容。

2、懂得帮助别人是件快乐的事情。

【活动准备】

图片四张、手套木偶。

【活动过程】



一、观察图片、引起兴趣。

1、“笛笃笛笃”瞧，谁来了？（出示小马噔噔）

3、猜猜小马的鞋子为什么会挂在尾巴上？（小马有4只漂亮
的新鞋子，舍不得穿）

小马噔噔舍不得穿新鞋子，就把鞋子挂在尾巴上向前走。他
会遇见什么事呢？

二、听听讲讲，理解故事。

观看图一，学习讲述：小马遇见了什么事？（幼儿自由讲述）

1、是呀，猫妈妈遇到了困难，小马看见了会怎么做呢？会说
什么？

2、如果你是小马噔噔，你会怎样帮助猫妈妈？怎么说？怎么
做？

3、学习用完整的语句讲述图一的内容

4、出示图二、三、四和好朋友说说小马又遇见了什么事？和
好朋友一起说说。

5、小马噔噔是怎么帮助它们的，请你选一张图片来编一编故
事。

6、幼儿编故事，教师了解指导幼儿编故事情况（怎么说、怎
么做）

7、请把你编的故事告诉大家（教师总结？）

8、完整欣赏故事（教师带木偶讲述，幼儿边看图片边学习讲
述）



三、故事表演，激发想象。

1、请你带上手套木偶，一起来表演一下图片上的内容。

2、想象：如果小马噔噔还有一双新鞋会去帮助谁，干些什么？

附故事：《小马噔噔》

小马噔噔买来四只鞋，穿在四只脚上。他没走几步，就觉得
不舒服，只好把鞋脱下来，挂在尾巴上。

小马噔噔往前走，看见猫妈妈抱着哭闹的小猫没有地方放。
他取下一只鞋，送给猫妈妈当摇蓝，猫宝宝躺在摇篮里就不
哭了。

小马噔噔往前走，看见一队小蚂蚁过不了河，正犯愁呢。他
又取下一只鞋，送给小蚂蚁当小船。哈哈，小蚂蚁能够过河
了。

小马噔噔往前走，看见小兔摘下的草莓全堆在地上。他又取
下一只鞋，送给小兔当篮子。这样小兔才把草莓带回了家。

小马噔噔往前走，看见母鸡用小勺子接水，很慢很慢。他又
取下最后一只鞋，送给母鸡接水用。

没有了鞋，小马噔噔跑起来又像从前一样轻松了。

中班语言教案小马蹬蹬设计思路篇五

活动目标：

1、使幼儿在故事中懂得遇事要多观察、多动脑筋、勇于尝试
的道理。



2、发展幼儿初步的比较分析能力与口头表达能力。

3、通过活动丰富幼儿的词汇：磨坊、为难、难为情。

活动准备：

多媒体课件、动物头饰

活动过程：

一、完整听故事师：小朋友，你们好，今天啊我们来听一个
故事《小马过河》，听完之后告诉老师，你最喜欢故事里的
那一句话或是那一个情节，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故事。

师：故事听完了，有谁告诉老师你最喜欢故事里的那一句话
或哪一个情节?

二、分段理解故事内容

(一)第一段师：刚才小朋友啊听得都很仔细，那故事当中老
马到底让小马干什么去了呢?我们来听一听故事的第一段。

师：老马让小马干什么去了呀?(你把这半袋麦子驮到磨坊去
吧)那有谁知道磨坊是用来干什么的?(磨坊是用来加工麦子的
地方)师：小马呀可真能干，你们想不想来学一学小马呀，我
们一起来试一试，好不好?小马先是怎么样啊(背起了麦子)，
然后呢(飞快地朝磨坊跑去)。

师：呀，小马真能干，能帮老马做事情了，小朋友呀表演地
真不错，我们一起坐下来吧!

(二)第二段师：那小马去磨坊的路上会遇到什么事情呢，我
们接着往下看!

师：小马听了牛伯伯的话正准备过河呢，咦，会发生什么事



情呢，一起来看一看!

师：小马正准备下河呢，突然谁来啦?(小松鼠)小松鼠来了，
那小松鼠是怎样对小马说的呢?(小马小马，别过河，这条河
可深了，昨天我的一个伙伴就是掉在这条河里淹死的呀)我们
也来学一学小松鼠的话!

(三)第三段师：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是回家问问妈妈吧!

师：谁来告诉老师，老马是怎么和小马说的?(孩子，光听别
人说，自己不去试试是不行的)师：小马听了明白了，它又准
备下河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故事的最后一段。

师：那这一次小松鼠又对小马说了什么呀?(小马，你不要命
啦)那小马它又是怎样做的呢?(让我试试吧)那这条河到底是
深还是浅呢?(原来河水既不像老牛说得那么浅，也不像松鼠
说得那么深)三、再次完整欣赏故事，理解故事涵义师：那我
们再来完整欣赏一遍故事，这一次欣赏完之后，老师还要考
考你们哦!

师：小朋友动一动脑筋，老牛和小松鼠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边看课件边来讨论一下。

师：小朋友，把你们刚才讨论的结果告诉大家吧!谁来试一
试!

师：原来老牛因为身材比较高大，所以它觉得水很浅，小松
鼠因为比较矮小，所以它觉得水很深，小马呢不高不矮，所
以老牛和小松鼠它们说的话对它们自己本身是有道理的。

师：那既然老牛和小松鼠说的话有道理，小马应不应该听它
们的话?小朋友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当我们遇
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动动脑筋想一想，还要大胆地去
试一试，我们应该做一个聪明勇敢的孩子。



四、故事表演师：那小朋友你们想不想来表演这故事呀?谁愿
意来做老马、小马、老牛、小松鼠师：其他小朋友我们来做
认真的小观众吧!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适合本班幼儿年龄特点及发展需要，95%幼儿都能积
极的参与到活动中来，及个别幼儿注意力不够集中，需要教
师加以提醒引导。

1、营造故事意境激发学习欲望

本节课，我以童话“小马过河”为背景，组织教学。课一开
始我简单的给学生讲述小马接受任务去磨房，途中遇河，松
鼠与老牛的话让它不敢过河，只好回家问妈妈的故事。在随
后的教学中，紧紧围绕“小马过河”这个故事展开教学，从
小马练本领、小马接受任务遇到大河、小马想方法过河、到
欢庆过河都是在这个情境中进行的，使学生作为故事的主人
公参与学习过程，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教师、
学生、教学内容融为一个整体。

2、挖掘生命内涵放飞学生心灵

儿童的灵性也就是学生的天性，儿童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灵性
的世界。儿童天生具有创造力，就看你教师有没有给他机会。
给学生提供更多发展的空间，是我设计本节课的一个重要砝
码。在教学过程中，我在抓住主教材的同时，忽略了次教材，
以留给学生更多的创造空间。我想，学生的创造力是无穷的，
学生一定会非常喜欢，因为这是他们的自己的方法，这是他
们合作的成果，这是他们创造的结晶。

3、巧设学习障碍练就生活本领

平淡无奇固然可使学生学的轻松，但往往也会使学生感到乏



味。本课根据幼儿特点，巧妙设置了学习的障碍，使学生在
新需要与旧水平之间产生冲突，从而更好地学习。因此，我
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是那匹小马，你能过河吗?”
这个问题一定会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启迪他们的思维，他
们会利用以有的生活经验去思考，去实践，甚至会将问题放
到现实生活中去解决。这样将课堂与生活有机的结合起来，
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同时，练就生活的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