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小松鼠的礼物语言教案吹泡
泡(优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
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大班小松鼠的礼物语言教案吹泡泡篇一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感知故事的主要结构。

2、创编故事内容。

3、体验创编故事的乐趣。

4、通过阅读小图、上下图的对比观察，了解故事的情节，通
过一组图片排序，了解故事情节的发生和发展，培养细致观
察和较完整表述能力。

5、理解故事内容，记清主要情节，初步学习人物的简单对话。

活动准备：

1、故事动画。

2、操作材料若干。

3、了解春、夏、秋、冬四季特征。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出示课件：大尾巴）猜一猜：这是什么？
想一想：它象什么呀？

二、理解故事：

1、想象故事。小松鼠的尾巴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我们来看一
看：

（2）说在什么季节？发生了什么事？（让幼儿根据自己对课
件的理解随便说说）2、完整欣赏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跟
你们说的一样吗？我们来听一听。（老师完整地讲述故事）

3、表演小松鼠真能干，能用它的大尾巴做好多事情，我们一
起来学一学能干的小松鼠，我们一边学一边讲，比小松鼠更
能干，好吗？（大家一起边讲述边表演）

三、仿编故事

1、讨论：

（1）春天，是什么样的？小松鼠出去走走，还会发生什么事
呢？

（2）夏天，是什么样的？小松鼠出去走走，又会发生什么事
呢？秋天、冬天呢？（幼儿讨论）

2、仿编新故事

（1）引导幼儿想象记录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小松鼠出
去走走，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请小朋友去把它画出来。

（2）幼儿相互交流请小朋友相互说一说自己的想象。

（3）讲述新故事选择几个小朋友的画讲一讲。最好能选择到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各一幅，编成一个完整故事。大



家一起讲述。如果没有，鼓励小朋友把没有的回去编出来。

活动延伸：继续仿编新故事。

大班小松鼠的礼物语言教案吹泡泡篇二

活动目标：

1、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感受小壁虎借尾巴的情绪变化。

2、让幼儿了解小壁虎的尾巴能够再生，有断尾逃生的本领。

3、培养幼儿知道关心爱护动物。

4、让幼儿大胆表达自己对故事内容的猜测与想象。

5、通过加入适当的拟声词去感受图画书的诙谐、幽默。

活动重点难点：

1、重点：理解故事内容，感受小壁虎借尾巴的情绪变化。

2、难点：分角色表演故事，感受故事的情境。

活动准备：

断尾巴的小壁虎的图片、小壁虎、壁虎妈妈、黄牛、小鱼、
燕子的头饰。

活动过程：

一、图片导入，激发幼儿对故事的兴趣。：

二、第一遍讲故事，提出问题，引导幼儿理解故事。



1、师：故事中有哪些小动物?

2、师：小壁虎在抓蚊子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它的尾巴被
谁咬断了?

三、仔细听故事第二遍，提出问题，帮助幼儿进一步了解动
物尾巴的作用及壁虎尾巴再生功能。

1、师：小壁虎分别向谁借了尾巴?借到了吗?

2、小鱼姐姐、黄牛伯伯、燕子阿姨为什么没有把它们的`尾
巴给小壁虎呢?它们的尾巴有什么作用呢?(小鱼的尾巴可以拨
水、老牛的尾巴用来赶苍蝇，燕子的尾巴用来掌握方向。)

3、师：小壁虎到最后有没有尾巴了呢?它怎么又有尾巴了
呢?(原来小壁虎的尾巴断了以后可以再生)

4、师：小壁虎向小老虎借尾巴的时候怎么说的?我们平时借
东西的时候该怎么说呢?

四、幼儿边看课件边听故事第三遍，加深幼儿对故事的理解
并且激发他们对分角色的兴趣。

五、分角色表演故事，感受故事的情境。

1、分配角色，进行表演。

2、通过课件，引导幼儿进行表演，并能准确的进行对话。

六、小结壁虎是吃蚊子的益虫，是人类的朋友，我们大家要
爱护它。

活动延伸：

将活动中的头饰放到表演区域，幼儿可自已邀伴进行角色表



演。

大班小松鼠的礼物语言教案吹泡泡篇三

活动目标：

1、通过对话中的礼貌用语，让幼儿知道说话要有礼貌。

2、引导幼儿观察图片中动物的尾巴，知道动物的尾巴都有用。
小壁虎的尾巴能够再生。

3、通过角色表演，让幼儿体验快乐。

4、知道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我们要保护小动物，爱护小动物。

5、理解故事内容，大胆讲述简单的事情。

6、理解散文的内容，初步学习朗诵散文。

活动准备：

1、教学课件、角色头饰。

2、奖励幼儿的小奖品若干。（漂亮的小红花）

活动过程：

一、教师课前谈话，引起幼儿兴趣。

二、幼儿观看课件，知道故事内容。

1、看课件，了解小壁虎断尾巴的原因。

小壁虎的尾巴是在干什么的时候，被谁咬断的呢？



2、完整看课件，了解故事中的具体内容。

（1）孩子们，故事中小壁虎都向谁借尾巴了呢？

（2）它借到了吗？

3、再次完整看课件，注意小壁虎借尾巴时，它们时怎么说的？
孩子们，故事看完了，提问：

（3）老师做小壁虎，请你们做小鱼姐姐、牛伯伯、燕子阿姨，
说出对话。

（4）请小朋友说说小鱼游水、牛吃草、燕子飞的动作是怎样
的？

（6）小壁虎没有借到尾巴，为什么后来小壁虎又高兴的叫起
来了呢？

三、完整的看着课件和小朋友一起讲述故事。

四、角色表演故事。

孩子们，现在我们学会了这个故事，你们想不想演一演？
（请一个小朋友戴上小壁虎的头饰，请四个小朋友分别扮演
小鱼姐姐、牛伯伯、燕子阿姨的头饰跟着课件进行表演。）

五、总结延伸，自然结束活动。

孩子们，当我们在午睡或者晚上睡觉时，小壁虎就在墙角里
帮我们捉蚊子，不让蚊子吸我们的血，你们说，小壁虎是我
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呢？我们应该怎样保护、爱护它呢？
现在就让我们去其它班看一看，它们的动物角里面有些什么
动物好吗？带着孩子出去自然结束活动。

小壁虎借尾巴故事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它的



尾巴。小壁虎一挣，挣断尾巴逃走了。

没有尾巴多难看啊！小壁虎想去借一条尾巴。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他看见小鱼在河里摇着尾巴游
来游去。小壁虎说：“小鱼姐姐，您的尾巴借给我行吗？”
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拨水呢。”小壁虎告别了小
鱼，又向前爬去。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他看见老黄牛在树下甩着尾巴
吃草。小壁虎说：“黄牛伯伯，您的尾巴借给我行吗？”老
黄牛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蝇子呢。”小壁虎告别了
老黄牛，又向前爬去。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屋檐下。他看见燕子在空中摆着尾巴飞
来飞去。小壁虎说：“燕子阿姨，您的尾巴借给我行吗?”燕
子说：“不行啊，我飞的时候，要用尾巴掌握方向呢。”小
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过。他爬呀爬，爬回家里找妈妈。
小壁虎把借尾巴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傻孩子，
你转过身子看看。”小壁虎转身一看，高兴地叫起来：“我
长出一条新尾巴啦！”

大班小松鼠的礼物语言教案吹泡泡篇四

1．学会本课8个生字和7个词语，认识6个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通过读课文了解小壁虎借尾巴的经过，知道小鱼、老牛、
燕子尾巴的用处和壁虎尾巴有再生功能的特点。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是准确掌握生字的读音和字形；结合词语理解字义，结



合句子理解词义；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并能读出适当的语
气。难点是运用适当的语气分角色朗读课文。

课前准备

1．生字生词卡片。

2．教学挂图或投影片。

3．朗读课文的录音带。

4．投影仪或抄有第一、二、三段课文的小黑板。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联系旧知，揭示课题

1．回忆一年级上学期学的《比尾巴》一课，知道动物尾巴各
不相同。

2．那么，动物的尾巴各有什么不同的用处呢今天，我们就来
学习一篇有关动物尾巴作用的课文。教师板书课题。

3．教学“壁、虎”两个生字，记“虎”的字形，认识虎字头。
出示幻灯片或壁虎挂图，简介壁虎：是一种爬行动物。能在
天花板或墙上爬行。吃蚊、蝇、蛾等小虫。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听课文录音。



2．学生自由、轻声地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词句不读破。

三、由扶到放，理解课文

1．小壁虎为什么要借尾巴呢

（1）指名读课文一、二段。

（2）对照第一幅挂图，认读“墙角、蛇”等生词；演示幻灯
片，帮助学生理解“一挣、挣断、逃走”等词。

（3）练习朗读第一、二段。

2．小壁虎向谁去借尾巴了有没有借到呢请同学自由、轻声地
朗读三至五段。汇报交流，教师板书：小鱼、老牛、燕子。

3．为什么它们都不把尾巴借给小壁虎呢我们来仔细读一读课
文。出示第三段。

（1）小壁虎先爬到什么地方学生读一句。

（2）他看见小鱼在干什么学生读第二句。

认读生字“摇”用手做动作理解意思。（板书：摇）

（3）小壁虎说了什么小鱼说了什么请学生分角色朗读三、四
两句。

学习生字“姐、拨”。用手做动作理解“拨”，并板书。学习
“姐”，体会小壁虎说话很有礼貌。

（4）边起来朗读第三段。

4．接着小壁虎爬到什么地方他看见老牛在干什么他们说了什
么带着这些总是分小组共同学习讨论第四段。可以通过朗读



方式回答问题，互相评议朗读的好坏，不断改进。

（1）全班交流学习情况。请各小组汇报：通过朗读回答问题。
其他人注意听他们的朗读有没有突出能回答问题的词。教师
板书：甩、赶蝇子。

（2）认读生字：甩、蝇、件，用细绳甩动帮助学生理
解“甩”。

5．小壁虎又爬到什么地方他看见燕子在干什么他们说了什么
自己独立学习第五段。

（1）学生交流朗读情况。

（2）教师板书：摆、掌握方向。教师作些讲解帮助学生进一
步理解燕子尾巴的作用。

6．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过，后来为什么又高兴起来

（1）教师、学生分角色朗读第六、七段。

（2）教师板书：长出新尾巴。指导朗读最后一句。点明：壁
虎的尾巴能再生。

7．朗读全文。

教师小结：

学了这一课，我们知道了小鱼的尾巴可以拨水，牛尾巴可以
赶蝇子，燕子的尾巴可以掌握方向，小壁虎的尾巴断了可以
再生。

大班小松鼠的礼物语言教案吹泡泡篇五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感知故事的主要结构。

2、创编故事内容。

3、体验创编故事的乐趣。

活动准备：

1、故事动画。

2、操作材料若干。

3、了解春、夏、秋、冬四季特征。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出示课件：大尾巴）

猜一猜：这是什么？

想一想：它象什么呀？

二、理解故事：

1、想象故事。

小松鼠的尾巴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我们来看一看：

（1）看

（教师演示动画）



春天：小鸡尾巴挡雨

夏天：蜗牛尾巴扇风

秋天：小兔尾巴扫叶

冬天：小猫尾巴保暖

（2）说

在什么季节？发生了什么事？（让幼儿根据自己对课件的理
解随便说说）

2、完整欣赏故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跟你们说的一样吗？我们来听一听。

（老师完整地讲述故事）

3、表演

（大家一起边讲述边表演）

三、仿编故事

1、讨论：

（1）春天，是什么样的？

小松鼠出去走走，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2）夏天，是什么样的？

小松鼠出去走走，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秋天、冬天呢？

（幼儿讨论）

2、仿编新故事

（1）引导幼儿想象记录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小松鼠出去走走，又会发生什么
事情呢，请小朋友去把它画出来。

（2）幼儿相互交流

请小朋友相互说一说自己的想象。

（3）讲述新故事

选择几个小朋友的画讲一讲。最好能选择到春天、夏天、秋
天、冬天，各一幅，编成一个完整故事。大家一起讲述。

活动延伸：

继续仿编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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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