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中班语言纸娃娃教案(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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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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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中班语言纸娃娃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尝试用分泥和连接的技能制作民族娃娃。

2、感知几个常见少数民族的特色。

3、在创作时体验色彩和图案对称带来的均衡美感。

4、能理解底色，会注意底色和纹样之间的冷暖对比。

活动准备：

泥、泥工板、湿抹布、民族娃娃的图片、课件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引起幼儿兴趣。

老师：出示各种民族娃娃，听泥娃娃自我介绍：“黑眼睛，
黑头发;你穿对襟袄，我系葡萄扣;你梳桃子头，我扎小髻髻。
我们是一群中国娃娃，我们住在无锡惠山的山脚下。



引导幼儿观察名族娃娃的外形特征：脸是圆圆的，眼睛大大
的，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很美丽。

二、教师示范，引导幼儿学习分泥和连接的技能。

1、老师出示泥团，示范分泥：做娃娃的时候，先要把泥分为
两块，每一块再分为一大一小两块，大的分别做身体和两条
腿，小的分别做头和两条胳膊。

2、用我们学过的.团圆、搓长、压扁等本领做出圆圆的头、
宽宽的身体

3、示范连接：做好以后，将头、胳膊、腿与身体连接在一起。
提示幼儿可以用辅助物来帮忙。

4、最后填上眼睛、嘴巴，提示幼儿可以用泥条粘帖的方法表
现出名族娃娃的发髻特征。用辅助材料进行装饰，平放在泥
工板上。

三、幼儿操作，老师指导。

四、交流讲评

教学反思

本课的学习会让学生更全面的了解，有更深刻的印象。特别
是一些在我们生活中经常经历的活动，而那些少数民族的一
些节日虽然不多见，或许更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还可以
亲身体验一下节日中的快乐，学生能够在学习中，了解到祖
国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是学生自身情感体验的需要，同时
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



幼儿园中班语言纸娃娃教案篇二

设计思路：

著名的大教育家陈鹤琴指出：我们要利用大自然、大社会作
为我们的活教材。在美丽的春天的主题活动中，我带领孩子
们来到绿色家园中寻找春天，发现孩子们喜欢把野花、野草
插在头上、戴在胸前，变成一个美丽的春姑娘，展示自己的
美。在春夏秋冬的大主题活动中，我发现我班幼儿对“一年
四季”的基本特征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能初步区分一年四
季的变化。但因为一年四季是轮换出现的，孩子们往往对已
经过去的季节特征会渐渐遗忘；于是，我根据孩子们对四季
特征的已有经验和爱装扮爱表现的特点设计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的目标为：

1、通过回忆交流四季的相关经验，进一步感知四季的不同和
美。

2、通过装扮四季娃娃，体验装扮的乐趣，培养幼儿合作、创
造和表现表达能力。

活动一开始，我让孩子充分交流和爸爸妈妈一起回忆收集的
四季秘密，让孩子进一步认识了解了四季特征的基础上，体
会四季不同的美，激发幼儿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

活动的第二个环节是装扮四季娃娃的过程，这是本次活动的
重点。我以四季妈妈来到我们班级，召开舞会为切入口，让
妈妈穿着具有有四季特征的美丽服装展示在孩子面前，让孩
子感受四季妈妈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的同时季节的不同特征，
这时我就及时启发幼儿留意妈妈服装上材料，启发幼儿创造
性的运用各种材料装扮自己，让孩子在实践中了解，在实际
操作中更加明确四季的特征和美。为了满足不同层次孩子的
需要，在投放材料时，我没有按季节特征将材料归类提供，



而是有意地为不同层次的幼儿自主选择、创造性地使用材料
提供空间，以再现四季的不同特征和美，体验装扮的乐趣。
我就启发幼儿和材料的运用，当孩子们对用感官从中启发幼
儿对材料的运用，激发幼儿装扮的欲望。然后，我让孩子们
自主商量、确定合作伙伴和想要装扮的.季节娃娃，并为孩子
们提供多种原始、半成品材料，进行装扮。

〈课程指南〉

要关注幼儿的主体意识和初步的社会意识的孕育，为幼儿学
会生活、学会探究、学会表现表达提供灵活多样的课程及其
活动空间，为幼儿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因此，当孩子们装
扮好一个全新的季节娃娃时，孩子们表达表现的欲望肯定是
非常强烈的，我就及时为他们提供表现表达的机会，并让孩
子们自主选择表达表现的方式，再一次充分感受四季的美，
进一步体验装扮的乐趣和成功的快乐。

本次活动充分体现以幼儿发展为本的理念，始终以激发幼儿
的学习兴趣为出发点，以促进孩子创造、合作、表达表现为
目标，每个环节都尊重孩子的自主性，关注孩子的基本经验。
教师在激发孩子情感的基础上，帮助孩子把一些零散的经验
进行归纳和总结和提升，充分体现了以孩子为主体，教师为
主导的原则。孩子们在说说、猜猜、看看、做做的轻松氛围
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发展。

活动名称：

四季娃娃

活动目标：

1、通过回忆交流季节的相关经验，丰富幼儿夏季季节特征，
进一步感知四季的不同和美。



2、通过装扮四季娃娃，体验装扮的乐趣，培养幼儿合作、创
造和表现表达的能力

活动准备：

1、四季奶奶服饰。

2、皱纹纸、卡纸、彩带、泡沫、芦叶、柳条、回形针、剪刀、
胶水、蜡笔等。

3、录音机、四季音乐、舞曲磁带

幼儿园中班语言纸娃娃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初步理解故事内容，感受老奶奶和老爷爷对小鸟的热爱，
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2、以边听边理解、边体问探究的方式，理解老奶奶和老爷爷
和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3、感受与同伴互动学习的乐趣。

活动准备：

1、配乐故事及舒缓的背景音乐磁带，录音带。

2、幼儿用书：《鸟窝》

活动过程：

一、以开门见山的方式，引发幼儿倾听故事的愿望教师：老
师带来了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鸟窝》。



（边讲边书写出《鸟窝》两字，让幼儿自然识字。）

二、边理解边听，并提问边探究的方式，帮助幼儿逐步理解
故事的内容及人物爱鸟的情感。

教师在背景音乐的伴奏下，富有感情地讲述故事。

结合幼儿用书画面，教师继续讲述故事。

教师：

他们用爱心为鸟儿营造出一个美丽安宁的家园，同时也为人
类营造出一个鸟语花香、有声有色的世界。善待鸟类，其实
就是善待自己。

四、请幼儿完整地欣赏配乐故事教师播放故事，幼儿欣赏。

活动反思：

今天，我上了一节语言活动《鸟窝》，活动目标是让幼儿初
步理解故事情节，感受老奶奶和老爷爷对小鸟的热爱，以及
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活动采用边听边理解，边提问探究的
方式，从而帮助幼儿理解故事中的人物对小鸟和大自然的热
爱之情。故事《鸟窝》，它以巧妙的构思，温暖、关爱的基
调深深吸引着幼儿。于是我借助图片及幼儿用书设计了此次
活动。我遵从简单、真实、自然、有效的教学原则，从幼儿
的角度出发，分析幼儿学什么，怎么学。

在活动过程中，我采用逐层深入的教育方法。故事讲了一半，
设下悬念，从而引起幼儿的兴趣。请幼儿讲讲老爷爷会怎么
做，老奶奶又是怎么做的？让幼儿动脑筋想一想，讲一讲。
使幼儿循序渐进地体会关爱的情感。在完整的欣赏故事后，
引导幼儿围绕“老奶奶为什么这样做？”展开讨论，发表自
己的看法。幼儿通过自己对故事的理解及聆听同伴的看法，



幼儿逐渐感受到了老奶奶对小鸟深深的爱，此时，幼儿被感
动了。于是，我引导幼儿从自身出发，让他们说说自己会怎
样保护小鸟。通过感知、理解、感悟、表达等方式，给幼儿
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产生强烈的心灵共鸣。活动中关注幼
儿。观察幼儿的反应，聆听他们的声音，带领幼儿进入关爱
的世界，体验“爱”的情感。在平等开放的提问中展现幼儿
的想象力，充分调动幼儿的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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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欣赏诗歌，理解四季特征，感知四季的不同和美。

2、根据四季的特征，尝试仿编四季娃娃，并连贯地朗诵诗歌。

3、乐意参与表演和仿编诗歌。

【活动准备】

ppt课件：诗歌—四季娃娃。

【活动过程】

一、欣赏画面，感知诗歌内容

1。小朋友，你知道一年有几个季节吗？

2。引导幼儿观看课件画面

（1）画面上有什么？

（2）知道这是什么季节吗？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鼓励幼儿讲述画内容。

二、学习朗诵诗歌

1、观看课件，认读汉字。

师：谁能说一说，有哪四个季节？

带领幼儿认读汉字：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2、教师有表情地朗诵诗歌。

老师给小朋友朗诵一首儿歌，你们仔细听听，儿歌里说了哪
几个季节呢？

提问：诗歌的名字叫什么？

你知道诗歌里的四季娃娃是谁吗？他们说些什么？

3、观看课件，启发幼儿朗诵儿歌。

（1）师生轮流接说儿歌的形式学说儿歌。

（2）教师带领幼儿完整地朗诵诗歌。

（3）图片演示，幼儿朗诵儿歌。

三、启发幼儿表演儿歌

1、教师用手做什么动作表示“草儿尖尖”和“小鸟”，启发
幼儿学一学。

2、请小朋友想一想荷叶和青蛙怎样用动作表示呢？

引导幼儿创编动作。



3、请创意比较好的.小朋友上来示范表演动作。

幼儿表演儿歌。

四、引导幼儿尝试仿编诗歌

1、在大自然中还有很多四季娃娃，在春天里娃娃的是春娃娃，
除了草尖儿，还有哪些？

2、引导幼儿想象并讲述夏娃娃、秋娃娃、冬娃娃……

3、教师带领幼儿按照诗歌的结构替换四季娃娃形象，朗诵仿
编诗歌。

儿歌：四季娃娃

草芽儿尖尖，它对小鸟说：“我是春天。”

荷叶儿撑伞，它对青蛙说：“我是夏天。”

谷穗儿弯弯，它鞠着躬说：“我是秋天。”

雪人儿大肚子一腆，它顽皮地说：“我就是冬天！”

幼儿园中班语言纸娃娃教案篇五

蹦蹦跳跳自天而下。

走到大海，大海笑起浪花。

走到沙漠，沙漠张开嘴巴。

走到森林，森林沙沙。

走到屋檐，屋檐哗哗哗。



听，雨在讲话：

“我来啦!我来啦!”

于是，大地牵上

小树、小草、小花，

还有小苗苗、小豆荚，

漫山遍野出来迎接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