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语言故事教案及反思(通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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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
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
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大班语言故事教案及反思篇一

1、理解故事内容，懂得遇到困难要积极动脑，想办法的道理。

2、能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发挥想象力，创编新的故事情节。

3、能用完整的语言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4、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5、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挂图《喝水的故事》

活动重点：理解故事内容。

活动难点：创编新的故事情节。

1、出示挂图，引发幼儿兴趣。

图上有谁？他们在做什么？我们先来听一听《喝水的故事》。

2、教师有表情地讲述故事，幼儿欣赏。

（1）教师结合挂图，逐步提问，引导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

*故事里有哪些小动物？他们在干什么？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谁发现了瓶子，里面有多少水？

*他们商量后决定用什么办法来喝水呢？

*他们喝到瓶子里的水了吗？

3、教师再次完整地讲述故事，引导幼儿根据故事续编或添加
故事情节。

*重点引导幼儿创编的故事情节要有对话并且完整。

怎样让几个小动物都能够从瓶子里喝到水，是这个续编故事
的主旋律。而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孩子运用已有的生活知识
经验想出解决的办法，而且又要求孩子有顺序地讲清楚解决
问题的具体过程，学习用语言完整表述出来是本次教学的重
点。

孩子们想到了很多办法，如在瓶子里放石头，让瓶子里的水
满起来；去找芦苇，可以当吸管用来喝水；可以找来棉花放
到瓶子里让白鹤在用嘴衔起来喂水给每个动物……孩子们想
的办法很多，这时作为老师就要重点引导以此方法为线索，
讲清、讲祥事情的整个过程，使孩子们了解如何有顺序地用
连贯完整的语句编出故事的结尾。

我觉得孩子在平时的知识积累很重要。我们班级的孩子我每
天都会安排新闻讲述与我会讲故事活动，这对于孩子的语言
发展有着极大的帮助，孩子们的表述能力变强了、意会能力
变强了。所以在教学时老师一经过示范，孩子们就马上知道



该怎么讲述。孩子们因为有话讲，所以就参与积极投入，教
学气氛好，能较好地完成预设的活动目标。

大班语言故事教案及反思篇二

1、理解故事内容，学习故事中的对话语言。

2、感受民间故事诙谐幽默的风格，喜欢参与故事活动。

3、能用语言及肢体动作大胆表现故事。

4、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5、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ppt 、 各种角色头饰、 老鼠嫁女剪纸图片、 背景音乐

重点：理解故事内容，学说故事中的对话。

难点：能用语言及肢体动作大胆表现故事。

第一步：导入作品、创设情境、引出故事。

1、教师播放ppt

师：通过直观教具法，声画结合办喜事的画面导入活动。

注：教师指导性语言 小朋友们猜一猜，是谁家在办喜事啊？
我们一起来看看。

2、ppt播放故事。

3、播放故事后，提问描述性问题。



（1）故事叫什么名字？

（2）故事中有谁？

（3）老鼠最后把女儿嫁给了谁？

第二步：教师讲故事。

1、教师生动，有感情的在背景音乐下讲故事。

2、讲故事后提思考性问题。

（1）老鼠爸爸最后为什么把女儿嫁给了猫咪？

（2）这是一只怎样的老鼠爸爸？

（3）你认为老鼠可不可以嫁给猫咪，为什么？

第三步：理解故事。

1、幼儿表演故事。

我们现在把这个故事表演出来吧。

让幼儿自选角色，然后带上相应的头饰。

教师旁白，幼儿表演。

注：教师提示幼儿注意表情、动作等方面的语言。

2、表演后提假设性问题。

（1）假如你是老鼠爸爸，你会把女儿嫁给谁,为什么？

（2）假如猫咪没有吞下小老鼠，那会怎样？



第四步：围绕故事开展创造性语言活动。

1、教师引导幼儿续编故事。

爸爸妈妈来看女儿，听猫咪说女儿被它吞进肚子里后，他们
会怎么做呢？

2、画故事。

3、续编故事。

语言区：把活动的教具投放到语言区供幼儿继续续编故事。

这个“有点古代的故事”，不仅让孩子感受到了浓郁的中国
民俗民风，还为孩子养成“尊重别人、悦纳自己”的良好品
格奠定了认识基础。对大班孩子来说，这是次不可或缺的学
习。同时也让我认识到：好听、好玩的故事不一定在遥不可
及的地方，而是近在我们身边触手可及之处，我们缺少的，
只是静静地去解读和品味。

大班语言故事教案及反思篇三

幼儿故事《熊妈妈请客》

1、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故事的趣味性。

2、引导幼儿了解常见动物的生活习性与特点，鼓励幼儿大胆
进行情境表演。

3、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4、领会故事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5、让幼儿大胆表达自己对故事内容的猜测与想象。



小动物图片，小动物头饰，ppt课件

2、分段播放ppt课件，让幼儿熟悉故事内容，老师提出问题：
（都有谁来参加熊妈妈的生日聚会了？小熊是怎么知道的？）
教师复述谜语让幼儿学念，并引导幼儿按照故事人物的顺序
把对应的小动物图片粘到黑板上。

4、继续播放课件至结束，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客人们
都爱吃什么吗？﹚引导幼儿进行动物与食物的正确配对。

5、活动延伸：情境表演《熊妈妈请客》师：﹙小朋友们，今
天我们参加了熊妈妈的宴会，大家开心吗？﹚幼儿：﹙开
心！﹚师：﹙那现在老师就要请小朋友们来分别扮演这些小
动物，我来当熊妈妈，咱们一起来进行情境表演好吗？﹚教
师完整地播放一遍ppt课件，让幼儿观察揣摩人物的动作表情，
鼓励幼儿大胆进行情境表演。

大班语言故事教案及反思篇四

1、喜欢听故事，感受文学作品的趣味性。

2、通过观察比较故事画面，感知黄瓜和西瓜的外形特征和生
长过程的异同之处。

3、理解故事内容及“胖和瘦，又大又圆，又细又长”等字词
的意思。

1、自制课件（放大的幼儿用书）。

2、幻灯图片：西瓜、黄瓜。

1、谈话导入活动。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吃过一些什么瓜？它们长得什么样？



谁能用一句完整地话说一说？

2、初步感知故事内容。

3、通过看图阅读画面，进一步理解故事内容。

（1）提问：画面上的奶奶和爷爷长什么样子？他们拿了什么？

胖奶奶的瓜子发了芽，瘦爷爷的瓜子怎样了？（鼓励幼儿跟
述）

（2）采用同样的方式，引导幼儿讲述种子开花以及种子结果
的情景。

（3）教师：这个故事里，哪些地方是一样的？哪些地方是不
一样的？

（种子发芽开花结果是一样的；胖奶奶和瘦爷爷，瓜藤往地
上爬和往天上爬，又大又圆和又细又长是不一样的。）

（5）教师引导幼儿根据种子成长的特点，猜测瓜果的名称，
帮助幼儿进一步熟悉胖奶奶、瘦爷爷和瓜果之间的关系。

如：瓜儿长得圆又大，请你猜一猜，这是谁种的瓜？瓜儿长
得细又长，请你猜一猜，这是谁种的瓜？瓜藤儿往地上爬，
请你猜一猜，这是什么瓜？等等。

4、教师结合课件，再次完整讲述故事。

（1）教师完整讲述故事，在讲述过程中，采用等待和放慢速
度等方式，引导幼儿跟述。

（2）教师：你觉得这个故事的什么地方比较有趣？

5、请幼儿两两结伴用自己的话说说这个故事，最后请个别幼



儿到集体面前讲述故事。

活动延伸：

1、继续引导幼儿玩“反义词”游戏，鼓励幼儿运用反义词组
词，丰富幼儿对相反概念的认识、理解和运用。

如：胖奶奶有块地，咿呀咿呀哟，她在地里种西瓜，咿呀咿
呀哟……

3、鼓励幼儿在餐前活动中讲述这个故事。

大班语言故事教案及反思篇五

1、能大胆地想象，创编小猫的故事，运用绘画的技能绘制连
环画。

2、能根据自己编的《小猫的故事》较生动地讲述所画的故事
内容。

3、领会故事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4、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5、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1、幼儿画册，第三册第31页，水彩笔。

2、课件《小猫的故事》、轻音乐。

1、观察连环画图片。

（1）出示图片一：一天早上小猫咪咪从窗户里往屋外跳，将
猫爸爸放在窗台上的一盆花碰到在地。



提问：画面上有谁？他在干什么？发生了什么意外？

（2）出示图片二：猫爸爸非常生气，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

提问：猫爸爸看见后怎样了？

（3）出示图片三：调皮的咪咪跳到家门口的树上，冲着爸爸
做鬼脸。

提问：咪咪看见爸爸生气了，他是怎么做的？他知道错了吗？

2、出示连环画图片最后一幅图：咪咪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将碰到的花盆重新放回到窗台上。

提问：左后咪咪改正错误了吗？他是如何改正的？

3、出示空白的课件，引导幼儿讨论。

咪咪跑掉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咪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然
后改正了的呢？

4、幼儿创作连环画。

让幼儿编出中间发生的事情，并画下来。

5、相互交流分享。

展示自己创作的连环画，并完整地讲出自己所编的故事内容。

请家长帮助孩子记录编出的故事内容。

这节课重点是在后面的创编环节，我们班小朋友在我的初步
引导下，能简单的讲出自己创编的故事，但是在语言表达方
面还需要下功夫，因为有些孩子想的很好，但是在表述时语
句不流畅，前后的因果关系也处理的不好，特别是转接词的



运用。

大班语言故事教案及反思篇六

1、认真听故事，理解故事内容。

2、尝试分析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养成诚实的做人做事态度。

3、改善不适宜的行为，养成重视自己承诺的好习惯。

4、领会故事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5、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认真听故事，理解故事内容。

尝试分析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养成诚实的做人做事态度。

故事图片等

一、学习故事《做个诚实的孩子》

1、引导幼儿观察图片，启发想象讲述。

提问：图片有谁？发生什么事？

2、完整欣赏故事

二、与幼儿讨论故事内容

1、安安为什么会打破杯子？（她去倒水时，不小心打破了杯
子）

2、妈妈发现杯子打破了，安安是怎么做的？（说是弟弟打破
了杯子）



3、你认为安安做得对吗？为什么？（自由回答）

4、如果你是安安，怎样向妈妈承认做错了事？（自由回答）

三、讨论：你认为，下次安安喝水时应该怎么做？

六、活动建议：日常生活中，教师要注意及时表扬幼儿诚实
的行为以及肯于承认错误并改正的幼儿。

任何一个教学活动都是和幼儿的生活联系的。活动一开始，
执教老师和配班老师之间不露痕迹的情境表演，让孩子自然
地观察到教师之间使用文明语言的行为。

大班语言故事教案及反思篇七

1、幼儿对故事有初步印象，能简单进行描述

2、幼儿懂得“以大欺小”这个新词的意思

3、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友善地对待他人，不以大欺小

活动重点：能够深层次地懂得“以大欺小”的意思

活动准备：ppt、动物卡通图片、音频

活动方法：启发法、视听讲做结合法、直观法

（2）6分钟左右讲述故事内容，结合幻灯片的放映

（3）5分钟左右的师生问答，通过向幼儿提问故事中的细节
问题（按故事发展顺序）：

1、狗熊遇到的第一位小动物是谁？

2、接着狗熊又遇到了谁？又让他做了什么？



4、最后是谁来帮助小猴子拿回了帽子，他还将狗熊怎么了呢？

5、后来，狗熊再也不干什么事之后，森林里的小家伙们都愿
意和他交朋友了呢？幼儿按提问顺序回忆故事内容，将记住
的故事内容整理成串。

（4）5分钟左右时间为幼儿讲解“以大欺小”的意思。先请
幼儿举手回答，根据故事内容引导他们进行解答。再进一步
为他们具体解释，将“以大欺小”运用于具体的情境句子帮
助幼儿更好的进行理解。

活动延伸：回家讲故事给爸爸妈妈听表演舞台剧

森林里住着一只狗熊，它常常欺负小动物。清早，狗熊一出
门，看见小鸭子在河里游泳，就悄悄地躲到树背后，悄悄地
捡起一块石头，往河里扔。小鸭子以为狐狸来了，吓得赶紧
躲到芦苇丛里。狗熊说："哈哈哈哈，胆小鬼！"小鸭子说："
狗熊最坏！"狗熊继续往前走，看见小刺猬，便拦住它，叫它
背着苹果走路。小刺猬害怕狗熊，只得乖乖地背着苹果走路。
狗熊说："哈哈哈哈，不中用的小家伙！"小刺猬说："狗熊尽
欺负人！"狗熊继续往前走，看见小猴子，跑过去夺下小猴头
上的草帽戴在自己头上。小猴说："狗熊哥哥，把草帽还给我
吧，狗熊哥哥，把草帽还给我吧，"狗熊说："你有本事自己
来拿呀！"长颈鹿来了，低小结：天鹅和鸭子为了赢得比赛，
不管谁来影响它们，它们坚持一根羽毛也不能动，还没有分
出输赢，比赛继续。

1、提问：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和你边上的好朋友一起讲一
讲。

2、幼儿尝试连贯讲述故事情节。

3、大胆猜想故事结尾。



提问：鸭子有没有被狐狸吃掉呢？故事的结局会是怎样的？

1、师生共同讲述故事。

2、幼儿选择分组，说一说自己的理由。

提问：比来比去，鸭子和天鹅到底谁赢了，谁来说说你的理
由？

3、小结：比坚持不动那是天鹅赢了，但没有鸭子，天鹅就会
被大灰狼吃掉，输赢还有用吗？是啊，没有什么比自己的生
命更重要了。鸭子一开始也想赢得比赛坚持不动，但当它看
到朋友有危险的时候，放弃了输赢，勇敢地冲了上去救自己
的朋友，因为它觉得友谊比输赢重要的多。

《一根羽毛也不能动》是一个简单得再简单不过的故事，是
一个单纯再单纯不过的故事。故事中的鸭子和鹅，比来比去，
各有长短，但是他们非得比个高下，甚至连不动都可以比得
这么认真，蜜蜂来了，兔子来了，乌鸦来了，风来了，他们
两个都没有动一下。但是当狐狸来了，他决定把鹅当作晚餐，
鸭子才发现，成为唯一的、真正的、永远的冠军中的冠军，
没有比当一个朋友来的重要。

对于绘本教学，老实说我比较生疏，真不知如何去上，上课
之前我听了常州两位老师的课，并模仿了堵老师的《一根羽
毛也不能动》的这节课，因为是第一次接触绘本教学，对活
动的目标，重难点以及引导提问把握不好。因为在理解中绘
本教学和语言活动的区别应该是更多得让幼儿去欣赏观察图
片，然后开阔思路发挥想象。但是我在这个活动的时候却没
有很好的把握这一点，还有就是觉得语言、声情并茂等自身
的素质还不够。整个活动下来我发现这堂课的不足之处甚多
如：幼儿提问不到位，幼儿游戏不到位。最大的不足就是重
点内容没有掌握好，活动结束后，发现有好多值得反思的东
西。



首先，从幼儿的提问上来说，应该鼓励幼儿大胆猜猜、说说。
但是活动中并没有重点展开或是体现，没有给幼儿充分的时
间去想象天鹅和鸭子比赛时的紧张神态和激动的心情。而是
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示ppt，把天鹅和鸭子玩木头人的游戏轻描
淡写了，其实原本教案设计中是有的，但是在活动中就忘记
了展开，所以这点我觉得活动的目标没有达到是最大的失败。

其次，在活动过程中，幼儿玩木头人这个游戏我掌握的不好，
没有让幼儿尽情发挥，可能是我平时与幼儿之间缺少沟通的
原因造成的吧。

另外就是活动中我的言语表达我觉得还有欠缺，不够生动，
那样的话，更能吸引幼儿对活动的兴趣。最后要说的就是我
的心态，活动中特别紧张，导致整个活动让幼儿难以听懂让
老师们难以理解。活动开始后就有发现自己说错了，但是已
经没办法改过来，只能硬着头皮说下去。

总之，整个活动过程有太多的不足之处，有太多需要自己反
思的地方，作为一名新教师，我想在以后的任教生涯中这样
的公开教学机会还会有很多，我想通过每一次的活动逐步积
累经验，逐步学习和反思，让自己有所提高。

大班语言故事教案及反思篇八

1、能理解作品的内容，试着分析猴子的性格特点。

2、通过看看、听听、讲讲初步地感受故事的主题。（今天的
事要今天做，不能等明天）

3、在集体活动中积极地参与讨论，敢于表现自己。

4、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5、领会故事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等明天故事碟片、录音机、幻灯片。猴子、小松鼠等图片。

一、欣赏故事图片。

师；今天，孙老师带来了一些图片，请小朋友们仔细看，图
上有谁？（播放幻灯片）

这么多小动物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它们在干什么呀？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二、幼儿分段倾听故事，初步理解作品的内容。

播放故事第一段后提问

（1）、树林里下雨了，小动物们都回家了，小猴在干什么？

（2）、小猴子找不到躲雨的地方，它心理是怎么想的？（引
导幼儿重点学说“等明天雨停了，我一定要盖一座新房子，
我要盖一座美丽的房子，有高高的屋顶，大大的门窗”）

继续欣赏第二段故事。

（3）、第二天，小猴有没有盖房子？盖好了吗？小猴不盖房
子，它想干什么（玩）它怎么说的？（引导幼儿学说“天气
这么好，还是多玩一会儿吧，盖房子等明天再说吧”）

继续欣赏第三段故事。

（4）、第二天，小猴子起来后干了什么？（画房子图样）

（5）、小松鼠看见了怎么问小猴子的？（学说“这么大的房
子，你什么时候才能盖好呀？”）小猴子是怎么回答的？
（引导幼儿学说“快了，明天明天就盖好了，我要请很多很
多朋友来我新盖的饿房子里做客”）



（6）、说完这些话，小猴子又干了什么？（去请朋友了）

继续欣赏第四段故事。

（7）、第二天，动物朋友都来了，小猴子还没醒它在干什么？
（做梦）小动物们叫醒了小猴子问（引导幼儿一起说“小猴
子，你的新房子在哪里呀？”）小猴子呢，它是怎么回答的？
（引导幼儿学说“我不是叫你们明天来吗？等明天，明天房
子就盖好了”）

（8）、小朋友，你们喜欢这只小猴子吗？为什么？

小结：是呀！小猴子做事情老等明天，所以房子一直盖不好，
我们可不能象小猴子一样。

师：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和小猴子有关，谁知道？
（请幼儿说说）小猴子做事总是等明天、等明天，这个故事
的名字就叫——（引导幼儿一起说出故事名字等明天）

三、完整倾听故事。（播放碟片故事等明天）

四、迁移经验。

师：故事里的小猴子该房子总是等明天，最后，房子一直没
盖好，下雨了，只能东躲西藏，被雨淋，那我们小朋友，如
果今天的事来不及做，我们是不是象小猴子一样一直等明天
呢？那我们该怎么做？（引导幼儿大胆思考，发表自己的意
见）

小结：对，我恩应该找休息时间，今天的事今天做，而且还
应该说到做到，认认真真，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

五、延伸活动

表演故事《等明天》。



通过这样的活动给小朋友以自由宽松的发挥空间，让这些可
爱的小朋友真正的成为课堂上的主宰者，理解他们，接纳他
们的不足，积极指正他们的错误。以免下次犯同样的错误。
同时在活动中，我也体会到小朋友们渴望被重视渴望主动在
其他小朋友面前表现自己，因此以后要多多开展此类活动，
在不断的教学反思中才能创造出更有质量的教学活动，才能
真正提升自己的专业化水平。

大班语言故事教案及反思篇九

图画是幼儿学习中最喜欢的东西，孩子们的阅读能力也需要
借助图画来发展。因此故事书便成了孩子们最喜欢的读物。
根据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并针对我班幼儿特别喜欢听故事、
讲故事的习惯，我设计了这个阅读活动。

1、借助自制图书，在观察、想象、表演中，培养幼儿观察画
面的能力，享受阅读的情趣。

2、调动孩子丰富的情感，感受朋友之间那种互相友爱、互相
宽容体谅、分享彼此快乐的纯真友情。

3、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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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训练。

自制图书。

一、观察封面

师：“老师自制了一本图书，这是图书的封面，看了这个封



面你会想到什么？”（封面是一个初升的太阳，还有在站在
石堆上啼鸣的大公鸡。）

二、这些都是小朋友熟悉的想的

并很喜欢的东西小朋友看了很高兴，这时让小朋友把自己看
到的给小朋友说，然后再说你还想到了什么？小朋友很乐意。

三、延伸：

大公鸡勤快，起得早，我们应向它学习。学习它勤奋。

一、适当提问，给幼儿思维的挑战

提问是集体教学活动的核心，日本著名教育家斋滕喜博甚至
认为：提问是“教学的生命”，不合理的提问会抑制幼儿思
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降低教学的有效性。孩子们在讲到大
公鸡时还模仿它的叫声，它飞跑的姿势。但最后结尾部分显
得轻描淡写了些，怎样让幼儿把体验到的朋友之间那种互相
友爱、互相宽容体谅、分享彼此快乐的纯真友情升华，这是
值得商榷的。

二、注意倾听，给幼儿适当的评价

评价是尊重幼儿主体地位、促进幼儿发展的重要环节。有效
的评价能强化幼儿主动参与学习活动的积极性，唤醒并激发
他们的创新欲望。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必须要做到有效地倾
听才能展开有效的评价。如幼儿在说话过程中声音洪亮、说
话流利就适时给以表扬，孩子们很开心。

大班语言故事教案及反思篇十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时常会需要准备好教案，借
助教案可以更好地组织教学活动。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写才合



适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大班语言循环故事教案，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1、初步了解“循环”的概念，对“循环”的故事感兴趣。

2、根据画面线索创编成循环往复的说不完的故事，有序、连
贯地讲述。

3、愿意并能够使用“绿油油”、“哗啦啦”、“一颗一颗”
等词语，让创编出的故事更加生动。

4、在理解故事的基础上，尝试续编故事。

5、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ppt、图片（树、蚕、雨、食物、牙齿等等。）

一、以传统的故事导入课题，激发幼儿对循环故事的兴趣。

1、提问：谁喜欢听故事？你喜欢听短故事还是长的故事？你
觉得听多长的故事才过瘾呢？

2、教师结合ppt讲述经典的循环故事《从前……》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
讲什么故事呢？……

二、集体创编循环故事。

1、提问：你们可以编一个这样循环、讲不完的故事吗？

2、出示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树木图片，幼儿教师进行
编故事pk，创编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说不完的故事。



（1）请个别幼儿根据四季的树木图片，创编循环故事。

（2）教师和幼儿pk创编循环故事，让幼儿进一步感受故事的
独特结构特点——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三、分组创编循环故事

1、教师提供蚕的生长过程、大自然中的自然现象等主要关系
图片，作为幼儿创编循环故事的素材。

2、幼儿自由分成四组，创编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循环故事。

3、每组请一位幼儿做代表或集体讲述小组创编的循环故事，
教师根据相应的'要求进行现场评价。

四、运用游戏的形式和已有的创编故事经验，根据一幅图片
创编循环故事。采用接龙的方式请幼儿用“我要去……
看……”的句式说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最后把幼儿所编故事
变成一个大的循环的、说不完的故事。

五、活动结束。玩“开汽车”的游戏，带领幼儿离开活动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