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小衔接识字教案点(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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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
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
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幼小衔接识字教案点篇一

1、培养竞争意识，体验游戏带来的挑战与快乐。

2、促进幼儿手脚和全身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活性

字卡

教师将字卡贴在椅子背上，将椅子摆成圆圈，并请比椅子多
一的.幼儿站在椅子前面听音乐沿椅子作动作，音乐止，幼儿
抢椅子，没抢到椅子的幼儿失败回到座位上，抢到椅子的幼
儿念出自己椅子上的字卡，念对的继续做游戏，念错的回到
座位上，游戏继续进行，最后一名幼儿胜利。

户外活动的时候，孩子们喜欢把垫子铺在塑胶地面上躺着晒
太阳，有的顶在头上，有的当成“蹦蹦床”在上面跳，有的
则来回地跳。看着孩子们有这么多的垫子玩法，我用“垫
子”做为运动器械设计这节体育集体教学活动。

幼小衔接识字教案点篇二

1、体验游戏的快乐。

2、了解字义并感知方位。

3、初步培养幼儿对汉字的认读兴趣，学习新字。



大字卡一张，小字卡若干

1、律动

2、拍字卡游戏

请幼儿边拍字卡边叫出字宝宝的名字。

3、感知方位

字卡宝宝掉在地上了，我们把它举过头顶好不好？小朋友用
听的声音把它请上去（感知方位）

4、给字宝宝穿衣服

5、给字宝宝找妈妈

小朋友都有自己的妈妈，字卡宝宝也有，我们帮他们找到自
己的妈妈好吗？小朋友快帮这些上字宝宝找妈妈吧。

通过”上”字的学习，引出词语：上学 身上 天天向上

幼小衔接识字教案点篇三

1、引导幼儿在探索操作中感知识字的奥妙，并初步认识这三
个字，丰富幼儿的语言词汇

2、通过

游戏

扩大幼儿的识字量，

1、教师教材用具



2、识字卡片图画，生字识字卡，几，用，鱼。

3、幼儿每组一份字

1、出示图片，请幼儿观察，

2、出示“几”的图画，让幼儿观察，

3、请幼儿说说图片上有几只动物，从而引出“几”字，

4、请幼儿用完整的一句话说说图片内容，

4、教师出示字

1、由老师说字音，幼儿迅速举起相应字卡，

2、老师举起字卡，幼儿迅速读出字宝宝，

3、教师注意照顾个别幼儿，

4、把字宝宝送回家，（即把字宝宝送到相应的图片身边）

5、教师最后带领幼儿逐一念读字宝宝。

1、请家长在家也利用游戏的形势在生活中认识并观察识字的
乐趣，

2、启发幼儿在生活中也可以把看到的'图片用完整的语句说
出来，

3、鼓励幼儿主动学习，帮助能力较差的幼儿能用完整的语句
说出图片的内容。



幼小衔接识字教案点篇四

１、认识９个生字，会写８个字。

２、能正确、流利地朗读成语，体会其中的韵律感。

３、初步感知成语的`特点并有收集成语的兴趣。

１、学习本课生字，读准字音，认清字形，正确书写生字。

２、初步感知成语的特点，初步理解成语的意思，体会其中
的韵律感。

多媒体电脑、课件、成语卡片。

一、激趣导入，初步识字

１、（课件出示：多幅成语图）你知道这些画的都是那些故
事吗？

２、(课件出示：图加成语)自己练读，点齐读。

３、简介：成语特点

４、（课件出示课题）板书课题：识字４

二、检查预习，初读识字

１、同座互相检查读文。

２、看书开火车检查读正确流利。

３、（课件出示全文）去拼音读，自己练读，检查读。

４、指名汇报预习成语的意思。



５、自己练习积累记忆成语，检查记忆情况。

三、检查识字

１、（课件出示隐藏生字）开火车指名点读，比赛读。

２、指名给生字组词。

（课中操）

四、拓展成语、积累识字

１、除了这课中的成语，你还知道那些成语故事？指名讲，
读成语。

２、（课件出示拓展成语）自己读，指名连线，记忆积累，
（出示卡片）检查积累情况。

五、指导写字指导正确书写。

六、总结，作业

１、总结激趣推荐：还有更多的成语故事你想知道吗？（课
件出示：欢迎阅读）

２、作业：办一张成语识字剪贴报。

幼小衔接识字教案点篇五

1、引导幼儿在探索操作中感知识字的奥妙，并初步认识这三
个字，丰富幼儿的语言词汇

2、通过游戏扩大幼儿的.识字量。

1、教师教材用具



2、识字卡片图画，生字识字卡，几，用，鱼。

3、幼儿每组一份字

1、出示图片，请幼儿观察，

2、出示“几”的图画，让幼儿观察，

3、请幼儿说说图片上有几只动物，从而引出“几”字，

4、请幼儿用完整的一句话说说图片内容，

4、教师出示字

1、由老师说字音，幼儿迅速举起相应字卡，

2、老师举起字卡，幼儿迅速读出字宝宝，

3、教师注意照顾个别幼儿，

4、把字宝宝送回家，（即把字宝宝送到相应的图片身边）

5、教师最后带领幼儿逐一念读字宝宝。

1、请家长在家也利用游戏的形势在生活中认识并观察识字的
乐趣。

2、启发幼儿在生活中也可以把看到的图片用完整的语句说出
来。

3、鼓励幼儿主动学习，帮助能力较差的幼儿能用完整的语句
说出图片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