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瀑布教案大班(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幼儿园瀑布教案大班篇一

古诗在中华文明灿烂的历史长卷中是绝妙的华章，也是人类
文化瑰宝。（望庐山瀑布）是一首七言绝句诗，诗人李白运
用夸张的创作手法，再现了庐山瀑布的雄伟壮丽。这首诗用
字十分精彩，“生”字描写了烟云冉冉上升；“挂”字化动
为静，赞颂了大自然的神奇力量：“飞”字生动写出瀑布喷
涌的景象：“落”字则描画出巨流倾调的气势。“疑是银河
落九天”是此诗的精髓之句，比喻奇特、夸张。教师在活动
中可通过课件、视频等手段，让幼儿感知“银河”与“瀑
布”的壮美之处，充分理解“银河从天上泻落到人间”的新
奇比喻，进一步感受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1．了解古诗大意，理解“银河从天上泄落到人间”的比响，
体会诗文意境的美好。

2．能用语言表达自己对古诗的理解并有感情地朗通古诗。

3．感受大自然的神奇美丽，展开想象，体会诗人对祖国大好
河山的热爱之情

1．播放庐山瀑布视频，引导幼儿认识瀑布，感受庐山的美。

提问：你觉得布像什么？来到这么美的地方，你的心情是怎
样的？小结：庐山是我国的名山，是一个风景秀丽、令人向
往的地方。



2．教师完整朗通古诗《望庐山瀑布》，引导幼儿欣赏、理解
诗意。

（2）结合课件，引导幼儿理解古诗含义，重点理解关键词语：
“生看”、“挂”、“飞流直下”。

（3）播放银河与瀑布的课件，引导幼儿感受银河的壮美，理解
“疑是银河落九天”一句的精能。

3．幼儿尝试随着音乐欣赏图片并朗通古诗。

（1）教师结合图片朗通古诗，幼儿小声跟念。（请幼儿说说
诗人李白当时的心情。）

（2）请幼儿阅读《我爱你中国》第32页，指读古诗《望声山
瀑布》。

（3）请幼儿配乐朗诵古诗。

4．请幼儿玩游戏“诗画配对”，感受中国古诗的魅力。

分别出示《静夜思》、《古朗月行》等几幅古诗的画面，让
幼儿观察，教师朗通古诗，请幼儿进行配对。

附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幼儿园瀑布教案大班篇二

1、理解古诗内容，学习有感情、有节奏的朗诵古诗。



2、喜欢诵读古诗，并萌发幼儿热爱祖国山河的情感。

瀑布的图片或光盘

(一)导入

小朋友们，你们见过瀑布吗？今天老师带来了瀑布的光盘，
我们一起来看看瀑布吧！

提问：你们觉得瀑布像什么？

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首唐朝诗人李白他游庐山时，看到
庐山瀑布美丽壮观的景象而写下的古诗《望庐山瀑布》。

你们听听诗人觉得瀑布像什么？

(二)学习《望庐山瀑布》

一、教师有感情的朗诵古诗。

提问：

1、这首诗是谁写的呢？

2、你们听到诗中写了什么？

二、逐句解释古诗含义。

1、解题，介绍作者。

“望”是什么意思？

明确：远看。“庐山”是个山名，在江西省北部，临长江，
靠近九江市，是我国著名的`风景区。谁去过庐山，或在电影、
电视中见过，请一位同学说说他所见过的庐山的景色。



2、理解诗意，想像画面，体会感情。

(1)“日照香炉生紫烟”

“香炉”，指庐山的香炉峰。

“烟”，指的不是炊烟，也不是哪儿冒出的烟，而是指云雾。
山峰高耸入云，峰上云雾缭绕，下面水气升腾，整座山峰笼
罩在烟雾之中。阳光一照，烟雾便呈现出绛紫的色彩，飘飘
悠悠，萦绕山际。多美啊！

(2)“遥看瀑布挂前川”。

“遥看”：远远看去。

“川”：指大河。

“挂”：悬挂。

远远望去瀑布像是挂在山前的一条大河。这句诗挂字用得好，
因为瀑布在不停地流动着，从动态上看，就像一条巨大的河
流，但平时河流都是流淌的，而这一瀑布却由上而下地高悬，
所以诗人用“挂”这个字写出瀑布外形的壮观。同时通
过“挂”这个字使人体会到瀑布水流又快又急，而且山势陡
峭，仅仅通过一个字就写出了瀑布的磅礴气势。

(3)“飞流直下三千尺”。

“飞流”：是形容瀑布飞快地流下来，像飞一样。

“直下”：直下来。

“三千”：不是一个确数，形容瀑布很长。

站在山下向上望去，瀑布从陡峭的山上笔直地飞快地流下来，



足足有三千多尺长。

提问：这句诗运用了什么修辞方法？

明确：运用夸张的修辞方法，“三千”不是一个确定的数，
只是夸张地说出瀑布很长，气势很大。

(4)学习第四行诗句“疑是银河落九天”。

疑：怀疑。

银河：也称天河，由许许多多恒星构成。晴天夜晚，天空呈
现出一条明亮的光带，看起来像一条银白色的河流，所以叫
银河。

九天：古时传说天有九层，这里的“九天”指天的最高一层，
也就是天的极高处。

这瀑布真像是银河从极高的天上落下来了。在这句诗
里，“落”和“挂”一样用得精巧。好像天上突然发生了变
化，无裂了，银河从天上陡然掉到人间。

(三)反复朗读全诗，体会感情进而背诵全诗。

1、教师出示具有一定分隔符的古诗板书，让幼儿诵读。

2、让幼儿体会祖国山水的壮美，萌发热爱祖国山河的情感。

幼儿园瀑布教案大班篇三

1、激发幼儿对美好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2、在给诗配画的基础上理解古诗的内容，感受古诗的意境美、
语言美，能有感情的朗诵。



3、能用语言表达自己对庐山瀑布景色的感受和对古诗的理解。

4、发展幼儿空间辨别能力和空间想象力。

5、借助图文并茂，以图为主的形式，培养孩子仔细阅读的习
惯，激发阅读兴趣。

1、幼儿有感情朗读古诗。

2、理解古诗内容，感受古诗意境。

3、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配合古诗意境的音乐、图片，自制贴图画。

一、观看图片，自由表达欣赏的感受

观看的图片是什么风景？喜欢这些吗？看到这些图片有什么
感觉？

用完整、连贯的话来表达，根据幼儿的回答，语言表达经验
丰富相关的词语。

二、欣赏、理解古诗，感受古诗的意境美和语言美，并且知
道大自然之魅力。

1）边欣赏图片边倾听老师有感情的朗诵古诗。

2）讨论：听了这首古诗有什么感觉？

指导：这首古诗中说了什么？哪些地方你听懂了？哪些地方
还是不明白？

三、再次欣赏古诗，理解古诗所表达的含义。



采用互助的形式让幼儿理解字、词、及古诗的含义。

(1)生生互动

幼儿互相讲解，让幼儿都可能浅显的听懂、理解。

(2)师生互动

1）听取幼儿理解的情况下，帮助幼儿详细解释不懂之处，让
幼儿更清楚的明白。

2）自制贴图画，请幼儿完成图画。

四、尝试随着音乐欣赏图片，朗读古诗。

通过感受音乐和图片的相结合使幼儿更好的感受古诗之中的
美景。

1）欣赏音乐

2）随着音乐朗读古诗。（模仿古人学堂念书）

五、绘画《望庐山瀑布》，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幼儿自由发挥，描绘出庐山瀑布美景。

幼儿园瀑布教案大班篇四

1.会认9个生字，会写12个字。

2.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感悟人对大自然美景的赞
美之情。

3.激发学习古诗的兴趣。积累古诗中的名句。



一、导入：

1、小朋友们，日月星辰、风云雷电、山川树木、花鸟虫
鱼……大自然是一由多姿多彩的画卷，它会向你展示美丽神
奇的自然景象。大自然更是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书”，它
会向你倾诉古老的历史，它会为你指引前行的方向。走进大
自然，你一定会得到更多的乐趣，发现更多的秘密。今天我
们就一起来欣赏一幅画。

2、学生观察图画，用自已的话说说自已看到的图，看谁说得
美。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首小诗《望庐山瀑布》，随机
引导认识生字“庐、瀑”，并引导学生了解作者。

二、感悟读诗并识字

1.在语境中整体识字。

（1）通读古诗，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圈画出不认识或认为容
易读错的字。如“紫”是平舌音，“岭”是后鼻音，要读准。

（2）用自己习惯的方式自主识字。如，在课文下面的和字背
景图中找生字的读音；可以请教老师或周围的伙伴。

（3）再把生字放入诗中识字

2.调动生活经验识记生字。

出示生字，随着提示语“我会认”，学生自愿认读自己会认
的生字，并说说自己在生活中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曾见过这
个字，是用什么办法记住这个字的。在交流中老师要注意多
鼓励学生，激发学生在生活中识字的兴趣，让学生体验成功
的喜悦，调动学生自主识字的积极性。

3、将开课时看到图时的感情投入诗中，读诗。自由读、单个



读、评读。

4、说说自已通过读诗在脑子中看到了什么？

5、个人情感体验巩固识字。

三、示范讲解指导书写生字。

“银”字有两个“竖提”，“艮”的竖提应略向下，长于金
字旁的竖提。“窗”字字形复杂，学生容易忽视“囱”字上
的小撇，建议边示范边领着学生一笔一笔地书空。

一、导入：

二、朗读感悟并识字。

程序基本同上节课。（略为改动：先让学生感悟读，不要看
图，通过读诗想象图画，然后再看课本上的图进行品评。）

三、指导书写。

幼儿园瀑布教案大班篇五

1激发幼儿对美好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2在给诗配画的基础上理解古诗的内容，感受古诗的意境美、
语言美，能有感情的朗诵。

3能用语言表达自己对庐山瀑布景色的感受和对古诗的理解。

4发展幼儿空间辨别能力和空间想象力。

5借助图文并茂，以图为主的形式，培养孩子仔细阅读的习惯，
激发阅读兴趣。



教学重点、难点

1幼儿有感情朗读古诗。

2理解古诗内容，感受古诗意境。

3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活动准备配合古诗意境的音乐、图片，自制贴图画。

活动过程一、观看图片，自由表达欣赏的感受观看的图片是
什么风景?喜欢这些吗?看到这些图片有什么感觉?用完整、连
贯的话来表达，根据幼儿的回答，语言表达经验丰富相关的
词语。

二、欣赏、理解古诗，感受古诗的意境美和语言美，并且知
道大自然之魅力。

1)边欣赏图片边倾听老师有感情的朗诵古诗。

2)讨论:听了这首古诗有什么感觉?指导:这首古诗中说了什
么?哪些地方你听懂了?哪些地方还是不明白?三、再次欣赏古
诗，理解古诗所表达的含义。采用互助的形式让幼儿理解字、
词、及古诗的含义。

(1)生生互动幼儿互相讲解，让幼儿都可能浅显的听懂、理解。

(2)师生互动

1)听取幼儿理解的情况下，帮助幼儿详细解释不懂之处，让
幼儿更清楚的明白。

2)自制贴图画，请幼儿完成图画。

四、尝试随着音乐欣赏图片，朗读古诗。通过感受音乐和图



片的相结合使幼儿更好的感受古诗之中的美景。1)欣赏音
乐2)随着音乐朗读古诗。(模仿古人学堂念书)

五、绘画《望庐山瀑布》，激发幼儿学习兴趣。幼儿自由发
挥，描绘出庐山瀑布美景。

教学反思当我上完这节课时，我觉得有些不足之处，在孩子
们提起对古诗的朗读兴趣时，没有很好的反复朗读练习。在
使用贴图画时，有些局限了孩子的想法，应该大胆的让孩子
自由的发挥，开拓他们的思维、想象力、创造力。如果重新
上这节课，我会让孩子们自由的发挥，让他们有无限的空间
去开拓思维，创造自己心中的美图。让他们对古诗的兴趣越
来越浓厚。

小百科:庐山，又名匡山、匡庐，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境
内。介于东经115°52′-116°8′，北纬29°26′-29°41′
之间。东偎婺源、鄱阳湖，南靠滕王阁，西邻京九铁路大通
脉，北枕滔滔长江。长约25千米，宽约10千米，主峰汉阳峰，
海拔1474米。山体呈椭圆形，典型的地垒式块段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