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古诗江南春教学反思(大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大班古诗江南春教学反思篇一

大班优秀语言教案《彩色的鸭子》含反思适用于大班的语言
主题教学活动当中，让幼儿以故事为线索，展开阅读和讨论，
感受母鸭的美好梦想，激发幼儿阅读兴趣，学习有序地阅读
画画，了解故事中母鸭想变彩色鸭子的美好梦想，运用已有
生活经验，根据画面大胆想象、推测并表达自己对故事情节
的理解，快来看看幼儿园大班优秀语言《彩色的鸭子》含反
思教案吧。

【活动目标】

1、学习有序地阅读画画，了解故事中母鸭想变彩色鸭子的美
好梦想。

2、以故事为线索，展开阅读和讨论，感受母鸭的美好梦想，
激发幼儿阅读兴趣。

3、运用已有生活经验，根据画面大胆想象、推测并表达自己
对故事情节的理解。

4、能安静地倾听别人的发言，并积极思考，体验文学活动的
乐趣。

【活动准备】

1、幼儿人手一本图书，自制一本大的图书；



2、ppt课件。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语言导入：今天老师带来了一本很好看的书，（出示大图
书），小朋友看看书上有谁呀？（鸭子、鸭蛋），你看这只
鸭子是什么颜色的呢？（彩色的）鸭子怎么是彩色的呢？这
本书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一幅一幅往
下看，看完后把你看到的内容讲给大家听，小朋友可以轻声
的交流。”（让幼儿自已观察，讨论）

二、基本部分。

1、提问：“这个故事说了什么？”（幼儿自已讲）

2、教师和幼儿一起探索故事内容。

“小朋友说的真棒，让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这本书里到底发
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a、供们瞧，有只母鸭蹲在鸭巢里，它在想什么呢？（第一
幅图）

b、母鸭有一个愿望，你们知道什么是愿望呢？（心里最想做
的事情或是长大后做什么）

c、你们猜猜故事里的母鸭有什么愿望？

总结：啊！母鸭的愿望真美好！母鸭有一个特别的愿望：它
想生出一堆彩色的蛋，孵出一群彩色的鸭子，带着这群鸭子
去旅行。（提示符号：这个符合就是表示母鸭想的愿望）



（2）怎么才能生出彩色的鸭蛋和孵出一群彩色的鸭子呢？
（幼儿猜想）

你们的想法都不错，母鸭是怎么想的呢？（翻书看看第二幅
图）

总结：只要我天天看美丽的彩虹，只要我天天吃漂亮的鲜花，
只要我天天喝花汁做成的饮料，只要我天天在彩色的湖水里
游泳，我就会生出一堆彩色的蛋，孵出一群彩色的鸭子。
（我们一起来说说）

（3）母鸭带着美好的愿望，它睡着了，在它的梦里有什么？
（第三幅图）

总结：在她的梦里有彩色的湖水、漂亮的鲜花、美丽的彩虹、
彩色的蛋……

（4）最后，母鸭的愿望实现了吗？（第四幅图）

总结：因为太阳光是七彩的，雪白的鸭蛋在阳光的照耀下变
成了彩色的蛋，（第五幅图）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了彩色的
鸭子。母鸭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它就带着这群鸭子到处去旅
行。

（5）为什么母鸭的愿望能实现呢？

（因为它天天做一件事情，就是很坚持，我们做任何事情，
只要坚持，就会像母鸭一样梦想成真，实现愿望）

3、完整欣赏故事。

“好，现在我们完整的听一遍故事，请小朋友的眼睛看大屏
幕，会说的小朋友和老师一起说”。

三、结束部分。



“小朋友学得真认真，让我们看着大屏幕、找到自己的爸爸
妈妈一起去说说这个事，讲完以后请回到位置上来。”

【教学反思】

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特别是口语发展的重要时期。幼儿的语
言能力是在交流和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应为幼儿创设
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鼓励和支持幼儿与成人、同伴
交流，让幼儿想说、敢说、喜欢说并能得到积极回应。幼儿
的语言学习应在生活情境和阅读活动中引导幼儿自然而然地
产生对文字的兴趣。

本文扩展阅读：鸭子 英文名称：duck。脊索动物门，脊椎动
物亚门，鸟纲雁形目，鸭科鸭属动物，是由野生绿头鸭和斑
嘴鸭驯化而来。是一种常见家禽。鸭是雁形目鸭科鸭亚科水
禽的统称。可以在水中，但不能在水中待太久，是卵生动物。

大班古诗江南春教学反思篇二

1、丰富幼儿的色彩观，提高其绘画水平。

2、在线条结构的房子上进行涂色，色彩搭配美观。

1、课件：图片-洋房

2、涂色-房屋

1.出示图片—洋房

与幼儿一同观察并分析结构，以及色彩的搭配。

2.指导幼儿学习选用鲜亮的色彩进行搭配涂色，

重点示范色彩渐变。



3.幼儿动手作画，教师巡回指导

纠正幼儿不正确的绘画姿势和握笔方法。

指导幼儿在涂背景色的时候将油画棒压平，按照一个方向进
行涂色。

最后可以再完整的勾画一遍轮廓，使画面更清晰。

4.房屋博览会

幼儿作品展览，探讨那座房子漂亮，说说理由。

5.表扬幼儿在作画过程中的良好习惯，对完成较好的作品进
行适当点评。

本主题的活动我们先通过让幼儿从认识冬天特有的环境入手，
带领幼儿到户外体验，利用园内及社区的自然资源，引导幼
儿多方位地感知冬季的季节特征，我们通过组织幼儿观察冬
天的天气、动物、植物、人物等的变化，启发幼儿感知冬天
天气，让幼儿体验冬天的美丽。

大班古诗江南春教学反思篇三

目标：

1、学着分析角色特点和归纳主题。

2、学习与同伴友好相处的方法。

准备：

1、教学挂图、故事录音《两只笨狗熊》。

2、实物“面包”一只、毛绒玩具雄两只（一大一小）。



过程：

1、出示毛绒玩具，语言导入：

2、听故事，了解故事内容：

（1）听故事录音：

——故事中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干面包是怎样变化的？（演示实物面包，帮助幼儿理解）

（2）结合挂图再次讲述故事，幼儿学习对话，理解新词：
（将故事中插问）

——大黑小黑捡到一块干面包，它们俩是怎么说的？

狐狸分干面包时说了什么？两只笨狗熊又是怎样回答的？

3、讨论理解，归纳主题：

（1）设问讨论：

——为什么狐狸没有干面包反而吃得最多？

大黑和小黑是怎样的孩子？狐狸呢？

（2）归纳主题：两只笨狗熊不会互相谦让，才会受骗上当。

（3）讨论友好相处的方法：

——如果你们是大黑、小黑，会怎样做？

（4）师生共同总结方法。



《风中之叶》（语言）

一、活动目标：

1、通过文字想象叶子随风飘荡的画面。并能用不同的方式进
行表达。

2、学习运用各种感官进行有趣的描述。

3、在游戏中发挥想象，创编儿歌《落叶飘》。

二、活动准备：

1、环境布置：活动室内布置有小河、草地、马路。

2、材料准备：人手一张不同形状的树叶。

3、事先教唱歌曲《小树叶》。

三、活动过程：

1、游戏：“捡落叶”

（1）师：今天老师带来了好多树妈妈的小宝贝，你们猜猜是
谁？ 幼：是小树叶。

（2）师：一阵风吹过来，小树叶吹走了，赶紧去捡起来吧。
幼儿每人捡一片自己喜欢的落叶。

（3）请幼儿描述一下自己的落叶长得什么样？并用形体动作
表现出叶子的造型。（长长的、宽宽的、尖尖的、圆圆的、
破一个洞的------）

2、游戏：“风中之叶”



（1）幼儿围坐在“草地”边上，边听教师的提示，边用形体
进行表演。师：叶子被微风吹得轻轻动了几下（幼儿做相应
的动作）。风越来越大，叶子也飘动得更厉害（幼儿改变动
作）。终于叶子被风吹落下来，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幼
儿再次改变动作）。风轻轻吹过，叶子的脚被风轻轻吹起，
稍稍一动，有不动了（幼儿进行表达）。然后，一阵大风，
叶子被吹得滚来滚去，飞扬起来，最后，缓缓地落到地上
（幼儿进行表演）。

（2）幼儿听音乐，以乐曲代表风，请“叶子”（幼儿）随着
乐曲“飘离树枝”，到处“飘荡”，乐曲快就飘得快，乐曲
慢就飘得慢，乐曲停叶子也挺下。

3、游戏：“树叶找家”

（1）请幼儿描述自己飘到了哪里，变成了什么，并用形体语
言进行表达。（2）集体边玩游戏边进行儿歌创编，说出树叶
飘到了哪里，变成了什么，在干什么。

4、游戏：“叶子宝宝与树妈妈”

师： 这么多的叶子离开了树妈妈，树妈妈好担心哦，让我们
用歌声来安慰树妈妈，好吗。

幼：全体幼儿一起唱歌曲《小树叶》。结束。四.活动反思:

大班古诗江南春教学反思篇四

大班语言活动教案《两只笨狗熊》含反思适用于大班的语言
主题教学活动当中，让幼儿能用自己的语言复述故事，理解
故事内容，通过故事学习和同伴友好相处的方法，快来看看
幼儿园大班语言活动《两只笨狗熊》含反思教案吧。

（活动一）



教材分析：

这是一个情节突出，形象鲜明的故事。大黑和小黑在路上见
到一块饼，都怕对方多分得香喷喷的饼而被狐狸大婶骗了。

学情分析：

大班是在幼儿园的最后一年，这是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一
个转折期，也是孩子从游戏阶段到学习阶段转折的一个时期，
本班幼儿的规则意识、合作意识和自我评价能力都在开始发
展，《两只笨狗熊》是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有活泼可爱的形
象，易于模仿的语言，还有能够引发幼儿独立思考的结尾，
适合社会性正在发展的大班幼儿。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

2、能用自己的语言复述故事。

3、通过故事学习和同伴友好相处的方法。

4、引导幼儿细致观察画面，激发幼儿的想象力。

5、根据已有经验，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活动准备：

挂图、故事光盘、圆形纸板画成的“饼”一个。

活动过程：

1、导入：教师拿出“饼”，用直观法激发幼儿兴趣，问“小
朋友们都谁想尝尝这个饼呀？”幼儿一定会争先恐后的举手
想尝尝，教师把“饼”拿回，可是这个饼是大黑和小黑的，



小朋友们知道大黑和小黑吗？那就和鞠老师一起来认识一下
他们吧！

2、听故事，了解故事内容。教师出事故事挂图，并播放故事
光盘。

3、教师用启发提问的方法，和幼儿共同回忆故事内容。

（1）大黑河小黑是谁呀？

（2）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大黑和小黑都是怎么说的？

（3）后来谁帮他俩分了饼？用什么办法帮他们分的饼呀？最
后怎么样？

（4）为什么狐狸没有分到，却吃的最多？大黑河小黑是怎样
的孩子？狐狸呢？

（5）如果你们是大黑河小黑，你们会怎么做？请幼儿讨论。

教师归纳主题：

大黑和小黑不懂得相互谦让才会上当受骗。

（活动二）

教材分析：

这是一个情节突出，形象鲜明的故事。大黑和小黑在路上见
到一块饼，都怕对方多分得香喷喷的饼而被狐狸大婶骗了。

学情分析：

通过上次的活动，本班幼儿已经能够随教师复述下这个故事，
本班幼儿酷爱表现，每学习一个故事，都要表演才能够满足



他们。

活动目标：

1、认知上：理解故事内容。

2、能力上：能用自己的语言复述故事，并能够和同伴共同完
成表演。

3、情感上：喜欢并敢于上台表演，通过故事学习和同伴友好
相处的方法。

活动准备：

教具：小黑熊手偶两个、圆形纸板画的“饼”一个。

学具：大黑、小黑和狐狸大婶的头饰若干个，圆形的纸板若
干个当“饼”。

活动过程：

2、教师用启发提问的方法帮助幼儿回忆故事内容。

（1）大黑河小黑是谁呀？

（2）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大黑和小黑都是怎么说的？

（3）后来谁帮他俩分了饼？用什么办法帮他们分的饼呀？最
后怎么样？

3、分角色对话

这个环节用情境法，教师带头饰模仿狐狸，小男孩模仿大黑，
小女孩模仿小黑，进行对话。



4、表演

请幼儿分角色来扮演大黑、小黑和狐狸大婶。教师可适度给
予帮助。

5、结束：全体幼儿随教师共同唱跳舞蹈《三只小熊》。

教学反思：

根据大班幼儿的发展水平和已有经验，结合故事特点，我将
本次活动分两个课时来完成，并选择了本班两名代表性幼儿
作为观察对象来记录活动过程，下面我将活动后的一些问题
回忆整理，期待老师们的悉心指点。

互动环节中，在对话部分，两名幼儿都很积极踊跃地发言，
都会扬起笑脸看着老师大声地说；在表演部分，陈朋宇演大
黑，安瑞楠演小黑，陈朋宇大声地跟小朋友介绍自己的故事
中扮演大黑（这是本班幼儿熟知的惯例），眼睛却看着教师，
然后快速跑下去；安瑞楠戴好头饰，走到前面，认真地说：
大家好，我叫安瑞楠，我扮演小黑），然后鞠一躬走下去。
整个过程，安瑞楠都能面向“观众”，当想不起台词时会咬
手指头；陈朋宇享受在自己的“舞台”上全然忘记了下面的
观众，背对着观众或者自顾地摇头摆臀，但是在整个过程中，
他能够创编台词和动作，吸引了下面的幼儿。我对小朋友说：
“安瑞楠是个好棒的演员，能够让我们大家一直看到你可爱
的脸蛋，陈鹏宇能够自己想出大黑还说了什么”

最后在我的带动下，全体幼儿给了他们热烈的掌声。

通过以上两名幼儿的表现，我认为要多表扬每一个上前来的
幼儿，并说明为什么夸奖他，目的是给其他幼儿树立榜样，
明确学习目标。并且每一次活动给幼儿带来的教育意义也不
能忽略，而活动中，我并没有让本班幼儿深刻地领会同伴之
间要相互谦让。



本文扩展阅读：狗熊是熊的一种，黑瞎子、月牙熊、狗熊。
哺乳动物。

大班古诗江南春教学反思篇五

1、理解故事内容，感受电话给生活带来的方便，感受父子间
的亲情。

2、认识各种电话，了解其主要功能。

3、在感知故事内容的基础上，理解角色特点。

4、领会故事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5、引导幼儿在故事中学习，感悟生活。

认识各种电话，了解其主要功能。

1、《好长好长的电话》教学挂图4幅、教师教学资源。

2、座机、手机等各种电话的图片。

3、幼儿学习资源5第1—5页。

一、欣赏儿歌《电话》，导入活动。

2、讨论后总结：电话可以让两个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很快听到
对方的声音，互相交流。

二、听故事，理解故事内容。

1、教师借助教学挂图完整讲述故事。

2、引导幼儿思考：火狐狸想爸爸了，就做了什么事情？火狐
狸为什么抱着电话不放？爸爸听到火狐里的电话开心吗？虽



然爸爸不能回来过圣诞节，但通过和爸爸打电话以后，火狐
狸怎么样了？通过讨论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三、讨论电话的作用，懂得电话可以让不能见面的人互通信
息，传达感情。

四、拓展经验，通过课件了解生活中常见的`电话。

出示座机、手机、小灵通等的图片、课件等，引导幼儿了解
生活中的各种电话。

请幼儿找一找生活中还有哪些地方有电话，分别是什么样的
电话（公用话吧、对讲机等）。

幼儿很愿意和同伴们来分享自己看过的图书，这个环节不是
简单的分享，而是幼儿把书中好听的故事、有趣的图画和同
伴一起交流，提高了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同时也能体验到
分享的快乐。在整个活动中，教师的观察也非常的重要，教
师的细心观察及指导也能有针对性的培养幼儿的阅读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