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语言小猪变形记教案及反思
小猪变形记大班语言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
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大班语言小猪变形记教案及反思篇一

1．感受故事的幽默有趣，学会用"如果……，那该多好啊！"
的句式完整表述。

2．能积极用语言、动作等形式大胆表述对画面的理解。

3．懂得不盲目模仿别人，做自己是最快乐的事情。

《小猪变形记》ppt。

一、谈话导入，启发幼儿阅读故事的兴趣。

1．出示图片"小猪"，观察小猪表情，简单了解"无聊"的意思。

教师：这是谁？它是一只怎样的小猪？（今天这只小猪有点
无聊。无聊是什么意思？）

二、结合图片分段讲述故事，理解故事情节。

2 . 出示"小猪踩高跷"图。丰富词汇：细细长长。幼儿用动
作体验小猪踩高跷的感觉，提醒幼儿不做危险动作，注意安
全。

教师：小猪做的高跷怎样的？（细细长长）小猪踩了高跷与



刚才有什么不一样？幼儿感觉一下。

3 . 引出"斑马"图，鼓励幼儿用动作、儿歌模仿小猪变成斑
马的过程。

4 . 引出"大象喷水"图，了解小猪变成大象的过程，猜测小
猪是否成功。

5 . 出示"小鸟飞翔、小猪遇小猴"图，了解小猪变成小鸟的
过程，讲述小猪遇到小猴的情景。

6 . 出示"小猪与同伴掉泥潭"图，引导幼儿观察小猪的心情
变化。

三、完整欣赏故事。

四、情感迁移与拓展。

1．重点观察最后一幅画面，感受小猪找回自己的高兴心情。

2．理解故事的基础上懂的：做自己才最快乐。

活动延伸：

表演活动：幼儿自选角色与道具，教师指导幼儿继续表演。

大班语言小猪变形记教案及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通过故事情节，感受故事的趣味性。

2、充分发挥幼儿想象力，能大胆地表述自己的想法。

3、理解做自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



活动准备：

1、幻灯片

2、自制小猪手偶、动物头饰

活动过程：

一、导入

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位好朋友，大家看看这是谁呀？
（可爱的小猪）

今天我还带来一个与小猪有关的图画书，大家想不想看？

出示封面

1、观察两只小猪有什么不同呀？

2、孩子们看看这只小猪有什么奇妙的想法呀？（它装上了翅
膀，想飞起来。）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故事里的小猪会给大
家带来哪些有趣的故事吧！

二、讲述故事

1、了解故事的开始部分

师：有一天，小猪觉得很无聊，嘴里嘟囔着烦烦烦，总该有
些好玩的事吧！我得出去找找，于是小猪就跑了出去，跑到
路边遇到了斑马。

2、制造故事悬念，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语言表达能力。

师：小猪会想到什么办法？



小猪是怎么装大象的？

小猪扮成大象以后又遇到了谁？它们之间会说些什么呢？

小猪装扮大象舒服吗？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做大象没有成功，小猪接着装扮了谁？路途中，又遇到了谁？

小猪最后找到快乐了吗？在哪找到的？（幼儿自由表述）

师小结：小猪总觉得自己不幸福、不快乐，一会儿扮长颈鹿，
一会儿扮斑马，一会儿扮成鹦鹉……但是最后还是想做一只
快乐的小猪，小猪懂得了：做自己最幸福也是最快乐的。

三、回顾故事内容

小猪由可爱——烦恼、无聊——寻找快乐——找到快乐

四、延伸活动

师：在生活中，小朋友想变成过别人吗？在别人身上找到快
乐了吗？

五、总结

师：做自己是最幸福也是最快乐的。

大班语言小猪变形记教案及反思篇三

首先，我想到的是年龄特点，《小猪变形记》是中班的一节
语言绘本课，以小动物小猪为主题贯穿，小猪对一切充满了
好奇，就想体验动物的生活，它精力充沛，满脑子奇思妙想，
用各种方法模仿长颈鹿、斑马等动物，遗憾的是这些方法都
以失败告终，最后受另一只猪的启发，找到了猪的乐趣，为



我们展示了一只猪“认识自我，认识他人”，思想历程。

其次，我们班的幼儿特别喜欢小动物，也很感兴趣，所以以
小猪为切入点，很吸引幼儿，最后，在外界因素的影响，我
发现我们班的幼儿有时受别人的影响，偶尔去羡慕，模仿其
他小朋友，发现不了自己身上的优点与长处，感受不了其实
自己也很快乐。

二、自己组织的如何：

通过今年的绘本公开课，我觉得自己有很多的细节上的不足：

1、时间上掌握的不够好，有点拖堂了。

2、课堂上教师的有效语言的提问不突出，有点碎。

3、在师幼、幼幼互动中展现的行为有点过于单一化。

三、幼儿表现的如何：

幼儿的参与性很高，课堂氛围很浓厚，并且在回答问题上积
极、热情，可是到最后由于时间的关系，有个别幼儿坚持的
坐姿不是很好。

四、我的进步与反思：

其实，当自己选材时，曾经有一度困惑过，我到底要怎样去
摸一下，我们班幼儿身上的“底”，也就是说所谓的动物特
征的已有经验，由于也没有适合的方法，就放弃了，可是我
还是在隔壁春之柳班提前试了一节课，因为年龄比我们班幼
儿大，存在差异，所以，我心里还是没有“底”，另外，我
在精神准备与物质准备上，都比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
在实施中也有不足，但是，我相信我一定一次比一次好。

五、建议后我的更改：



每位教师在评课时，都给了我很多建议，我也虚心接受：

比如在观察图片时，老师引导的语言不要过于多，要以幼儿
为中心，引导幼儿自己思考，发现问题的答案：

老师在讲解时，情绪的带动应该活泼一点，这样才会更加符
合绘本的精神所在。

所以，这次评课让我受益匪浅，这次公开课也让我的视野更
加开阔了，特别是在选材上，选材成功了，课也就成功了一
半，我会以这次为动力，积累经验，再次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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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受故事的幽默有趣，学会用"如果……，那该多好啊!"
的句式完整表述。

2、能积极用语言、动作等形式大胆表述对画面的理解。

3、懂得不盲目模仿别人，做自己是最快乐的事情。

《小猪变形记》ppt

(一)谈话导入，启发幼儿阅读故事的兴趣。

1、出示图片"小猪"，观察小猪表情，简单了解"无聊"的意思。

教师：这是谁?它是一只怎样的小猪?(今天这只小猪有点无聊。
无聊是什么意思?)

(二)结合图片分段讲述故事，理解故事情节。

2、出示"小猪踩高跷"图。丰富词汇：细细长长。幼儿用动作
体验小猪踩高跷的'感觉，提醒幼儿不做危险动作，注意安全。



教师：小猪做的高跷怎样的?(细细长长)小猪踩了高跷与刚才
有什么不一样?幼儿感觉一下。

3、引出"斑马"图，鼓励幼儿用动作、儿歌模仿小猪变成斑马
的过程。

4、引出"大象喷水"图，了解小猪变成大象的过程，猜测小猪
是否成功。

5、出示"小鸟飞翔、小猪遇小猴"图，了解小猪变成小鸟的过
程，讲述小猪遇到小猴的情景。

6、出示"小猪与同伴掉泥潭"图，引导幼儿观察小猪的心情变
化。

7、介绍故事名称，教师用图示记录故事情节。幼儿讨论小猪
是怎样让自己获得快乐的?

(三)完整欣赏故事。

(四)情感迁移与拓展。

1、重点观察最后一幅画面，感受小猪找回自己的高兴心情。

2、理解故事的基础上懂的：做自己才最快乐。

表演活动：幼儿自选角色与道具，教师指导幼儿继续表演。

这是一本幽默诙谐但又充满了寓意的绘本，因此在设计课程
时，我尽量安排了许多夸张的语气词，来提高幼儿对故事理
解的积极性，使孩子们在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下展开对故事
的深入了解;在说说看看中，孩子们通过小猪一次有一次不懈
地变形失败，意识到做自己才是快乐的，由此而引出要好好
喜欢自己。



在延伸环节，由于事先做了调查，因此孩子们对喜欢或不喜
欢自己准备了充足的理由;借此，我列举了一名幼儿，从老师
和小朋友们对她的评价出发，让她意识到自己的优点多于缺
点，每个人身上都有与众不同的优点，从而令该名幼儿也改
变了初衷，变得更加喜欢自己了。通过这节课的介绍，孩子
们对故事所蕴含的道理已掌握到位，相信如若再设计一些角
色表演穿插在活动中，可能会使语言课的活泼氛围推向高潮，
收获更好的效果。

大班语言小猪变形记教案及反思篇五

1.感受故事的幽默有趣，学会用"如果……，那该多好啊!"的
句式完整表述。

2.能积极用语言、动作等形式大胆表述对画面的理解。

3.懂得不盲目模仿别人，做自己是最快乐的事情。

《小猪变形记》ppt

(一)谈话导入，启发幼儿阅读故事的兴趣。

1.出示图片"小猪"，观察小猪表情，简单了解"无聊"的意思。

教师：这是谁?它是一只怎样的小猪?(今天这只小猪有点无聊。
无聊是什么意思?)

(二)结合图片分段讲述故事，理解故事情节。

2.出示"小猪踩高跷"图。丰富词汇：细细长长。幼儿用动作
体验小猪踩高跷的感觉，提醒幼儿不做危险动作，注意安全。

教师：小猪做的高跷怎样的?(细细长长)小猪踩了高跷与刚才
有什么不一样?幼儿感觉一下。



3.引出"斑马"图，鼓励幼儿用动作、儿歌模仿小猪变成斑马
的过程。

4.引出"大象喷水"图，了解小猪变成大象的过程，猜测小猪
是否成功。

5.出示"小鸟飞翔、小猪遇小猴"图，了解小猪变成小鸟的过
程，讲述小猪遇到小猴的情景。

6.出示"小猪与同伴掉泥潭"图，引导幼儿观察小猪的心情变
化。

7.介绍故事名称，教师用图示记录故事情节。幼儿讨论小猪
是怎样让自己获得快乐的?

(三)完整欣赏故事。

(四)情感迁移与拓展。

1.重点观察最后一幅画面，感受小猪找回自己的高兴心情。

2.理解故事的基础上懂的`：做自己才最快乐。

表演活动：幼儿自选角色与道具，教师指导幼儿继续表演。

这是一本幽默诙谐但又充满了寓意的绘本，因此在设计课程
时，我尽量安排了许多夸张的语气词，来提高幼儿对故事理
解的积极性，使孩子们在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下展开对故事
的深入了解;在说说看看中，孩子们通过小猪一次有一次不懈
地变形失败，意识到做自己才是快乐的，由此而引出要好好
喜欢自己。

在延伸环节，由于事先做了调查，因此孩子们对喜欢或不喜
欢自己准备了充足的理由;借此，我列举了一名幼儿，从老师
和小朋友们对她的评价出发，让她意识到自己的优点多于缺



点，每个人身上都有与众不同的优点，从而令该名幼儿也改
变了初衷，变得更加喜欢自己了。通过这节课的介绍，孩子
们对故事所蕴含的道理已掌握到位，相信如若再设计一些角
色表演穿插在活动中，可能会使语言课的活泼氛围推向**，
收获更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