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乐的夏天小班语言教案(优质9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快乐的夏天小班语言教案篇一

1、各种空调的图片、教室中的空调实物。

2、挂图《鼹鼠的空调屋》、故事、小动物头饰

活动过程

开始部分：谈话导入，引起兴趣。

师：现在是什么季节？（夏天）现在的天气怎样？（很热）

师：天气很热，小朋友们我们想些什么办法让自己凉快些？
（游泳、吃冷饮、吹风扇、躲在太阳晒不到的树荫底下、打
开空调等等。）你家有空调吗？你家的空调是什么样子的？
（长方形、椭圆形）你家的空调是什么颜色的呀？（白色、
银灰色）天气很热，小朋友们喜欢开着空调吗？（喜欢）基
本部分：

1、出示空调图片（可以请去观察并感受大班寝室里的空调），
引出活动。

2、看图听故事《鼹鼠的空调屋》。

（1）设置悬念，引出故事。

夏天太热了，太阳火辣辣的，鼹鼠妈妈也想出了一个避暑的



好办法，什么办法呢？（装了一台空调在屋里）

（2）讲述故事。

提问：小田鼠和小刺猬来找小鼹鼠玩，鼹鼠妈妈为什么不同
意？（因为鼹鼠妈妈怕他们热，让他们在家吹空调，这样比
较凉快。）小鼹鼠在家天天吹空调，一点阳光也没照到，结
果怎么样了呀？（感冒了）小田鼠和小刺猬又来找小鼹鼠出
去玩，鼹鼠妈妈最后让小鼹鼠出去玩了吗？（鼹鼠妈妈让他
出去玩了）

）（4）请幼儿分角色扮演，口头表达故事里的角色语言。
（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

小结：空调能带给我们一个清凉的世界，但不能过于贪凉，
否则会生病。适当的户外活动有利于身体健康。

活动结束：引导幼儿简单续编故事。第二天，小鼹鼠终于可
以和小田鼠、小刺猬一起出去玩了，后来又发生什么事了呢？
引导幼儿发挥想象力，简单续编故事。（请语言表达能力强
的幼儿带头说一说。）活动延伸引导幼儿去外面阴凉处跟着
做运动。

区域活动户外区：电风扇活动经验学习原地自传圈，锻炼平
衡能力，增强自控能力。

区域规模全体幼儿幼儿。

活动指导

1、幼儿边念儿歌边原地自转。“风儿吹，风儿凉，我是小小
电风扇，咔嚓一声转起来。”

2、教师交代游戏规则：当教师说：“电风扇准备”时，幼儿



两臂侧平举做好准备。当听到老师说：“电来了”时，幼儿
边念儿歌边自转1——2圈，并发出“呼呼”的声音。当老师
说：“停电了”时，幼儿两臂放下，停下来站在原地不动。

3、幼儿可反复游戏。当停下来时谁忍不住笑或动了，可罚幼
儿退出游戏或演一个节目。

快乐的夏天小班语言教案篇二

一、活动名称：

语言故事《快乐的轮子》第三周20xx、2、27——20xx、3、2

二、活动目标：

1、幼儿能体验小动物乘坐轮胎时欢快的情绪。（重点)

2、幼儿能安静地倾听故事，能随着故事情节展开想像。(难
点）

三、活动准备：

1、小松鼠玩具、《快乐轮胎》故事挂图及磁带。

四、活动过程：

1、激发幼儿兴趣

（1）出示真轮胎

——师：这是谁？（轮胎）轮胎会怎么样？（滚动）你能用
小手做做轮胎滚动的样子吗？（引导幼儿用手臂表示滚的快
和慢）



（2）出示图片

——师：圆圆的轮胎从山坡上滚下来遇到了谁？（小松鼠)小
松鼠跳上轮胎准备要去旅游了，它们会去哪里玩，会发生哪
些有趣的事情？小结：教师通过出示轮胎让幼儿亲身体验轮
胎滚动，激发幼儿的兴趣。

2、结合挂图欣赏故事

（1）出示挂图一，理解故事的第一部分。

——师：出示小松鼠玩具，引出故事。

——师：引导幼儿观察画面内容，讲述故事的第一部分。
（小朋友，看图画上有谁？它在做什么？）

（2）出示挂图二，猜想故事的第二部分。

——师：小朋友，轮胎带着小松鼠滚到了哪些地方？发生了
哪些有趣的事情？

——师：轮胎滚得太快，一下子掉进了河里，瞧轮胎在河里
像什么？

——师：小朋友，小松鼠和轮胎还想继续旅游，可怎么把轮
胎弄上岸呢？（请幼儿尝试用拖、推来移动轮胎）

——师：哈哈，集体的力量真大，轮胎上岸又飞快地滚起来，
它们一会去什么地方旅游了？

（3）出示挂图三，讲述第三部分内容

（4）完整欣赏故事

——师：小动物快乐吗？轮胎感到快乐吗？为什么？小结：



这个圆圆的轮胎和小动物玩的很高兴，它觉得很快乐。所以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快乐轮胎》。

3、鼓励幼儿大胆想象，仿编有趣的情节。

——师：引导幼儿把自己想像成一只快乐的轮胎，根据教师
的语言提示做动作。如：轮胎穿过了隧道----它与另一只轮
胎快乐地打着招呼----它滚到了高速公路上----它加快了速
度，最后快要飞起来了，等等。

活动延伸：

幼儿自由阅读幼儿用书，欣赏故事画面。

重、难点分析：2、3中完成，教师通过结合挂图引导幼儿观
察画面，随着故事情节展开想像，同时让幼儿体验小动物乘
坐轮胎时欢快的情绪。

快乐的夏天小班语言教案篇三

一、活动目标：

1、喜欢故事中活泼有趣的动物形象，初步感受故事的夸张和
幽默。

2、知道西瓜是夏天吃的水果，学会分享，并得到快乐。

二、活动准备

1、《蛤蟆吃西瓜》挂图

2、小动物头饰

三、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组织教学，集中幼儿注意力。

（二）基本部分：

1、课题导入：出示一片西瓜地。是谁种的呢？出示蛤蟆。蛤
蟆种了一块西瓜地，西瓜成熟了，一个个又大又圆，你们想
知道蛤蟆是怎样吃西瓜的吗？（想）现在老师就来讲《蛤蟆
吃西瓜》的故事。

2、欣赏故事，并回答问题。

（1）蛤蟆想不出办法，心里着急，小朋友帮他想个吃西瓜的
办法吧。（用刀切、用勺子挖）小朋友的办法真多真好。

（2）蛤蟆也请来了他的好朋友帮他想办法，你们想知道他的
好朋友帮他想的什么办法吗？

（3）蛤蟆动脑筋自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再来听一听。（教
师讲述故事）

（4）后来蛤蟆用什么办法吃到西瓜的？

（6）你们喜不喜欢蛤蟆，为什么？

3、音乐游戏请小朋友跟着老师动起来。

（三）结束部分：蛤蟆看到小朋友们上课很乖，他要请小朋
友去他家做客，请大家吃西瓜，我们现在就出发。

快乐的夏天小班语言教案篇四

发布者：幼儿园小班教案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愉快地参加游戏活动，遵守游戏规则，注意倾听
别人的话。

2、要求幼儿用短句回答问题。

3、在游戏中锻炼发散性思维及语言反应的敏捷性。

活动准备

草地背景图，小伞和动物等插入教具。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出示背景图

这天小动物们都到草地上来玩了，你们看谁来了？（企鹅）

企鹅是怎样来的？（走来的）

那我们就叫是走走的朋友吧。

猜猜还有哪些朋友也是走来的？

2、出示兔子

谁来了？兔子是怎样来的？

还有什么朋友是跳过来的？我们叫它是跳跳的朋友。

3、草地上还有些什么朋友呢？

二、展开



教师：小动物在草地上玩得真高兴，突然轰隆隆天要下雨了
朋友们要淋湿了，怎样办呢？

1、教师介绍游戏规则

（1）伞儿说：轰隆隆雷响了，哗啦啦下雨了，伞儿伞儿撑起
来，跳跳的朋友请进来。

伞儿请什么朋友进来？

（2）引导幼儿用动作表示打雷、下雨、雨伞。

2、教师扮伞，与幼儿游戏两遍。

3、请一名幼儿扮伞和幼儿游戏。

（除了走走、跳跳游游、飞飞的朋友，还能够有哪些朋友
呢？）

4、幼儿自由结伴进行游戏。

5、请一组幼儿上来进行一遍游戏。

三、结束

除了刚才小朋友说到的这些朋友，还有很多的朋友。

如：大大的、小小的、方方的、长长的朋友，请小朋友回去
后大家再来做游戏。

《快乐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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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夏天小班语言教案篇五

语言

活动类型

讲述

活动内容

夏天的雷雨

活动来源

p246

实施时间

活动目标

1、学习观察夏季雷雨前后的天气变化。

2、尝试用语言表达夏季雷雨前后的情景。

活动重点

学习观察夏季雷雨前后的天气变化

活动难点



用语言表达夏季雷雨前后的情景。

活动准备

1、《小朋友的书·夏天真热》

2、活动前了解幼儿关于夏天雷雨的已有经验，收看或收听关
于雷雨的天气预报；

活动过程

活动环节

预设时间

教学反思

一、引导幼儿观察雷雨钱的情形。

1、太阳公公到哪去了?

2、天空中出现了什么？（乌云）

3、看上去怎么样？

4、我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打雷声，闪电）

二、引导幼儿观察雷雨时的情形。

1、现在你听到了什么声音？（雨点）

2、雨从哪儿来？落到了哪里？看看四周的树、花草、房子有
什么变化。

3、等雨小些时，教师和幼儿一起撑伞到雨中走走，听雨点声，



看雨滴落到地上的圈圈、地面的积水、花草变化等。

三、引导幼儿观察雷雨后的情形。

1、看一看，听一听，现在和下雨时又什么不一样？

2、天上出现了什么？（白云）

3、到户外走一周，呼吸雷雨后的清新空气，感受雨后的凉爽。

5分钟

5分钟

8分钟

快乐的夏天小班语言教案篇六

１、能够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面对困难。

２、能够用完整连贯的语言，讲述自己开心或不开心的事情。
愿意用积极肯定的语言表达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

３、理解故事内容，理解积极肯定与消极否定这两种语言表
达所反映的不同心态。

故事背景图、人物图片、幼儿照片等

１、出示人物图片，引出活动内容。

２、看图讲故事，通过提问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理解积
极肯定与消极否定这两种语言表达所反映的不同心态。

３、出示幼儿遇到困难时的照片，引导幼儿用完整连贯的语
言讲述自己遇到的不开心的事，调动其他幼儿的积极性，去



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学会用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

４、画表情，结束活动。

小朋友一起探讨。

快乐的夏天小班语言教案篇七

活动目标：

1、愿意说说在动物园看到的各种动物，并介绍自己喜欢的动
物。

2、能大胆的使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3、激发爱动物的情感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幼儿了解几种常见的动物名称。

2、物质准备：幻灯片动物园拍摄的照片。

3、与幼儿人数相同的小红星若干枚。

活动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师：“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去过动物园呀？那你们在动物园
都看见过什么动物？

（1）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的经验说说自己都看见过什么动物。

2、带领幼儿参观”动物园“。



（1）播放多媒体课件观看各种动物的图片。

（2）引导幼儿认识各种动物，并能说出它们的名称。

二、幼儿与教师交谈。

1、请猜猜老师喜欢什么小动物？

（1）请幼儿大胆猜测教师喜欢什么小动物。

2、请幼儿说一说，你喜欢的.小动物是什么。

（1）提问”你喜欢什么小动物？为什么？

（2）鼓励幼儿大胆的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3）请个别幼儿上来介绍喜欢的动物。

三、送颗红星给喜欢的动物

请每位幼儿取一枚红星粘贴在自己喜欢的动物图片下面。

四、游戏：猜一猜它是谁？

请个别幼儿上来模仿小动物，让其他小朋友来猜一猜，这是
什么小动物！

五、活动结束。

小动物们都很可爱，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要关心和爱护小
动物。

快乐的夏天小班语言教案篇八

一、活动目标：



1、愿意说说在动物园看到的各种动物，并介绍自己喜欢的动
物。

2、能大胆的使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3、激发爱动物的情感

二、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幼儿了解几种常见的动物名称。

2、物质准备：幻灯片动物园拍摄的照片。

3、与幼儿人数相同的小红星若干枚。

三、活动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师：“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去过动物园呀?那你们在动物园
都看见过什么动物?

1)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的经验说说自己都看见过什么动物。

2、带领幼儿参观”动物园“。

1)播放多媒体课件观看各种动物的图片。

2)引导幼儿认识各种动物，并能说出它们的名称。

(二)幼儿与教师交谈。

1、请猜猜老师喜欢什么小动物?

1)请幼儿大胆猜测教师喜欢什么小动物.



2、请幼儿说一说，你喜欢的小动物是什么。

1)提问”你喜欢什么小动物?，为什么?

2)鼓励幼儿大胆的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3)请个别幼儿上来介绍喜欢的动物。

(三)送颗红星给喜欢的动物

1、请每位幼儿取一枚红星粘贴在自己喜欢的动物图片下面。

(三)游戏：猜一猜它是谁?

1、请个别幼儿上来模仿小动物，让其他小朋友来猜一猜，这
是什么小动物!

(四)活动结束：

小动物们都很可爱，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要关心和爱护小
动物。

活动反思：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纲要》明确要求“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
支持、鼓励、吸引幼儿与教师、同伴或其他人交谈，体验语
言交流的乐趣。”为此，教师在活动前用心创设了“宝宝动
物园”的教学情境。活动开始时，幼儿听说教师要带他们去
参观“宝宝动物园”,都高兴极了。然后，在参观“宝宝动物
园”时，动物园里生动形象的环境布置更是进一步引起了幼
儿参观的兴趣。所有这些，目的都是为幼儿营造一个自由、
宽松的谈话情境，从而激发幼儿参与谈话的欲望，为后面的
交流环节做好铺垫。



二、多种形式，引导交流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到：“多给幼儿提供倾
听和交谈的机会。”在本次教学活动中，教师非常注重交流
环节。分别采用了自由交流、分组交流、集中交流的形式，
引导幼儿大胆交流。

(一)自由参观，自由交流。

在带领幼儿参观“宝宝动物园”时，教师先引导幼儿认真观
察并发现“宝宝动物园”里有什么动物。然后引导幼儿以自
己的观察和已有经验，自由说出自己发现的动物的名称以及
相关认知。在这一环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做任何形式的
引导，让幼儿在毫无束缚的状态下轻松参观，自由交流。

(二)分组交流，大胆表述。

在分组交流自己喜欢的动物的环节时，教师能够积极地参与
到幼儿的交流之中。在与幼儿交流的过程中，教师注意鼓励
幼儿大胆发言，引导幼儿轮流发言并注意倾听同伴的发言，
提醒幼儿互相学习彼此的谈话经验。比如，当一位幼儿表述
得较完整的时候，教师及时对该幼儿进行表扬，并提醒其他
幼儿向该幼儿学习说完整的话。

(三)集中交流，大胆表述。

在幼儿分组交流的基础上，教师再引导幼儿进行集体交流。
在此环节中，教师不仅注重对举手发言的幼儿的引导，还有
意识地将问题延伸，引导其他幼儿一起加入谈话的行列。比
如，当一位幼儿回答我喜欢的动物是小兔子时，教师会有意
识地提问其他幼儿：“你们有谁也喜欢小兔子?小兔子是什么
样子的?小兔子还有什么本领?”等等。这样做，既照顾到了
个体，又照顾了全体。通过交流，幼儿之间的经验得到相互
补充。



三、关注差异，个别引导

《纲要》中提到：“必须关注个别差异，促进每个幼儿富有
个性的发展。”在“师幼交流，大胆表述。”这一环节的教
学过程中，教师积极地加入到幼儿的谈话之中。在参与幼儿
谈话的过程中，教师注意关注幼儿的个体差异，并且根据幼
儿的个体差异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引导。

(一)针对能力较弱的幼儿：

教师注重引导他们大胆说出自己喜欢的动物的名称。在该幼
儿出现因为急于表达而说不清楚的时候，教师能够提醒幼儿
不要着急，慢慢说，同时教师注意耐心倾听该幼儿的讲述，
在该幼儿表述不对或不完整时，教师不是急于为幼儿纠正回
答或帮助其说出答案，而是通过提问其他幼儿，并引导能力
较弱的幼儿注意倾听能力较强的幼儿的表述。教师通过引导
幼儿同伴之间的互相学习，拓展了他们的知识经验和表述经
验。

(二)针对能力中等的幼儿：

根据小班幼儿的爱模仿的学习特点，教师在引导他们大胆说
出自己喜欢的动物名称的基础上，教师使用平行谈话的方法
为幼儿提供了新的谈话经验进行模仿。比如，在幼儿不懂如
何表述时，教师这样对幼儿说：“老师也有自己喜欢的动物。
老师喜欢的动物是孔雀。孔雀很漂亮，它会开屏。孔雀开屏
的时候，尾巴像一把漂亮的大扇子。”

(三)针对能力较强的幼儿：

教师则注重通过一系列的提问来引导幼儿大胆与同伴进行交
流。如“你喜欢的动物是谁?它长的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叫
的?它有什么本领?”等等。与此同时，教师还有意引导幼儿
用声音、动作创造性地表现出自己喜欢的动物，并且请其他



幼儿一起模仿该幼儿的表现。这样做对能力较强的幼儿是另
一种形式的表扬，无形当中进一步增强了这些幼儿的.自信心，
同时又帮助其他幼儿拓展了他们的谈话经验。

教师根据幼儿能力的不同给予不同程度的引导和帮助，让每
个幼儿都有话可说，从而促进了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
展。”

四、游戏形式，体验乐趣

小班幼儿的思维具体形象,爱模仿,认知靠行动。对于小班的
幼儿而言，游戏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在教学过程
中多处采用游戏的形式进行教学,如“小火车”的游戏形式入
场、竞猜游戏，模仿游戏……，通过游戏，一方面幼儿使幼
儿的游戏欲望得到了满足，另一方面幼儿的创造性能力也得
到了发展。

五、结合回答，随机教育。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注意结合各种动物的特点对幼儿进行
随机的生活教育。比如当一位幼儿说小兔喜欢吃萝卜和蔬菜
时，教师结合幼儿的回答教育幼儿要向小兔一样做一个不挑
食的好孩子。当一位幼儿说乌龟的本领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能够躲进自己的龟壳里，教师从中教育幼儿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能随便让陌生人进门。

存在不足：

1、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教育时机的把控还不够到位。

2、在指导语的表述上还不够精确简练。

3、在最后的游戏环节中，游戏的次数较少，不够满足幼儿积
极参与游戏的欲望。



改进策略：

1、在交流中，教师还应进一步注意抓住教育时机，注意根据
幼儿的个体差异，采用不同的方式引导幼儿大胆表述。

2、在指导语的表述上还要多加斟酌，尽量精确简练，提高指
导语的有效性。

3、在最后的游戏环节中，游戏的次数可适当增加，进一步满
足幼儿积极参与游戏的欲望。

快乐的夏天小班语言教案篇九

活动目标：

1、愿意说说在动物园看到的各种动物，并介绍自己喜欢的动
物。

2、能大胆的使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3、激发爱动物的情感。

4、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幼儿了解几种常见的动物名称。

2、物质准备：幻灯片动物园拍摄的照片。

3、与幼儿人数相同的小红星若干枚。

活动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师：“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去过动物园呀？那你们在动物园
都看见过什么动物？

（1）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的经验说说自己都看见过什么动物。

2、带领幼儿参观”动物园“。

（1）播放多媒体课件观看各种动物的图片。

（2）引导幼儿认识各种动物，并能说出它们的名称。

二、幼儿与教师交谈。

1、请猜猜老师喜欢什么小动物？

（1）请幼儿大胆猜测教师喜欢什么小动物。

2、请幼儿说一说，你喜欢的小动物是什么。

（1）提问”你喜欢什么小动物？为什么？

（2）鼓励幼儿大胆的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3）请个别幼儿上来介绍喜欢的'动物。

三、送颗红星给喜欢的动物

请每位幼儿取一枚红星粘贴在自己喜欢的动物图片下面。

四、游戏：猜一猜它是谁？

请个别幼儿上来模仿小动物，让其他小朋友来猜一猜，这是
什么小动物！



五、活动结束。

小动物们都很可爱，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要关心和爱护小
动物。

教学反思：

在幼儿、教师、家长的共同参与收集下，资料越来越丰富了，
教室的墙壁上到处是动物的图片，有网上下载的，有图书，
图片上剪下的，也有小朋友和家长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