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语言会纺纱的春雨教案反
思(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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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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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语言会纺纱的春雨教案反思篇一

（一）认知目标

1、通过电教手段，让幼儿欣赏散文中优美的意境，理解散文
含义，学习新词：“万紫千红”、“色彩”，丰富幼儿的想
像。

2、学习用优美的语言描述春天的景色，知道春雨绵绵是春天
独有的景致，并用自己的话完整地表达出来，培养幼儿思维
的流畅性。

3、学习观察春雨的颜色，培养幼儿思维的批判性、求异性和
发散性。

（二）情感目标

通过伴随优美的音乐朗诵散文，培养幼儿对文学语言的感受
力和欣赏力。

（三）人格目标

通过让幼儿积极学习从不同角度观察、分析事物，寻找春雨
的颜色，提高幼儿探索性、兴奋性和自主性。



（四）动作技能

通过角色表演，鼓励幼儿大胆表述角色中的对话，并以抒情
优美的动作进行情境表演，培养幼儿创造性的动作技能和动
作协调性。

二、活动准备

（一）知识经验准备

幼儿了解春天的基本特征。

（二）环境及物质准备

利用三围空间布置春天景色，录音机、磁带、幼儿表演用的
小鸟头饰若干。

三、活动过程

（一）运用电教手段，播放影片，启发幼儿说说春天的景色，
丰富词语：“万紫千红”、“色彩”。

1、师：请小朋友看一看片中有些什么？（引导幼儿逐一细致
观察并描绘草地、柳树、桃树、杏树、油菜地、蒲公英）

2、师：谁能说一说，它们是什么颜色的？（引导幼儿语言连
贯、用词恰当，教师重点提示植物各自的色彩）学习词
语：“万紫千红”、“色彩”。

3、师：春天为什么这么美？（启发幼儿明白是气温、阳光、
春天等各种自然条件，促进万物生长，形成春天美丽的景色）

（二）教师制作投影片，出示小鸟，引导幼儿观察。

1、师：看，这里有几只鸟？它们是什么鸟？停在什么地方？



这些小鸟在干什么？

2、师：原来小鸟都在争论一个有趣的问题，知道是什么吗？
（引出主题――春雨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三）播放配乐散文，让幼儿欣赏。

1、师：你认为他们的话对不对？

2、欣赏最后一段，师：“那你们知道春雨到底是什么颜色了
吗？”

3、再次一边欣赏配乐散文录音，一边出示投影片，加深幼儿
对散文的理解。

（四）角色表演。

师：小朋友，刚才小鸟们的话，你们还记得吗？现在请你们
来做小鸟吧。

四、各领域渗透

艺术：学会用鲜明的色彩画出美丽的春天。

科学：了解天气的变化，认识雨的形成。

五、生活中渗透

让幼儿观察周围景色，了解春雨给大地带来的美丽。

六、环境中渗透

在音乐区设置各种小鸟头饰，让幼儿进行表演。

七、家庭中渗透



建议家长多让幼儿观察一些自然景色，多接触大自然。

春雨的色彩

春雨，像春姑娘纺出的线，没完没了地落在地上，沙沙沙，
沙沙沙……

一群小鸟在屋檐下躲雨，他们在争论一个有趣的问题：春雨
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小白鸽说：“春雨是无色的。你们伸手接几滴瞧瞧吧！”

小燕子说：“不对，春雨是绿色的。你们瞧！春雨落在草地
上，草地绿了；春雨淋到柳树上，柳树绿了……”

麻雀说：“不不！春雨是红色的。你们瞧！春雨洒在桃树上，
桃花红了；春雨滴在杏树上，杏花儿红了……”

小黄莺说：“不对，不对，春雨是黄色的，落在蒲公英上，
蒲公英的花儿也黄了……”

春雨听了大家的.争论，下得更欢了，沙沙沙，沙沙沙……它
好像在说：“亲爱的小鸟，你们的话都对，但都不全面。我
能给春天的大地带来万紫千红……”

中班语言会纺纱的春雨教案反思篇二

1、借助拼音朗读诗歌，读出对春雨的喜爱之情，会背诵诗歌。

2、读懂诗歌内容，认识春雨的特点和作用，知道要积极参加
绿化祖国的活动。

3、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及同伴合作精
神。



1、体会诗歌情感，有感情地朗读诗歌，背诵诗歌。

2、读懂诗歌内容。

多媒体课件

一、导入课题

同学们，春姑娘已经悄悄地来到我们身边，她给我们、给大
地上的万物还带来了礼物呢，看看窗外，看看屏幕，是什么
礼物？（出示课件，板书课题）

二、欣赏春雨，激发情感。

1、同学们，看，春姑娘的礼物——春雨，是什么样的，象什
么？（细细的，像牛毛）你的想象力真丰富！听，春雨还唱
着歌呢，她唱着什么歌？（沙沙，沙沙。）春雨唱歌声音很
响吗？你听得真仔细！

2、这细细、密密、柔柔的春雨轻轻地飘落在大地上，送给了
大地上的万物。大地万物收到春雨这份礼物，会有什么反应，
会有什么变化呢？让我们一起到野外去仔细看看吧！

3、看课件，引导说图意，整体感知诗歌内容。

（1）我们先到果林看看桃树吧，

引导说：春雨中桃树有什么变化？（开花了）

（2）让我们到小河边看看柳树的变化吧

引导说：春雨中柳树发芽了

（3）看看田里的庄稼发生了什么变化？



引导说：春雨中庄稼长的好

（4）池塘里有什么变化？

引导说：池塘里，青蛙跳出来了。

（5）春雨中少先队员在山坡上干什么？（种树）他们为什么
选在春天的春雨中种树？（在春天的春雨中种树，更有利于
小树的生长，小树长得更快、更好。）你看，他们冒着春雨
种树，小男孩的帽沿湿了，小女孩的花衣裳也湿了，可是他
们的脸上却是笑呵呵的，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高兴？（他们为
能为祖国的绿化出力而感到高兴。）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你们真勤劳！）种树的少先队员听了你们的话一定特别高
兴。

4、欣赏诗歌

师配乐朗诵

过渡：听了老师朗诵了《春雨》这首诗歌，你有什么感受？
你从中听出了什么？（春雨中的景色很美，诗歌很美，我也
想读）你也喜欢春雨，你也想赞美春雨？请打开书，自己去读
《春雨》，自己去赞美春雨，跟老师比一比，你是不是比老
师更喜欢春雨，你是不是比老师读得更有感情。

三、读《春雨》，赞春雨

读：读准字音，读出感情。

1、学生自由朗读

2、谁愿意来赞美春雨？其他同学听听他能不能把字音读准，
读得有没有感情？（点名读，师生评议，老师相机纠正字音）
还有谁比他读得更有感情？（点名读）



3、相信自己能像他一样读得很有感情或比他读得更好的同学
请站起来一起读。（齐读）

读：品好词好句。

1、请同学们看这首诗歌共有几句话？标好序号。

2、四人小组学习：先一起读诗中的这四句话，再说说在这四
句话中，你们最喜欢哪一句，觉得这个句子写得好、写得美，
用横线把它画出来。再一起讨论一下，在你们喜欢的句子中，
你们又喜欢哪些词语，觉得这些词用得好，写得生动，用小
黑点标出。最后商量怎样把这个句子读好。

（板书：读诗歌—画句子—标好词—读好句。）

3、小组汇报。师相机引导品词品句。

第一句：飘飘洒洒写出了春雨从天上飞舞下来的样子。读
时“沙沙”读得轻点、慢点，还要读出春雨的可爱，飘飘洒
洒的样子。

第二句：好词有“飘、洒、落、降”，“点红、染绿、滋润、
唤醒”，师引导理解诗句的意思。读时动词要读重一些。

第三句：好词有“蒙蒙细雨”，读出为祖国绿化出力而感到
高兴。

读：表演朗读，深化感受。

1、自由背诵。

2、学生找学习伙伴表演朗诵。

3、学生配乐表演读



四、小结，布置作业

2、同学们，也可以把春雨中美丽的景色画下来！

中班语言会纺纱的春雨教案反思篇三

1.在欣赏、理解歌曲的基础上，了解春天植物的生长变化。

2.幼儿尝试用声音的`轻响表示歌曲的强弱。

音乐、图片

一、活动导入

导入：春天来了，春雨沙沙沙下个不停。

1.听听，春雨的声音？

2.幼儿模仿春雨的声音。（轻柔）

二、欣赏歌曲

1.分段欣赏

种子在说什么？

小结：（第一段）哎呦呦，雨水真甜，哎呦呦，我要发芽。
（第二段）哎呦呦，我要出土，哎呦呦，我要长大。

2.完整欣赏

出示图片，一起有节奏地念歌词。

三、学唱歌曲



1.集体看着图片演唱

注意演唱时的站姿、口型。

2.老师范唱

听听，种子是怎么说话的？（轻声地还是响亮地）

小结：种子在土里快乐的，轻声地说话。当种子钻出土地，
他响亮地说话。

3.集体演唱

用声音的轻响表现种子在土里和钻出土后的说话声。

中班语言会纺纱的春雨教案反思篇四

1。让幼儿理解春雨的作用，能让万物生长。

2。重点字词的认读：吧、种（子）、梨、麦苗、瓜。

字卡、课本。

1.谈话引起兴趣。

这两天天气怎么样？你们喜不喜欢下雨？知道现在有谁是喜
欢下雨，希望下雨的呢？

2.学习儿歌《春雨》。

教师朗诵儿歌。

你们刚刚听到了，谁现在是喜欢下雨的？还有谁？为什么？

3.根据儿歌，模仿里面的植物做动作。



教师当春雨，让幼儿当种子、梨树、麦苗等模仿他们边说边
做动作。

《春雨》是一首非常拟人化、贴近中班幼儿年龄特点的一首
诗歌，语句简单，结构鲜明。

活动中为了培养孩子的倾听能力，教师在提出了倾听要求之
后有感情地朗诵了诗歌，然后让孩子们说说自己听到了什么。
刚开始，大部分孩子都只能用个别词语表达自己的想法。针
对这种情况，教师再次强调了倾听要求，并配乐朗诵了诗歌
两遍。在多次带任务的倾听之后，大部分孩子逐步能用诗歌
的.语言来回答问题，而且语句都比较完整。在此基础上，教
师又出示诗歌内容图谱，引导孩子将图谱按照诗歌结构进行
摆放，幼儿边看图谱边朗诵诗歌，大部分孩子很快就学会了
完整地朗诵诗歌。学会诗歌之后，如何让孩子们感受理解诗
歌中描写的种子、梨树、麦苗、小朋友对小雨点的渴望与喜
爱之情也尤为重要，这个环节教师让孩子们先了解了春雨与
万物之间的关系，理解大家对春雨的喜爱。然后启发孩子把
自己想象成小种子、梨树、麦苗，闭上眼睛享受那种在小雨
中成长的喜悦。孩子们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妞妞、贞贞、睿
睿、晓晓等部分孩子，朗诵儿歌时不但语言轻柔优美，而且
还能带上表情、动作一起表演。孩子们有感情地朗诵诗歌之
后，大家还积极进行了诗歌创编，幼儿发言积极，想象力非
常丰富。

中班语言会纺纱的春雨教案反思篇五

1、阅读春天画面，能细致地观察种子，正在开花的树，人物
的动作、表情和旁边的`工具，能有顺序地描述画面。

2、喜欢欣赏春雨，了解儿歌的内容，能从中获得知识的乐趣。

春天图片幼儿用书磁带录音机字卡



1、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吗?(春天)对春
天来了，小朋友那你们是怎么知道春天来了呢?(小动物出来、
可以出来玩、天气暖和、小草长高……)

2、教师小结：春天到了，花儿开了，小草绿了，小动物们都
出来玩了。春天来了，春天无处不在，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
了一幅春天的画，我们一起出找一找春天在哪里。

1、大屏幕出示画面，让孩子仔细观察看到了什么。

2、阅读画面后提问

师：画面上都有谁啊?在干嘛呢?(根据幼儿的回答出示字
卡“种子”“麦苗”“梨树”)

师：猜一猜，种子、麦苗、孩子为什么那么高兴?小孩子想做
什么?(出示字卡“瓜”)

3、引导幼儿完整地描述画面

1、师：刚才小朋友们都认为下雨了，所以大家才都这么高兴，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儿歌，听听种子，梨树，孩子
为什么那么喜欢下雨。

2、发书，请幼儿翻到第11课。教师播放录音，幼儿欣赏，教
师注意巡视孩子的坐姿和划指情况，轻声纠正。

3、欣赏后提问

师：儿歌的名称是什么?(春雨)春雨怎么样下?(滴答)

师：(出示字卡种子)种子看到下春雨说什么?还有谁看到下春
雨也很高兴，是怎么说的?(梨树、麦苗)

师：(出示字卡孩子)孩子看到下春雨说什么?



4、请幼儿结合画面说一说“春雨”的故事。

教师饰演春雨，孩子头上戴着各种字卡，同样字卡的小朋友
站在一起。

教师说：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种子说，表演种子的孩子一
边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一边做发芽的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