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子课教案集 大班语言活动教案(实用9
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
学习。

亲子课教案集篇一

让幼儿了解山东快板说唱艺术的特点，感受快板独特的节奏
韵律，学习竹板简单的使用方法，孩子们对此产生了兴趣。
《小放牛》是大班下学期语言领域中的一节活动。《纲要》
提出：“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幼儿大胆地想象，运用
不同的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体验；”。为了让幼儿感
受春天的美好，了解山东快书就是山东悠久的一种民间艺术
形式。我特别选择了《小放牛》这节活动。通过欣赏山东快
书并尝试模仿其中的语言，让幼儿感受山东快板的说唱艺术
特点；同时鼓励幼儿将儿歌用说快板的形式表现出来，大胆
尝试、互相模仿，在不断的探索中总结经验。

根据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以及纲要中的指示精神，我设计了
一下教学目标和重难点：

1、初步了解什么是小快板，能感受到小快板与其它表演形式
的不同。

2、尝试学说小快板。

3、体验说快板的乐趣。

教学重点、难点：了解什么是小快板，尝试学说小快板



1、快板用具一个

2、快板书《小放牛》的录影资料

3、ppt课件

直观法、提问法、情境表演法、观察法、谈话法、游戏法等

为了有效的实现教学目标以及更好的突破教学重点和教学难
点，我是这样设计教学活动的：

一、教师打竹板，幼儿拍手说节奏儿歌进入活动场地。

儿歌：小朋友，走走走，挺起胸，抬起头;小朋友，来来来，
大大的眼睛看过来，轻轻坐到椅子上，我来和你一起玩。

二、认识快板，知道快板的作用。

1、你来看老师手里拿的什么?用什么做的?有几片竹板?除了
竹板还有什么?

2、你在什么地方见过打竹板的?他们都用竹板来做什么?(跳
舞、打节奏、表演节目)

三、欣赏快板书《小放牛》录影资料，感知小快板的说唱特
点。

1、师：今天我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段好听的快板书《小放
牛》，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2、知识渗透：像这样打着竹板，用说唱表演的节目，叫快板。

四、学习小快板《小放牛》

1、教师播放ppt课件，边观察图片边说出图片上的内容。



2、模仿感受。

“咱们也来学几句刚才看到的小快板吧!”教师带领幼儿集体
学说“小放牛”，并拍手掌握节奏。

3、幼儿分成四组，每组说小快板的其中一句，可以先慢速说，
看哪组衔接的好，教师竹板伴奏。

4、逐步提升语速，分组合作说快板。

亲子课教案集篇二

现今社会，独生子女的数量越来越多，随着环境和家庭教育
的变化，孩子得到了长辈们的百般疼爱，他们的无理要求总
会得到家长的认可，导致现在的孩子养成了自私、孤僻、霸
道、不合群等种种不良行为。无论在家里或是在外面，孩子
们的交往能力也明显降低。这样的状况如果一直延续下去，
就会直接影响孩子将来的社交能力和所从事的事业。就拿本
班幼儿来说吧，有几个孩子就非常的内向，整天一个人坐着，
当然就没有朋友了;有的孩子比较霸道，经常动不动就打小朋
友，也没有孩子跟他一起玩。没有了朋友，就会使孩子的童
年失去了光彩，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有丰富的童年生活，交到
更多的朋友，于是我设计了本次教学活动，让幼儿在欣赏故
事中，了解一个人的寂寞无助，懂得大家一起玩的快乐。在
游戏中尝试与同伴一起玩，并乐意接受同伴，体验与同伴一
起玩耍的快乐。

1、能安静的听故事，懂得和大家一起玩很快乐。

2、学说短句：“宝宝，我和你一起玩。”、“大家一起玩，
真开心。”

3、体验参与游戏的快乐。



1、玩具小狗、布娃娃、小猴。

2、布置宝宝一个人在家的情境。请中班一名幼儿来扮演“宝
宝”的角色。

3、录音机，歌曲磁带《朋友，你好!》

活动过程分五部分，包含语言、社会、音乐等多领域的内容，
这种教学整合活动，符合现今教学整改新模式。活动的第一
部分是引题，我请出撅着嘴的中班幼儿，来扮演“宝宝”角
色，引起幼儿的兴趣。提问：“这是谁?宝宝怎么了?为什么
不开心?”这种直接导入式提问，符合托班幼儿的年龄特点，
一看到该幼儿的噘嘴表情，马上引起了幼儿的兴趣性和注意
力，并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和猜测。第二部分是结合实物玩具
的演示，让幼儿自由猜测发言后，再以动物角色的讲述，让
幼儿初步了解故事内容，初步懂得没有同伴一起玩的痛苦，
尝试着想办法怎样帮助宝宝解除痛苦，并学说短句：“宝宝，
我和你一起玩。”为下一个环节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当然，
第三部分就是理解故事内容了，教师边讲述边跟中班幼儿表
演故事情境，这种既形象又逼真的展示方式，符合托班幼儿
的具体形象思维能力。不仅给以幼儿完整欣赏的满足，而且
还大大提高了幼儿的理解能力。

亲子课教案集篇三

活动目标 ：

1．愿意和同伴一起参加魔咒锁的听说游戏，能遵守游戏规则，
体验游戏的乐趣。

2．能仔细倾听同伴的指令，及时作出反应，提高倾听能力和
听说能力。

3．学会用"xx，xx，xxx"的句型来描述xx锁，并运用到游戏中



去。

活动准备：

两把钥匙；一把贴有苹果形状的锁；锁的谜语；儿歌《金锁
银锁》

活动过程：

1．以猜谜语导入活动，激发幼儿的兴趣。

老师这有一个谜语，请小朋友们来猜一猜？

（教师出谜语：铁大哥，把门守，客人来，看看走，主人来，
就开口。）

（谜底：锁）

2．稳固幼儿开锁经验，为玩魔咒锁游戏做铺垫。

（1）出示锁，请两个小朋友拿钥匙打开。

师：接下来老师要给小朋友变一个魔术了，请小朋友闭上你
们的眼睛，数四下之后再睁开哦！

幼：呀！锁，还有两把钥匙！

师：谁愿意上来帮我把锁打开？

幼儿用一把钥匙打开锁，另一把打不开。

师:咦？这把钥匙怎么会打不开呢？

幼：因为它不是这把锁的钥匙。



（2）总结经验，引出游戏。

小朋友真聪明，不是这把锁的钥匙就打不开。一把锁只有一
把钥匙。说到锁，老师突然想到了一个游戏，名字叫做魔咒
锁。魔咒锁有很多类，今天我们玩的就是"水果魔咒锁"。

3．设置游戏情境,帮助幼儿熟悉游戏内容。

(1)老师表演游戏"水果锁"引起幼儿的游戏兴趣。

师：刚才的游戏儿歌里面老师念了什么呀？老师是怎样玩的？

边提问边交代游戏规则：开锁人停在某处便可指这里其中一
人问："这是什么锁?"拉手人回答："这是xx锁。"然后，开锁
人说："xx，xx，xxx。"讲对了，开锁人就能轻轻把两人的手切开，
然后两人交换角色．游戏重新开始。若开锁人讲的不正确，
扮锁的幼儿将锁握紧，开锁人就切不开锁，游戏继续进行。

（用提问的方式，让幼儿说说游戏的玩法，发挥幼儿的自主
性，教师总结游戏中应该遵循的规则）

(2)教师请两到三名幼儿上台一起玩游戏，念儿歌绕圈走，其
他台下幼儿可以边念儿歌边做手势动作。

（帮助幼儿熟悉游戏儿歌内容以及游戏的`玩法，教师先扮演
开锁人的角色，幼儿扮演锁的角色，然后交换角色。通过教
师参与角色的形式，可帮助幼儿学习掌握游戏中的对话及描
述部分，为幼儿独立开展游戏活动积累经验。）

(3)教师请几对幼儿上台表演。其他幼儿跟着念儿歌可以做动
作，注意幼儿发音是否准确，如不准确，随时纠正。

4．教师引导幼儿游戏。



师：刚刚小朋友看了老师表演的游戏，现在呢就让老师当观
众看小朋友玩这个游戏啦！

幼儿手拉手围成一圈扮锁，请一名幼儿当开锁的人站在圈外。

游戏开始时，大家边念儿歌边前后摆动拉着的手，开锁人同
时随着儿歌的节奏依次在各拉手处做开锁动作。(在对话过程
中，鼓励幼儿讲出各种不同的水果锁，学习用各种不同的、
简单的词语进行准确的描述.)

5．幼儿自主游戏。

四把锁，五个幼儿一组，自主地开展游戏2-3遍，教师巡回观
察指导。

(这是幼儿自主游戏、练习按一定规则进行语言表达的过
程．放手让幼儿愉快地玩，必要时个别指导幼儿，解决幼儿
之间的冲突是教师的主要职责，游戏的时间长短视幼儿的兴
趣和疲劳程度而定。)

6．游戏结束，总结。

小朋友今天玩的高兴吗？下一次我们就玩其他的魔咒锁游戏
了，你可以把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告诉其他的小朋友，跟他们
一起玩玩！

亲子课教案集篇四

感受儿歌中象声词的趣味。

儿歌中小宝宝说了什么，学小动物叫声、扮动物。

1.各种动物的图片，如小鸡、小狗、小猫、青蛙等



2.宝宝图片一张。

一、模仿各种小动物的叫声，请宝宝猜一猜，猜对后出示相
应的图片。

引导幼儿欣赏儿歌《宝宝学说话》，并逐一出示图片。

1.分句念儿歌，请宝宝跟着学一学小动物的叫声。

2.提醒宝宝注意儿歌中小宝宝说了什么？

二、用提示词语和图片提示的方式，进一步引导宝宝熟悉儿
歌。

1.可用“小羊说话，咩咩咩”“小妞说话，哞哞哞”等替换
儿歌中的动物，请宝宝学各种动物的叫声，扮演小动物的动
作。

亲子课教案集篇五

1、 能根据笑和哭的表情图进行大胆想象，发展幼儿的发展
思维。

2、 能用较连贯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心情体验。

3、 认识汉字：笑、哭。

“笑”、“哭”的表情图个一幅；字卡各一，幼儿人手两张
字卡。

1、教师：笑 “这是谁？他在干嘛？”“他笑得怎么
样？”“他的眼睛，嘴巴是什么样子的？像什么？”“你会
笑吗？”“笑一个给大家看看。”“笑的时候发出什么声
音？”“猜一猜他为什么笑？”“那你在什么时候会笑



呢？”

2、教师：哭 “他怎么了？”“她哭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呢？”“你哭的时候是什么样？”他为什么会哭呢？““你
什么时候会哭呢？”

3、教师：“你们喜欢什么表情？”“为什么？”

我现在在新幼儿园上学，老师教我认识了许多汉字。今天我
寄了两张给你们，希望你们也能学会好吗？”

1、出示汉字“笑” 教师：“你们认识他吗？”“猜一猜”
（和我们今天看的两幅图有关）“对，是笑，字的上面像什
么？下面呢？”

2、出示汉字“哭” 教师：“这是什么字？”“为什么是
哭？”“他像什么？动脑筋想一想。”

3、比较两个字，找不同。

游戏：看卡片，做表情。

4、幼儿拿小字卡认读。

先自由认读，然后游戏：看表情，拿字卡。

“这两个字你们认识了吗？xxx知道了一定很高兴。那我们怎
么才能让他知道呢？（写回信）你们会写吗？我来考考你们。
”出示字卡（大、小、人、口、手等）“真棒！你们认识了
这么多字！好，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给xxx写封回信好吗？”

亲子课教案集篇六

1、能根据动画以及教师的语言提示，想象并讲述故事的主要



情节。

2、通过故事内容，知道“小有小的用处”。

3．感受朋友间相互帮助的美好情感。

4．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5．领会故事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活动重点：能根据动画以及教师的语言提示，想象并讲述故
事的主要情节。

活动难点：通过故事内容，知道“小有小的用处”，感受朋
友间相互帮助的美好情感。

2、依次演示课件，根据画面内容讲述故事主要情节

3、完整欣赏配音故事（课件）

4、讲述整个故事，明道理。

5、为故事取名字

6、生活经验迁移：你在生活中有没有帮助过朋友

7、延伸活动：表演故事。

故事教学一般的模式就是教师讲述故事，幼儿回答提问、理
解故事内容，幼儿复述或续编故事。然而在这样的模式中，
幼儿的语言和思维发展都受到了局限，只框架于回答教师的
提问。为了更好的发展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更好的让幼儿
想说、敢说、会说，我尝试了新的教学方法，采用演示无声
的动画，这比单纯的图片更为生动、形象，又能更好的吸引
幼儿。随后让幼儿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对动画内容的理解，再



通过一个个画面连贯起来，编成故事。这样的过程中孩子们
的思维和语言都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但是，活动结束后，给
我的感觉就是预想的总比实践的好。事先预设好的环节，自
己以为很完美了，结果上好课才知道很多地方都存在着不足。
比如：之前设计好的演示无声动画时，孩子们肯定会像往常
一样七嘴八舌的说出自己对画面的理解，结果不知是孩子们
刚午睡起床的原因还是听课老师太多以至于紧张的原因，孩
子们一个个只能说出最最简单的句子，有的孩子平时语言表
达能力非常好的今天也显得很拘谨不敢说，在老师的再三鼓
励下，也只是说了一些表达不太完整的句子。看来，我们教
师在备课时不能过分的自信，要对孩子出现的各种表现都考
虑到，以便于我们在课堂中有更好的应变方法。

亲子课教案集篇七

小幼儿园小班的小孩年纪小，他们離開形影不离的父亲、母
亲、祖父、祖母，到生疏的环境——幼儿园，难免有焦躁、
不安的心情，爸爸妈妈们也反映小孩回家常讲孩子不同他玩。
要稳定孩子的心情，最好的方法之一是让孩子擁有自个儿的
伙伴。所以，我设计“小鸭子找伙伴”的教学，希望通过这
一个教学让孩子明白有伙伴是愉快的，体会到有伙伴的欣喜
心情。

1、通过教学让孩子初步明白有伙伴是愉快的。

2、幼儿初步进一步提高孩子口语表述能力。

３、幼儿初步明白伙伴间要与睦交往。

《小鸭子找伙伴》v光盘一盘电视dvd机

一、交流：

1、场景（一）：有一只在哭鼻子泣的小黄色鸭。



教师：小鸭子为何哭鼻子啦？

孩子：小鸭子无法找着父亲母亲啦。

孩子：小鸭子没母亲。

孩子：没有人跟小鸭子玩。

孩子：小鸭子无法找着伙伴。

孩子：小鸭子没伙伴。：

孩子：小鸭子内心痛苦要打针。

2场景（二）：小黄色鸭一路在找伙伴，始终无法找着伙伴。

教师：小鸭子为何无法找着伙伴？

孩子：由于小鸭子不乖。

孩子：小鸭子爱哭鼻子，不大胆，我没哭鼻子。

孩子：小鸭子打人就没伙伴，不是好孩子。

孩子：小鸭子玩具不让孩子玩就没好伙伴。

孩子：叫小鸭子要乖，才有好伙伴。我与茜彬是好伙伴。

3、场景（三）：有群小鸭子在溪边、河里玩耍、嬉闹，小黄
色鸭看到啦，开心得跳起来，它走向小鸭子们，与小鸭子一
块儿教学游戏，小黄色鸭的脸上露出了愉悦的微笑的脸庞。

教师：小鸭子开心的乐了，小鸭子为何乐了？

孩子：小鸭子找着了伙伴。



孩子：小鸭子有伙伴啦。

孩子：小鸭子内心不痛苦。

自由沟通：

教师：你与谁是好伙伴？

孩子：我与慧英是好伙伴。

孩子：我与宋北航、陈鹭是好伙伴。

孩子：我与小鸭子是好伙伴。

孩子对孩子：我和你个是好伙伴。

教师：家中的伙伴多還是幼儿园的伙伴多？

孩子：幼儿园的`伙伴多。

孩子：周毓熙、黄色筱丹、郑秉政……是我的好伙伴，我有
很多好伙伴。

总结：

1）教师：幼儿园的伙伴多，幼儿园有很多孩子，另外还有教
师这一个大伙伴，唯有到幼儿园，才有很多伙伴玩，玩起来
可愉快啦。

2）请孩子找自个儿喜爱的伙伴拉拉手，互相擁抱，体会有伙
伴的愉快。

教师：与好伙伴抱抱，内心怎样样？

孩子：开心。



孩子：惬意。

教师：叫我们每天上幼儿园，每天跟好伙伴玩，好不好。

孩子：好！

小鸭子是孩子喜爱的小动物。通过小黄色鸭从无法找着伙伴
难过的哭鼻子啦，到之后找着伙伴开心的翻跟斗的剧情，让
孩子体会到有伙伴的愉快。尽管幼儿园托班的小孩年纪小，
自我的自我控制力差，注意力非常不容易集中。可是色彩亮
丽、讨人喜爱动人的小黄色鸭形象深切的吸引了小孩的注意
力。他们一边看边思索、回答教师提出的問題，小孩的答复
是简易的，可是从他们的答复中可发现他们是需要、喜爱小
伙伴的。当让他们与自个儿的好伙伴拉手、擁抱时，小孩的
心情达到高潮，他们友善得抱在一块儿，脸上露出了愉悦的
微笑的脸庞。整个教学小孩想讲的氛围非常积极，他们的口
语表述能力在教学中有了进一步提高。

亲子课教案集篇八

《滑梯真好吃》是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故事，故事讲述的是
一根再平常不过的香蕉，在小昆虫去散步时被发现了，在它
们的眼里，居然成了一座有趣的滑梯！故事围绕着小昆虫们
猜测着，这一天天变化着的滑梯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一话题，
通过色彩鲜艳的画面及细腻的变化，逐步引导幼儿理解故事
内容，体验童话故事带来无限想象的乐趣，在教学过程中，
让幼儿集体阅读，初步感知故事内容后再帮助幼儿进一步深
入了解。

1、初步理解故事内容，乐意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2、丰富词汇：弯弯的、好奇。

3、感受童话故事的乐趣。



1、经验准备：活动前与幼儿谈谈滑梯的外形特点，以及香蕉
的外形特点和味道，引导幼儿事先认识蚂蚁、瓢虫。

2、物质准备：《滑梯真好吃》ppt。

一、谈话引入，激发幼儿的兴趣。

引导语：今天老师带来一个好听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故
事里有谁？

引导语：午后小蚂蚁和小瓢虫去散步，它们散步的时候发现
一样奇怪的东西，我们一起来看看。

二、播放ppt，引导幼儿观察p1—6，初步感知故事内容。

（一）观察p2—3。

提问：它们看到了什么？是什么颜色？

（二）观察p4—5。

提问：你们觉得那个绿色的东西像什么？

（三）观察p6—7。

提问：小昆虫们把这绿色的东西当成什么啦？

（四）观察p8—9。(教师重点引导幼儿观察小昆虫的表情及动
作，感受“滑梯”变化带来的乐趣。)

提问：你们觉得那个奇怪的东西是什么？你从哪里看出来的？

（五）观察p10—13，懂得美好的事物要与大家分享。



提问：当小昆虫们发现“滑梯”原来是好吃的香蕉时，它们
是怎么做？

三、教师带幼儿完整欣赏图书，丰富词汇：弯弯的、好奇。

引导语：这个故事真有趣，我们完整地听一遍吧。

四、活动自然结束。

结束语：这本图书真有趣，小朋友可以回家后给爸爸妈妈讲
一讲。

亲子课教案集篇九

本站后面为你推荐更多中班语言活动教案！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有序的观察图片，并讲述图片内容。

2、尝试用"有……，有……，还有……"和"有的……，有
的……，还有的……"的句式说话。

3、愿意运用合适的词语大胆的表达图片内容。

活动准备：

教学挂图

活动过程：

一、逐一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观察讲述。

1、出示图一；这是在什么地方？有些什么人？他们在干什么
呢？



2、出示图二：小朋友们在玩什么？鼓励幼儿运用有的....有
的....还有的....的句子讲述图片内容。

3、出示图三：看看这四位小朋友玩的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
情？

玩具怎么样了？小象不见了，小朋友是怎么样找的？鼓励幼
儿运用有的....有的....还有的....的句子讲述图片内容。

4、出示图四：大家找的结果怎么样？这时候大家的心情怎么
样？

二、看图讲述。

请个别幼儿看图进行完整讲述。

三、完整讲述。

教师进行完整讲述图片内容。

四、教师引导幼儿观察图片进行完整讲述图片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