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小班语言小脚教案及反思 小班语
言小蛇多多的水果教学反思(优秀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教案
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
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幼儿园小班语言小脚教案及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感知、理解故事情节，并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2、学说词汇：软软的、酸酸的、脆脆的、甜甜的。

3、知道好吃的东西不能贪吃，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

1、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位小客人，想知道是谁吗？这个小动
物长着长长的身体，喜欢在地上游来游去，嘴巴里还有一条
长长地舌头。对了，老师的好朋友就是一条蛇，它名字叫多
多，我们一起跟小蛇多多打个招呼：多多你好。

2、有一天，小蛇多多到外面去玩，后来就变成这样了？（出
示大肚子蛇）怎么啦？多多的肚子为什么会这么大呢？（幼
儿猜一猜）

3、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老师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



字叫《小蛇多多》

二、感知、理解故事内容。

（一）看图讲述前半段

1、（出示背景图、小蛇）老师讲述故事第一段至：啊呜一口
吃下去。

小蛇多多游啊游看到了什么？（一根香蕉）香蕉是什么样的？
（软软的）吃了舒服吗？小蛇多多也是这么想的，它想：香
蕉软软的，吃了一定很舒服，啊呜一口吃下去。将香蕉贴在
多多的肚子里。（仔细引导幼儿集体学习这句话、分男女说、
个别说）

2、小蛇多多游啊游啊，又看到了什么？（一串葡萄）葡萄什
么味道？（酸酸的）好吃吗？小蛇是怎么吃的？（学说：啊
呜一口吃下去）（葡萄贴在小蛇的肚子里）

4、到底多多又看见了什么水果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讲述：
多多游啊游，看见一个苹果，它想：苹果脆脆的，一定很好
吃！于是多多又吃下一个苹果。多多的小肚子已经吃得怎样
啦？饱饱的了。

5、游啊游，不一会儿，多多又看见了什么？（一块西瓜）西
瓜什么味道的？你觉得它还会吃下去吗？它想：西瓜甜甜的，
一定很好吃，它费劲地把西瓜也咽了下去。

6、（出示大肚子蛇）看，现在多多的肚子怎样了？

（二）讲述故事后半段1、小蛇多多吃了这么多水果肚子变得
好大啊。它游也游不动了，不能回家了，好着急啊。这可怎
么办，小朋友快帮它想想办法吧。（幼儿猜测）



2、这时候来了一只小蚂蚁，它爬呀爬呀，爬到了小蛇的鼻子
上，小蛇多多觉得痒痒的，就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阿嚏，
西瓜、苹果、葡萄、香蕉都从多多的肚子里喷了出来。

三、完整讲述故事

你们平时看见好吃的东西，会象小蛇多多一样，把它全部吃
下去吗？教育幼儿不乱吃东西，好吃的东西不贪吃，肚子会
吃坏的。

幼儿园小班语言小脚教案及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倾听故事，感受故事将香蕉比喻成小船、月亮的有趣情节。

2、理解故事内容，能够用语言较为清楚地表达对故事的理解。

3、大胆想象香蕉还像什么，尝试用”香蕉弯弯，像xxx“进行
表达。

活动准备：

香蕉若干（教师两支、幼儿人手一支），故事课件。

活动过程：

1、幼儿学习文学作品。

（1）教师出示实物香蕉，引起幼儿兴趣，直接导入活动。

指导语：小朋友，看看这是什么？它是什么样子的？今天，
老师要请小朋友听一个《大香蕉》的故事。



（2）教师绘声绘色地讲述故事，幼儿完整欣赏。当讲到：”
香蕉弯弯，像只小船，我坐小船，河里玩玩“和”香蕉弯弯，
像个月亮，我坐月亮，飞到天上！“这两句对话时重复一遍，
引起幼儿注意。

（3）提问：故事叫什么名字？故事里有谁？

2、教师与幼儿一起讲讲议议故事，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1）演示课件，幼儿分段欣赏故事，教师根据故事情节提问，
引导幼儿重点理解将香蕉比喻成小船、月亮的有趣情节。

（2）再次边看课件边完整欣赏故事，教师鼓励幼儿小声地跟
讲并表演故事，巩固理解故事内容。

3、教师引导幼儿迁移活动经验，鼓励幼儿大胆想象并表达。

（1）为幼儿准备人手一支香蕉，引导幼儿把玩并讨论：香蕉
还像什么？鼓励幼儿用”香蕉弯弯，像xxx“进行表达。

（2）幼儿吃香蕉，体验”啊呜，啊呜“，小船不见了；”啊
呜，啊呜“，月亮不见了；或用小朋友的比喻”xx不见了“。

（3）延伸：用不同的水果让幼儿进行表达。如：”苹果圆圆，
像xxx。“附录大香蕉（生活故事）阿姨买来黄黄的大香蕉，一
支给姗姗，一支给涛涛。姗姗拿着大香蕉说，瞧，我的香蕉
多象一只小船啊！姗姗把大香蕉当小船，放在桌上推来推去，
开起小船来了，嘴里还唱着：”香蕉弯弯，像只小船，我坐
小船，河里玩玩“。

涛涛拿着大香蕉说：”瞧，我的香蕉多像一个月亮啊！“他
把香蕉当月亮，高高地举在手上，嘴里唱着”香蕉弯弯，像
个月亮，我坐月亮，飞到天上！“玩了一会儿，姗姗剥开一
点儿香蕉皮，用鼻子闻了闻说：”啊！这只小船真香！“”



啊呜“，咬了一口。涛涛也剥了一点儿香蕉皮，用舌头舔了
添说：”哎！这个月亮真甜！“”啊呜“，也咬了一口。

”啊呜，啊呜“，小船不见了。”啊呜，啊呜“，月亮不见
了。

小船哪儿去了？姗姗指着嘴巴说：”小船开到我嘴巴里去了。
“月亮哪儿去了？涛涛拍拍肚子说：”月亮飞到我肚子里去
了。"

幼儿园小班语言小脚教案及反思篇三

《纲要》中指出：语言是在运用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语言
活动“小熊请客”是根据我班幼儿现有语言表达水平设计的
表演活动。根据孩子的水平设计了适合幼儿的年龄特点的活
动形式，促进幼儿语言表达能力。

它改变了以往的语言活动形式-----只注重借助文学作品的学
习方式，老师讲孩子听再回答问题，而将故事教学与木偶表
演相结合，同时渗透了社会领域的内容的语言活动。活动中
教师给孩子创设了宽松的语言氛围让孩子愿意说、敢说、敢
表达，并对不同能力的孩子提出不同的要求，给每一个幼儿
充分说的机会。在活动的组织上教师能在集中、分组的不断
变换中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收方有余。并根据幼儿的现有经验
分别设计了启发性提问:用不同的声调表现不同的小动物;小
动物在见到狐狸和小熊时说话的语气有什么不同.通过问题的
提出使幼儿了解并表现出不同性格的人物.从材料上看，材料
的难易程度适合幼儿的年龄特点易于幼儿理解情节、体会情
感。

幼儿对于这种表演的形式非常赶兴趣,表演的欲望及高,但幼
儿对故事的内容还没有熟悉到不用教师指导的程度,幼儿在表
演中的体态语还有所欠缺需要进一步完善.



幼儿园小班语言小脚教案及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比较两种物体的高矮，感知物体的高矮的相对性。

2、学会简单的比较方法，发展幼儿观察、比较、判断能力。

活动准备：

教学课件，音乐磁带（高人走和矮人走，找朋友），幼儿操
作材料

活动过程：

一、幼儿游戏，引入主题

（幼儿学习高人走和矮人走，体验高矮）

二、观察图片，讨论正确比高矮的方法。

1、感知相对性米老鼠高还是矮？

小结：单独的某样东西是不能定高矮的，要看它跟什么比较。

2、观察图片提问：小猴说：长颈鹿，我比你高！你同意吗？
为什么？

小猴和长颈鹿应该怎样才能比出高低？

提问：两只木桶谁高谁低？怎样才能一眼就看出来？

师小结：物体放近一些，才能比出高矮。

三、朋友比高矮



1、观察图片有两个好朋友，听你们的话，靠近一些比高矮，
谁高谁矮？应该怎样比？

小结：站在同样高的地方才能真正的比出高矮2音乐游戏：找
朋友比高矮（幼儿跟着音乐找一个朋友比较高矮）

（1）小朋友想不想也找一个自己的好朋友用正确的方法比比
高矮呢？

有哪两个小朋友愿意先上来比一比？我们家帮助他们比比看，
谁高谁矮？

xx小朋友，你是不是比他高？能把这句话说完整吗？（引导
幼儿说出：我比你高和我比你矮的句子。）

（4）幼儿讨论：两人必须站直了；我们可以先比一比肩膀，
或者比一比鼻子。

（5）幼儿根据讨论经验再次与朋友比高矮。

四、设置情境，学习3以内正确的排序方法。

2、幼儿操作。介绍自己的经验。

五、幼儿讨论三个物体如何比高矮

1、先找出最高的取出，在将剩下的两个比，找出最矮的，就
能找出谁最高谁最矮；先找出最矮的取出，在将剩下的两个
比，找出最高的，就能找出谁最高谁最矮。

2、幼儿再次操作，能力强的幼儿四个动物比高矮。

活动延伸：

今天，我们学会了用正确的方法比较高矮，老师这儿还有许



多动物宝宝也想比比高矮，你们愿意帮忙吗？让我们一起来
试试吧！（幼儿到区域中进行操作）

幼儿园小班语言小脚教案及反思篇五

这次教学活动选自语言《小熊请客》。教学时，发现内容虽
然有些简单，但孩子通过观看课件的形式，兴趣还是挺高的，
在教学活动中，我先设计故事情景，同时用角色语言进行配
音。然后让幼儿学习故事里小动物的礼貌、礼仪，培养孩子
从小养成讲礼貌的好习惯。

在教学中，老师首先应该明确：准备教具材料目的是让幼儿
观察画面，根据画面所传达的信息来学故事，那么幼儿在听、
看故事时应该在符合故事大意的基础上，来理解礼貌的好处。
至于故事内容通过课件就可以了解。如何让孩子学会懂礼貌
呢？这就需要老师适时引导、鼓励孩子能够自己说。

这个故事比较简单，很多重复的话，幼儿一学就会。应该让
宝宝以角色的形式，把故事中的礼貌用语表演出来，这样就
达到了教学目的。在做这些活动时，教师可以先选出几个胆
大的孩子来模仿，当众教给他们如何表现更好些！托班孩子
小，在选择角色时需要老师及时的指导，比如：有喜欢熊猫
的都站起来学熊猫，然后让他们模仿小熊的语气去说话等。
在我的教学准备中，事先安排了让幼儿动手操作，去给好朋
友送食物，但由于我的紧张、疏忽造成了遗漏。

总的来说，十几分钟的课，既要突出重点又能充分发挥孩子
积极主动性，是有些难度的，所以对教学活动中对教材和教
学对象要掌握好，重难点和孩子的认知能力要做到心中有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