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民族语言活动教案设计意图
中班语言活动教案(模板8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写教案的时候需
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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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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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以其独特、巧妙的思维想象富于了日常生活中人、事、
物一种鲜活、动感的形象，并用艺术性的语言表现出来，
《哈哈镜》就是这样一篇散文。她从另一个角度来展示出哈
哈镜的有趣，以及周围事物中一个个可爱、生动的形象存在。
让幼儿欣赏这样的散文，使幼儿早理解、感受作品的过程中，
培养了幼儿丰富的想象力及对文学作品意境美、语言美欣赏
能力。通过理解、体验、迁移经验、扩展和表达自己的想象
来学习语言，有利于培养幼儿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1、帮助幼儿理解散文内容，想象散文所表现的画面，培养幼
儿欣赏散文的兴趣。学习朗诵散文。

2、发展幼儿想象力， 提高幼儿运用文学语言的能力。

3、让幼儿学习按照散文的结构形式，应用个人经验仿编新的
散文。

帮助幼儿理解散文内容，并学习仿编散文。

小镜子一面课件录音磁带彩色笔画纸

一、出示小镜子引出话题



这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还有什么能照出自己的样子来？

有一种镜子能帮助东西变样非常有趣，知道是什么吗？

今天老师带来一首好听的散文也叫《哈哈镜》可它是一面奇
特的哈哈镜。我们来听一听。

二、欣赏散文《哈哈镜》教师朗诵。

提问：散文里的哈哈镜是什么？池塘怎么变成哈哈镜？

三、感受并理解散文

看幻灯并欣赏录音

说说哪些是优美的句子，哪些是有趣的句子

四、学习仿编散文

引导幼儿模仿“小草照照----”仿编“xx照照----”句式

再想想风娃娃照照还有哪些有趣的现象发生

仿编结束，集体朗诵新编散文。

五、幼儿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散文的理解和喜爱

小朋友很喜欢这篇优美、有趣的散文，你用什么方法告诉大
家？是用好听的声音还是漂亮的画面，或者用别的方法？让
个别幼儿尝试朗诵表演或是别的方法。最后让幼儿在欣赏中
绘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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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了解太阳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性。

2、理解故事，大胆猜测并讲述故事的情节。

活动准备：

教学课件，太阳图片，眼罩。

活动过程：

一、故事导入

--中班的小朋友都长的特别漂亮，你们还记得自己小时候长
的也这么漂亮吗？今天何老师给你们带来的故事说的就是小
时候的故事，看看是谁小时候的故事。

--太阳公公也有小的时候，猜猜太阳小时候会是什么样的？
（出示太阳小时候的图片）

二、阅读理解故事

-----看看他们想出的是什么办法呢？三个办法里，你看懂了
几个呢？

三、小鱼救太阳

-------这些办法都不行，这时候有个人要出来救太阳宝宝了，
你猜是谁呢？

-------实践体验，找小朋友带上眼罩做小鱼，台下小朋友告
诉他太阳的方向来找到小鱼的位置。

活动结束：

我们都很喜欢这个找太阳的游戏，我们再来找一次吧，找太



阳之前先跟后面的老师说再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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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帮助幼儿理解诗歌内容，感受诗歌的画面美和语言美。

2、引导幼儿信编诗歌，培养幼儿的想像力、创造力和尝试精
神。

3、让幼儿知道幼儿园是个大家庭，每个小朋友要关心爱护幼
儿园。

活动准备：

1、画有蓝天、树林、草地、河水、花儿、幼儿园大幅背景图。

2、制作好的白云、小鸟、小羊、小鱼、蝴蝶、小朋友贴绒学
具。

3、根据内容制作的头饰若干。

活动过程:

1、激发兴趣

师：蓝蓝的天空是谁的家。

师：那小鸟的家会在哪里呢？

师：那绿绿的草地是谁的家呢？？

师：那清清的河水是谁的家呢？



师：那蝴蝶的家又在哪里呢？？

师：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请小朋友竖起小耳朵来听听这首
好听的诗歌：

(2)出示挂图（放音乐）

师：一边做动作一边有感情的朗读。

蓝蓝的天空是白云的家，密密的树林是小鸟的家，绿绿的草
地是小羊的家，清清的河水是小鱼的家，红红的花儿是蝴蝶
的家，快乐的幼儿园是小朋友的家。

(3)理解诗歌内容。

师:小朋友们你们都在诗歌里听见了什么呀？要用诗歌里面的
话来回答！

师： 她念的对吗？我们来一起学一学，念一念。（加上动作）
还有谁听到不同的吗？？

师：真棒！小朋友的耳朵挺的真认真！我们也来一起学学他。
（加上动作）

师：这么好听的诗歌你们想学吗？那老师就再念一边给你们
听，会的小朋友和老师一起边做动作边念。

师：说的真好！那为什么小羊喜欢住在绿绿的草地啊？

师：那为什么小鱼住在河水里呢？

师：小朋友们说的都很对动物出生的地方、喜欢去玩耍的地
方、有它喜欢的食物的地方，都能让它快乐，让它有家的感
觉!



师：小朋友们你们现在都会了吗？那现在老师不念了。我现
在要请小朋友们用最好听的声音来念给大家听一听。

师：小朋友们真棒，都会读了，现在老师要请一个小朋友来
念一念，看看谁最聪明已经学会了。

（幼儿念诗歌）

师：你们说他们念的好不好？

那你们也要努力哦！我们来为自己鼓鼓掌。

4、角色游戏

师：接下来老师要和你们来玩一个游戏，我先请一个小朋友
来扮演白云，再请四个小朋友扮演蓝蓝的天空。

师：扮演天空的小朋友要是听到老师和其他小朋友说“蓝蓝
的天空是白云的家，就去把白云抱在怀里送到位置上坐好”

师：哪有谁想当密密的树林呀?再请个小朋友来当小鸟。

师：我要再请2个小朋友来扮演小鱼，4个小朋友来扮演小河。

师：扮演小河的小朋友要是听到老师和其他小朋友说“清清
的河水是小鱼的家，就去把小鱼抱在怀里送到位置上坐好。

师：……………

4、仿编儿歌

（1）（说到各种动物时 教师可加上动作）

师:蓝蓝的天空除了是白云的家，还可以是谁的家?



师：说的很好！小朋友们我们来一起说说：蓝蓝的天空是太
阳的家。

师：除了太阳呢？

师：我们都来一起说说：蓝蓝的天空是星星的家，蓝蓝的天
空是月亮的家……

师:那密密的树林除了小鸟的家，还可以是谁的家?

师：好的那我们来一起说说，密密的树林是蝴蝶的家，密密
的树林是兔子的家

师：那绿绿的草地除了是小羊的家还可以是谁的家呀？

师：清清的河水是鸭子的家……

师:红红的花儿和快乐的幼儿园又是谁的家呢?

师：现在我们就用刚才小朋友说的太阳、松鼠、小牛、乌龟、
蜜蜂和老师。一起来编出一手新的诗歌。

师：真厉害呀，都会编诗歌了。哪有没有哪个小朋友能够自
己一个人编一首诗歌呢？

师：他真厉害，我们给他鼓鼓掌！

5、共同的家

师：对，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老师也编了一句诗，放
在这首诗的最后：美丽的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所以我们要
爱护它。

现在就用我们最好听！最响亮！的声音最后来一次。表达我
们对地球妈妈的爱。



集体朗诵。

6、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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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语言活动：月亮姐姐出来了（早期阅读）教学活动教案
活动目标 1.仔细观察画面，欣赏图画书的色彩美和意境美。

2.觋解图画书内容，能连贯地进行讲述，3.感受朋友间的友
情和关爱。

活动准备（一）材料投放：课件、语言领域绘本大书 《月亮
姐姐出来了》，幼儿活动操作材料《月亮姐姐出来了》。

活动过程：

一、以猜谜语的形式导入，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引导语：今天老师出一个谜语让小朋友猜猜看，它什么物体？
有时落在山腰，有时挂在树梢，有时像面圆镜，有时像把镰
刀。谜底是（月亮）二、出示封面，激发阅读兴趣、：

引导语：今大，老师带来了一本很好看关于月亮的图画书
《月亮姐姐出来了》。看，封而上有弯弯的月亮，月亮是什
么时候出来的？宁静的夜晚，有月亮还有睢呢？我们仔细看
看书。

二、集体阅读，感受意境美。

（一）集体阅读第 1 页、第 2 页：月亮什么时候出来的？
树林里的景色让人感觉怎么样？（二）小结：夜晚来到了，
月亮姐姐悄悄出来了。到处静悄悄，绿绿的树林变成了一片
湛蓝，景色真美呀。



（三）集体阅读第 3 页、第 4 页：宁静的夜晚真美啊！树
丛中还躺着准？他在做什么呢？会和月亮姐姐说什么呢？ 三、
自主阅读，推测图画书内容。

（一）引导语：小鸟会和月亮姐姐说什么话呢？还有谁也还
没睡呢？ 请你们自己看看图画书！（二）阅读要求：一页一
页地翻书，仔细观察画面内容。边看边想图画书上有谁、他
们说了什么。

（三）指导幼儿理解画面人物的对话内容。

四、共读交流，理解图画书内容。

（一）提问：小鸟会和月亮姐姐说什么话呢？月亮姐姐是怎
么回答他？还有谁也还没睡呢？青蛙会跟月亮姐姐说什么呢？
月亮姐姐会怎么回答他？（二）重点引导幼儿观察前后画面
的异同，如月亮的手势、青蛙唱出的音符等，体会他们之间
的友情和对小朋友的关爱。

（三）请幼儿讲述画面的内容。

（四）小结：宁静的夜晚，月亮姐姐出来了，小鸟和小青蛙
都没睡，他们很喜欢月亮姐姐，小鸟想和月亮如姐说悄悄话，
青蛙想唱歌给月亮姐姐听。月亮姐姐很开心，可是，深夜了，
月亮姐姐摸着小鸟的头，让他早点睡：月亮姐姐给青蛙摆摆
手，让他轻点唱歌，别吵醒刚睡下的小朋友。

五、表演对话，感受友情关爱。

（一）教师带领幼儿边完整欣赏，边讲述图国书的内容。

（二）师幼分别扮演月亮、小鸟和青蛙角色进行对话和讲述。

（三）小结：大家和月亮姐姐都是好朋友。夜深了，小鸟、



小朋友们就要睡觉了：月亮姐姐在高高的天上看着呢。这本
图画书真好看。

六、活动延伸 区域活动：引导幼儿在阅读区中阅读图画书
《月亮姐姐出来了》，续编和表演图画书的内容。

中班语言活动教案

【精选】中班语言活动教案范文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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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理解儿歌内容，掌握儿歌的结构特点：什么是什
么的家。

2、尝试学习仿编诗歌，培养幼儿的想像力、创造力和尝试精
神。

活动重点：学习朗诵诗歌并能仿编诗歌。

活动难点：培养幼儿能大胆表达创编的诗歌

活动准备：

1、画有蓝天、树林、草地、河水、花儿、幼儿园大幅背景图。

2、制作好的白云、小鸟、小羊、小鱼、蝴蝶、小朋友贴绒学
具。

3、小图片每人一张。

活动过程：



一、激发兴趣，引出课题。

2、师：小朋友们都有自己的家，我们的小客人也有自己的家，
那你们知道小客人们的家在哪里吗?（幼儿自由议论）

3、师：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请小朋友竖起小耳朵来听听这
首好听的诗。

二、出示图片，教师有感情的朗诵诗歌。

1、帮助幼儿理解诗歌内容。小朋友你听见儿歌里说了什么，
要用诗歌里面的话来回答。（幼儿回答一句，其他幼儿跟学
一句）

2、你们知道小羊为什么喜欢住在绿绿的草地上？小鱼喜欢清
清的河里？……

3、集体完整朗诵诗歌一遍。

4、分角色朗诵诗歌。

5、请个别幼儿朗诵。

三、结合诗歌原有模式进行仿编。

1、师：蓝蓝的天空除了可以是白云的家，还可以是谁的家呀？
幼：燕子（提醒幼儿用诗歌中的话来告诉大家，说完整，什
么是什么的家。）

2、依次类推仿编诗歌

3、师幼有感情地朗诵新编的诗歌。

4、请能力强的幼儿朗诵自编的诗歌．



四、游戏：送它们回家。

请小朋友拿起自己椅子下的图片，想一想它的家在哪里？用
图片仿编一句诗歌，再把它送到家里。

课后反思：

引出诗歌，这个环节小朋友表现得非常棒，许多平时不举手
的们学习诗歌时，我有些操之过急，将孩子们的能力高估了，
在孩子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诗歌的情况下，就急切的转换到下
一个环节，以至于有些孩子们仿编时出现不会编的情况，这
也是我没有考虑周全，不能只看到那些能力强的孩子，而要
顾全大局。

活动中，孩子们在表达时不会自觉地用完整的语言回答问题，
特别是在叠词方面，有些孩子说完自己的想法之后还需要老
师的引导和提醒才会运用叠词。在仿编诗歌这一环节，很多
孩子想得也非常好，如绿绿的草地是是小马的家，高高的天
空是太阳的家等，但孩子在活动中表达得并没有这么完整，
甚至只会说“小蜜蜂的家在花朵里，花朵是红色的”等诸如
此类的语言，自己还不会总结诗句，孩子还不习惯句式的转
变，还需老师的提醒。游戏《送图片回家》时，孩子们的情
绪已经十分激动了，在还没听清楚我交代的要求就开始行动，
大多数孩子能理解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能贴到相应的家里
去，但就是没有把话说完整就去贴，以至于出现混乱的现象。
本活动我把创编环节放在重点，时间占了很多，听了其他老
师的反馈，我也觉得对中班幼儿来讲创编可以适当放低要求，
不要作为一个最主要的环节来做可能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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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解故事内容，学说角色对话

2 懂得同伴间要互相帮助



语言故事《蚂蚁报恩》

视频 课件

师：今天老师给大家请来一位小客人，快来看这是谁啊？

（出示小蚂蚁图片一）快来看小蚂蚁怎么了？

（出示图片二）图上画得是什么？

1、小蚂蚁遇到什么困难了?为什么？是谁救了小蚂蚁？怎么
救的？

来学说吧！小蚂蚁得救了感激的对鸽子说了什么话？我们一
起来听听

（边回忆边学说对话边倾听验证）

师：谁愿意给大家试着讲讲？（指名俩个幼儿讲述）他们讲
的好吗?

哪里好?（幼儿评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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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欣赏散文，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

2、尝试用动作和表情来表达对作品的理解。

《好消息》

春天的背景图一幅，和内容相关的小图片若干；音乐光盘，u
盘一个（内装幻灯图片），dvd一台。



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

能用动作和表情来表达对作品的理解。

1、引出主题，引导入趣

2、欣赏散文，感知理解。

1）、播放录音散文，让幼儿在完整欣赏的基础上，通过提问
试着初步了解散文内容。

提问：“你们听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好消息”？（幼儿回答，
教师出示背景图），那你还听到都是谁在传递这个好消息吗？
（将幼儿听到的名称一一展现在背景图上）。

2）、再一次通过看幻灯图片和调整图片的顺序来帮助幼儿欣
赏并理解散文的内容。

提问：“到底还有谁在传递好消息呢？还有，它们是怎样传
递这个好消息的呢？咱们一起在看看这里（电视）来听一次
吧！”

3）、教师边演示幻灯图片边有表情的朗诵散文。然后让幼儿
找一找，是谁先知道的这个好消息它又告诉了谁？它是怎样
告诉的呢？（鼓励幼儿用动作表现出来）。教师边调整图片
顺序边出示相应的文字。让幼儿初步学习在画面和文字之间
建立一定的联系，萌发对文字兴趣。

3、讲一讲，演一演，让幼儿尝试用动作和表情来表达对作品
的理解。

1）、请幼儿看着排好的图片顺序，跟着老师一起用好听的声
音，好看的动作一起来念一念。

2）、教师让幼儿说一说，小朋友春天可以干些什么事情？做



这些事情你们是什么样的心情？鼓励幼儿用快乐的心情，高
兴的表情来向老师传递这个好消息。同时配上背景音乐。

3）、鼓励幼儿向同伴互相传递好消息。

4、结束活动

“春天来了，你还想把好消息传递给谁？还有，小雨点落下
去后，他还会落在哪里？请小朋友好好想想，下节活动来告
诉老师。”

中班民族语言活动教案设计意图篇八

1、 理解故事内容，学说故事中的角色对话。

2、 幼儿能感受小动物之间相互关爱的情感，乐于发现春天
的秘密。

3、 幼儿能初步了解季节变化与小动物之间的关系，正确说
出小动物打电话的顺序和电话号码。

一、 播放歌曲《春天在哪里》，引出故事。

现在是什么季节?你在春天喜欢干什么?

你知道小动物们在春天里都做了什么事情吗?

二、 教师有感情的清讲故事一遍。

提问：故事的名字叫什么?

故事发生在什么季节?你是怎么听出来的?

故事中都有谁?发生了什么事情?



三、 结合图片分段欣赏故事，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1、分段讲述第一部分：

(1)谁先发现了春天的秘密?它把电话打给了谁?(出示小黑熊、
松鼠的图片)

小松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数字卡片)

小黑熊给小松鼠打电话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为什么小黑熊要告诉小松鼠，树上的雪融化了?

(2)你觉得小松鼠接到电话之后心情怎么样?为什么?他是怎么
做的?

小松鼠把电话打给了谁?(动物图片)小白兔的电话是多少?(卡
片)

2、讲述第二部分

(1)小白兔把电话打给了谁?小花蛇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他发现
了什么?你觉得小白兔在打电话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
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2)小花蛇给谁打电话了?我们一起帮他拨一拨电话号码吧!

(3)我们一起来当小狐狸，帮他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吧!我们帮
小狐狸把秘密告诉小黑熊吧!

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大家?

3、讲述第三部分

你发现了春天的什么秘密?赶快告诉你身边的好朋友吧!(幼儿



分组交流)

老师也想知道你的发现，谁想把他的秘密和大家分享一下!

四、 教师旁白，幼儿利用头饰扮演角色，学说故事中的对话。

五、 活动结束：播放《春天在哪里》，我们到外面去看看春
天还有哪些变化?把你的发现告诉你的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