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望梅止渴成语故事教案(实
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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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
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班望梅止渴成语故事教案篇一

我所讲的是学前班探究式活动课程中的语言交流学科中的一
课——《没有大人的世界》。

本课的活动目标是在让小朋友理解故事内容的基础上会讲述
故事，知道大人对我们很重要。在活动过程中我首先为小朋
友们介绍了一个生气的小朋友——阿贵，他为什么不高兴呢？
由此引起小朋友们的注意，使幼儿能有较高的兴趣同老师一
起来听听这个小故事。在导课部分能够充分调动了小朋友们
的极积性使幼儿注意倾听。

听完故事后，引导小朋友们说出，阿贵为什么会希望这个世
界上没有大人呢？他的愿望是在哪里实现的？在梦境中阿贵
在没有大人的世界里遇到了什么困难？在此部分通过提问的
方式使幼儿充分理解故事，能够大胆来表述故事，进行自由
的交流。在这里对小朋友们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交流能
力进行煅炼。只是在授课过程中，没能更好的、全面的使幼
儿的表达能力进行训练，如果在活动中将此部分进一步深化、
扩大，幼儿的能力将更好的得到培养。

在练习巩固的环节，让小朋友们对阿贵所遇到的困难按顺序
进一步进行表述。在这里进行这样的处理是为了让小朋友们
更好的理解故事，训练小朋友们表达事物时的条理性。让小
朋友们进一步了解大人在对自已的重要性。



最后，在活动延伸的部分我处理的有些过于简单，如果将这
一部分单独设立一个课时，让小朋友们充分发挥自已的想象
力对《没有大人的世界》进行故事延伸，这将是对幼儿表达
能力和想象能力的又一提高。

大班望梅止渴成语故事教案篇二

1.从一上课我就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使学生马上处于振奋
状态，于是，我利用课件，伴着音乐欣赏各种各样的表，学
生非常感兴趣。学生看到各式各样的钟表发出惊喜的叫声，
露出喜悦的神情，通过听觉、视觉走进钟表的世界，引发学
生强烈的兴奋感和亲切感，营造积极活跃、向上的学习氛围，
为学习新知创设良好的情境。

来源于生活，生活离不开数学。注重学生数学学习与现实生
活的联系，教学中注意创设生活情境，使数学更贴近学生。

3.在教学中，我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设计一些开放性的问题，
使学生围绕问题畅所欲言，这样，同学间也有了相互学习的
机会。根据学生的回答随机演示，并伴有声响和颜色的变换，
能较好地帮助学生初步认识钟面：１～１２个数字，分针和
时针．我充分利用多媒体的直观演示，在仔细观察钟表后，
学生发现钟面上有12个数字宝宝，12大格，还有长针和短针。
于是根据学生的回答随机演示，并伴有声响和颜色的变换，
较好地帮助学生初步认识钟面：１～１２个数字，分针和时
针。

本课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

1.由于我对新课程教材的理解不够深刻，仅让学生初步认识
钟面，认识时针和分针，会看、会写钟表和电子表上整时的
时刻，初步建立时间观念，这样显然是不够的，数学学习的
目的不应该是学生“经验”简单的在再现和累积。



2.由于学生不是经常训练操作实践的活动，所以在操作的过
程中，学生不是很听老师的指挥，在小组活动中，学生的合
作意识较差，从动手操作到自主探索到用语言文学表达出来，
学生都无所适从。例如，认识哪个是时针，哪个是分针时，
让学生分辨时不够深入，没有让学生放开说，师有代说的地
方。再例如：你是怎样知道是8时的，指名说拨钟的方法等等，
学生语言组织有问题。

3.学生自主探索的机会不够，让学生猜是什么时刻，虽然也
请

学生交流讨论，但小组合作流于形式。学生没有独立思考和
观察，就急于和小组内同学去说，有的甚至在玩。结果既没
观察清楚，交流的效果也不好。 所以，在今后的教学中，应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教学的每一个环节，
千万不能“拔苗助长”。同时，教师在课堂上还要有足够的
应变能力，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这样才会使学生学会
数学、热爱数学。

大班望梅止渴成语故事教案篇三

结合“美丽的春姑娘”主题活动的开展，我将花店作为本次
角色游戏的重点指导区域，并提供了相应的半成品制花材料
供游戏使用，我觉得这样不仅可以增强幼儿的动手能力，而
且也丰富了大家的角色游戏内容。

我对活动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如下梳理：

1、在花店提供了一些做花的半成品材料，但鉴于之前的活动
经验，能力弱的幼儿不愿意也无法完成做花的任务，所以当
天只请了能力较强的幼儿制作花朵。但这样并不利于所有幼
儿的全面发展，设想可以在下次的活动中鼓励能力较弱的幼
儿再来尝试，通过同伴互助，以强带弱的方式让每位幼儿得



到不同的发展，共同获得成功的喜悦。此外，还可以鼓励幼
儿为自己制作的花朵取个好听的名字，并增强与花店老板的
沟通交往，将制作的花朵送与花店进行销售。

2、各区域中半成品的操作材料还可以进一步丰富，并及时进
行调整更新，以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防止因缺乏新鲜感而
对游戏失去参与积极性。

3、对于活动中个别活动积极性不高的幼儿的引导还不够，没
能让他大胆的交往，融入游戏，因此，对其还有待一对一的
聆听和交心，了解他的活动兴趣和需要，进行持之以恒的引
导，已达到使其勇于交往的目的。

4、最后的评价环节只是让幼儿交流游戏感受，肯定了表现好
的幼儿，没有针对存在的突出现象（如个别幼儿表示没玩到）
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并商量解决的办法。

总之，教师应时刻思索如何才能让每位幼儿在游戏中得到不
同的发展，获得快乐有益的感受！

大班望梅止渴成语故事教案篇四

在《与象共舞》一课教学中，又一次经历了正儿八经地逐段
学习过程，重内容、词句的打转，轻篇章结构、写作特点的
关注，终于还是无法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桎梏。虽然如此，
但经过几次略读课文的教学尝试，对其要求倒渐渐明朗起来：
略读课文就是学生运用学习方法、培养学习能力的实践点，
因此我们要着重引导学生把在精读课文中学到的读书方法加
以运用，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

教学略读课文要与精读课文区别开来，不可像精读课文一般
字斟句酌，也不可如浮影掠光般一带而过。略读课文的学习
是学生阅读实践的过程，教师对教学重点的把握，能有效的
帮助学生在阅读实践中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



《与象共舞》一课可以抓课题为突破口，首先让学生质疑：
谁与象共舞?与象共舞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将目标直接锁定在
第五自然段，通过师生反反复复、多种形式的朗读，渲染再
现那热烈、难忘的场景。在学生将这一“天地间美妙的'奇
观”深深地留在脑海后，教师引导学生默读课文，快速理清
其他自然段所描述的内容，让学生通过想象说话、朗读体验
等方式感受人和象的关系。最后再抓课题质疑：每个自然段
都写了人和象的密切关系，为什么文章要以“与象共舞”为
题呢?让学生带着问题自读课文，畅谈学习感受。在学生的自
读自悟和老师的点拨引导下，让学生深切感受到与象共舞是
泰国人象和谐相处的极致表现，人与象不仅共舞，甚至共生
共乐，从而提升课题。

大班望梅止渴成语故事教案篇五

在本周的区域活动中，孩子们都各自玩的很开心，一会儿科
学发现区的孩子跑来说：“吴老师，你快来看，杜小昆把玩
具都弄坏了。”我过去一看，发现昆昆把发现区里的几个上
发条玩具拆的四分五裂，弄的乱七八糟。当时，我真有点生
气，这么好的几个玩具，都让他拆成了碎片。忍了忍要训他
的冲动，一问原因，原来他是想弄明白，发条为什么一扭小
青蛙就能跳起来，他还高兴地告诉我发条玩具的一个小秘密：
“只要抓住发条使劲拧，里面的皮子就会卷得紧紧地，青蛙
就跳起来了起来。”看到他那副兴奋的样子，我真庆幸自己
没有对他枉加批评，也许我的一句话，就会抹杀孩子的探索
欲望。我对他说：“你的发现真棒，老师也要向你学习，可
现在玩具都坏了，你能想办法把他修好吗?”他使劲点头赶快
去修去了，虽然最后没修好，可昆昆依然兴奋的拿着玩具对
小朋友说着他发现的秘密。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于自治力十分有限的幼
儿而言，有缺点、有过失是在所难免的，作为一名教师，我
们不仅要看到孩子的可爱之处，还要接纳孩子的不足，更要
宽容孩子的“破坏”行动，要宽容孩子的过错，允许幼儿尝



试错误、允许幼儿宣泄情绪、允许幼儿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