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悟空分桃教案反思(大全13
篇)

五年级教案是对五年级学生进行教学活动安排和学习目标制
定的一种教学材料，它是教师教学的重要参考依据。小学教
案范文可以帮助教师深入思考和理解不同学科的教学特点和
目标。

幼儿园悟空分桃教案反思篇一

--走进名著《西游记》之孙悟空

一、教材分析

《西游记》是明代著名作家吴承恩的作品，古代四大名著之
一。这部著作人物角色性格分明，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各种
版本的书籍、影视作品脍炙人口。书中给人印象最深、最受
小朋友喜爱的角色要数齐天大圣--孙悟空了。《齐天大圣孙
悟空》是《亲近母语》第五卷第八单元的内容。本组三篇文
章，是从《西游记》一书中节选的有关孙悟空的小故事，从
不同角度反映了孙悟空这个人物的特点。篇名分别是《大闹
天宫》、《如来斗法》和《大战红孩儿》。

二、学生分析

3年级学生对于《西游记》的故事是比较熟悉而且感兴趣的，
但对于《亲近母语》中节选的白话文较难读懂、难读出味道，
阅读兴趣不浓。因此，课堂教学要充分利用学生已有认知基
础，创设谈话氛围，激活学生阅读欲望，进入一定情境并产
生一定内心体验，受到情感陶冶。

三、教学目标



1、通过谈话交流及选文的阅读，激发学生读名著的兴趣，引
导学生自主进行课外阅读。

2、指导阅读本组三个小故事，了解孙悟空的主要特点，初步
学会评析书中人物。

四、设计意图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学习的原动力。本设计着力
于采用多种手段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并使学生在深入
阅读时能兴趣盎然，能围绕孙悟空着一人物性格多元性的特
征展开讨论，产生有创意的阅读，激发起再次阅读的兴趣。

五、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学生自备的《西游记》读本

六、教学流程

（一）创设情境，整体感知。

1、播放乐曲《猴哥》，带入情境：会唱的一起唱。

2、导入：“猴哥”指的是哪部名著中的哪个人物？（《西游
记》中的孙悟空）这节课，就让我们走进名著《西游记》，
和孙悟空交上好朋友。

3、整体感知：你喜欢孙悟空吗？你知道哪些关于孙悟空的小
故事？

4、激发兴趣：看来，同学们都看过《西游记》，不少人
是“悟空迷”。现在，老师想来考一考你们。（课件出示：
考考你）

（1）《西游记》的作者是谁？是哪个朝代的人？



（2）“一幅毛脸雷公嘴，火眼金睛；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上天入地。”此人是谁？

（3）你知道孙悟空还有哪些名字吗？（齐天大圣、猴哥、美
猴王、弼马瘟、孙行者……）

5、小结：你们知道得真多！怎么知道的？要想详细了解其中
的人物和故事，就要来认真读书。

（二）精读故事，评析人物。

2、同学们手中有三个和孙悟空有关的小故事，是老师从《西
游记》中节选出来的，很难读，你读过了吗？读懂了吗？现
在就把你最喜欢的一篇找出来，读一读，画出你最感兴趣的
句子或段落，想想孙悟空是个什么样的人？相信会读书、爱
思考的同学一定会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感受。（学生自由阅读，
教师巡视。）

3、播放录象《大闹天宫》片段，让我们一起看看书上是怎么
描写这个故事的。（指名读段，或表演情节）

4、全班交流（教师鼓励学生表达独特感受）

（2）讨论过程中教师追问：你从哪儿看出他有这方面的特点？
（引导学生通过对典型情节的简单分析体会人物的性格特点，
使他们学会结合书中情节评价人物，而不是空口说说。同时
就势指导学生读好有关句子，或范读，或指名读，或加动作
读，体会人物特点。）

5、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具有多方面的特点。老师手头就有一本
《西游记》原著，现在，我来读一读其中的一段故事，你们
仔细听一听，这儿的孙悟空又有何特点？（选择与书中三个
故事主题不同的片段，老师读后，学生讨论。）



6、小结：同学们心中的孙悟空机智、勇敢、聪明、乐观，善
于动脑，武艺高强，遇见不平，拔棒相助。但是他性格急躁，
容易冲动，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角色。

（三）激发兴趣，鼓励探究。

1、他不怕天，不怕地，敢大闹天宫，敢与如来斗法，但他却
怕师傅的紧箍咒，这又是为什么？紧箍咒怎么到了孙猴子的
头上？去读《西游记》吧！

2、《西游记》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发行了多种版本，
有连环画版、注音版、青少版以及我们今天阅读的白话文版，
你们喜欢那种就读哪种。相信你们读后会有更多独特感受！

[走进孙悟空(网友来稿)教案教学设计]

幼儿园悟空分桃教案反思篇二

本教案主要依据思想品德课程标准“成长中的我”中“认识
自我”的部分：“悦纳自己的生理变化，促进生理和心理的
协调发展；知道青春期心理卫生常识，学会克服青春期的烦
恼，调控好自己的心理活动”的要求编写。

知识目标：

1、让学生了解步入青春期后自己的生理、心理的变化特征，
调控好自己的心理冲动。

2、顺利渡过青春期的途径与方法。

能力目标：

1、悦纳自己的身心变化，体验同情心的作用，形成昂扬向上
的精神状态；



2、通过“我长大了”，感受青春的快乐与烦恼。

情感目标：步入青春期后在学生身上所发生的生理、心理变
化都是正常现象，引导学生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青春期的各
种情绪体验、矛盾与冲突。

二、重点：步入青春期的青少年探究自己身上的心理和生理
变化。

三、难点：学会克服青春期的烦恼，调控好自己的心理活动。

四、学生分析“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在进入初中阶
段的学生，身体发育加速，与此同时相应的产生一些心理矛
盾与困惑，以至影响自己的健康成长。因此，同学之间给予
交流的机会和老师的恰当引导，有助于学生焕发出青春朝气
蓬勃的力量。五、综合设计思路：本课是从生理的变化引入，
然后从心理变化的层面对青春期的身心变化进行分析，引导
学生认识和解决自身的生理和心理问题。六、授课方式：课
件授课。

七、课时数：一课时。

八、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欣赏歌曲：《小小少年》

幻灯片1（歌词）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无忧无虑乐陶陶。

但有一天，**突起，忧虑烦恼都到了。

一年一年时间飞跑，小小少年在长高。

随着岁月由小变大，他的烦恼增加了。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样好。

一年一年时间飞跑，小小少年在长高。

随着岁月由小变大，他的烦恼增加了。

分析：1、为何小小少年从很少烦恼到“但有一天，**突起，
忧虑烦恼都到了”？（青春期的身理和心理都发生显著变化，
让我们感到既新奇有困惑）

2、在成长、学习、生活中你都遇到了哪些烦恼？（长痘痘、
变声、逆反心理、对异性产生兴趣等）

1、青春悄悄来------生理变化（板书）

幻灯片2（姚明的成长图片）

参考教材p34图片，回答设计的问题。

1、变化的感受是什么？（身体经历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

2、变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正在成长，开始从儿童向
成年过渡，跨入青春期的大门，开始了人生最美丽的春天）

结论：幻灯片3

（说明我们逐渐长大，开始从儿童向成年过度，跨入青春期
的大门，开始人生最美丽的春天。）

青春期是指哪个年龄阶段呢？（青春期一般指10-19岁，是人
生发展的又一阶段，是由性不成熟、不能生育的儿童期转变
为成熟、具有生育能力的成年期的过渡时期。）



幻灯片4

在这一阶段身体发生哪些变化？(1、身体外形的变化:身高,
体重等;

2、身体内部器官的完善:心脏,肺脏,脑;3、性机能的成熟。）

幻灯片5（图片：长痘痘、变声、体味等。）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青春期的生理现象呢？（学生齐读教材p36
第一段，得出结论：这些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幻灯片6（怎么我还不长胡子啊？…）

也有同学对自身的发育产生困惑，你有这些困惑吗？对此，
我们应持什么态度？（我们身体的成长有着不同的韵律和节
拍。有的快，有的慢，有的先横向发展，有的先纵向发展；
但我们要相信，是蓓蕾总会开出美丽的花，是果树总会结出
成熟的果，我们所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

幻灯片7

分析：1、除了上述外形等体征变化外还有别的什么变化吗？
（提示：心理变化）

2、成长不烦恼---------心理变化（板书）

课堂活动设计：参考教材p37“看看我们的心理自画像”，说
一说自己有无出现类似现象，举例说明，自己是如何处理的，
也请其他同学出主意，帮帮忙。

教师总结指出：这些矛盾是正常的，处理好了就成了我们发
展的动力，反之则成为我们发展的阻力。



幻灯片8（青春期心理变化）

幻灯片9（特点：1、智力逐步发展到高峰期2、自我意识迅速
发展，“成人感强烈”3、情绪和情感丰富而强烈，但不稳定，
具有两极性4、性意识加速，性意识萌动）

幻灯片10（课堂练习）

幻灯片11（解决心理矛盾的好方法）

----思考：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青春期的心理矛盾会怎么样？

课堂讨论：在你出现心理矛盾的时候，你是如何解决矛盾的？
（学生互相交流，1、转移注意力，如：听音乐、打打球
等，2、做自己的心理医生：如记日记3、在适当场合宣泄，
如：放声歌唱、去踏青等4、向他人倾诉，寻求帮助）

名言警句补充：心病还须心药医，解铃还须系玲人。/世界上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幻灯片12

学生总结：今天谈话我们就谈到这里，最后我想了解一下，
通过这节课，同学们学到了什么，或者说，本节课你最受启
发的是什么地方。（用一两句话来概括）

教师总结：保持心理健康有助于我们身心的协调发展，顺利
度过青春期。愿同学们能做到自尊，自重，自爱，自强，因
为你们说，自己长大了。愿你们能真正长大，珍惜青春年华，
在属于自己的蓝天里展翅翱翔！

九、强化训练巩固知识



幼儿园悟空分桃教案反思篇三

一、教材分析

《西游记》是明代著名作家吴承恩的作品，古代四大名著之
一。这部著作人物角色性格分明，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各种
版本的书籍、影视作品脍炙人口。书中给人印象最深、最受
小朋友喜爱的角色要数齐天大圣――孙悟空了。《齐天大圣
孙悟空》是《亲近母语》第五卷第八单元的内容。本组三篇
文章，是从《西游记》一书中节选的有关孙悟空的小故事，
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孙悟空这个人物的特点。篇名分别是《大
闹天宫》、《如来斗法》和《大战红孩儿》。

二、学生分析

3年级学生对于《西游记》的故事是比较熟悉而且感兴趣的，
但对于《亲近母语》中节选的白话文较难读懂、难读出味道，
阅读兴趣不浓。因此，课堂教学要充分利用学生已有认知基
础，创设谈话氛围，激活学生阅读欲望，进入一定情境并产
生一定内心体验，受到情感陶冶。

三、教学目标

1、通过谈话交流及选文的阅读，激发学生读名著的兴趣，引
导学生自主进行课外阅读。

2、指导阅读本组三个小故事，了解孙悟空的主要特点，初步
学会评析书中人物。

四、设计意图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学习的原动力。本设计着力
于采用多种手段激发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并使学生在深入
阅读时能兴趣盎然，能围绕孙悟空着一人物性格多元性的特



征展开讨论，产生有创意的阅读，激发起再次阅读的兴趣。

五、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学生自备的《西游记》读本

六、教学流程

（一）创设情境，整体感知。

1、播放乐曲《猴哥》，带入情境：会唱的一起唱。

2、导入：“猴哥”指的是哪部名著中的哪个人物？（《西游
记》中的孙悟空）这节课，就让我们走进名著《西游记》，
和孙悟空交上好朋友。

3、整体感知：你喜欢孙悟空吗？你知道哪些关于孙悟空的小
故事？

4、激发兴趣：看来，同学们都看过《西游记》，不少人
是“悟空迷”。现在，老师想来考一考你们。（课件出示：
考考你）

（1）《西游记》的作者是谁？是哪个朝代的`人？

（2）“一幅毛脸雷公嘴，火眼金睛；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上天入地。”此人是谁？

（3）你知道孙悟空还有哪些名字吗？（齐天大圣、猴哥、美
猴王、弼马瘟、孙行者……）

5、小结：你们知道得真多！怎么知道的？要想详细了解其中
的人物和故事，就要来认真读书。

（二）精读故事，评析人物。



1、《西游记》一书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排除种种艰难险阻去
西天?

6、小结：同学们心中的孙悟空机智、勇敢、聪明、乐观，善
于动脑，武艺高强，遇见不平，拔棒相助。但是他性格急躁，
容易冲动，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角色。

（三）激发兴趣，鼓励探究。

1、他不怕天，不怕地，敢大闹天宫，敢与如来斗法，但他却
怕师傅的紧箍咒，这又是为什么？紧箍咒怎么到了孙猴子的
头上？去读《西游记》吧！

2、《西游记》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发行了多种版本，
有连环画版、注音版、青少版以及我们今天阅读的白话文版，
你们喜欢那种就读哪种。相信你们读后会有更多独特感受！

幼儿园悟空分桃教案反思篇四

3、引导幼儿尝试分组表演《大闹天宫》的片段

(1)引导幼儿推选小组长，自主分配角色，表演自己的片段

(2)启发幼儿利用各种道具进行角色装扮

(3)指导幼儿练习角色的典型动作、表情及台词

4、个别小组进行表演，向大家进行展示，教师给予肯定

幼儿园悟空分桃教案反思篇五

1、对周围环境中的事物数量、形状、时间和空间等感兴趣，
有好奇心和求知欲，喜欢参加数学活动的游戏。



2、能从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系，获得有关数、形、
量、时间和空间等感性经验，体验到数学的重要和有趣。

3、学习用简单的数学方法，解决生活和游戏中某些简单的问
题，能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交流操作和探索的过程和结果。

4、会正确使用数学活动材料，能按规则进行活动，有良好的
学习习惯。

二、具体措施

1、提供实物环境，丰富幼儿的数学经验。为幼儿提供充分的
实物环境，引导和鼓励幼儿利用这些资源从而帮助幼儿积累
丰富而有效的数学经验。通过操作活动，鼓励幼儿探索。

2、让幼儿从机械记忆为主的学习转到主动构建为主的学习，
从符号为主的学习转到实际意义为主的学习，这是幼儿数学
学习的重要方式。它可以与其他学习数学的方法有机结合，
如游戏、交流、讨论等，以期获得更好的效果。

3、重视幼儿的体验和幼儿数学教育过程。多多鼓励、支持幼
儿对数

学活动的探索和学习，为他们提供材料相互作用、与人相互
作用的学习环境。

4、借助学具，开展“实物化”的数学学习。让幼儿主动参与、
有亲自才做的空间，创造机会和鼓励幼儿积极地交流，表达
自己的探索、做法与体验的感受。

5、适时恰当地与幼儿交谈与谈论，并鼓励幼儿表达自己的感
受和发现。有效的提问是幼儿数学学习的一种交谈与讨论形
式。教师用愉快的方式与幼儿谈话，通过自己的操作，引导
幼儿大胆尝试。



文档为doc格式

幼儿园悟空分桃教案反思篇六

1、教师通过语言的形式，引出主题，激起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你喜欢听孙悟空的故事吗？你知道孙悟空打
妖怪的故事吗？下面，我给你们念一首儿歌《孙悟空打妖
怪》。

2、教师朗读儿歌，让幼儿初步理解儿歌的内容。

（1）出示幼儿用书，放在实物展示仪上放大，教师边念儿歌
边指放出来的图文。

（2）教师引导幼儿观察，找出儿歌中的规律。

教师：你们仔细看看图文画面，说说：你发现了什么？引导
幼儿说出“句首尾人物相同”的规律。

教师：再跟老师念一念，你又发现了什么？幼儿在跟念时，
教师加重每两句末尾一字的发音，引导幼儿发现咚、空等字
押韵的规律。

3、启发幼儿借助实物展示仪放出来的图夹文儿歌的表现形式，
尝试有表情地记忆和朗读儿歌。启发幼儿想一想，认一认，
图片旁的汉字读什么？引导幼儿看图文念儿歌。

4、引导幼儿有节奏朗读儿歌，从中体验活动中的快乐情绪。

教师可引导幼儿逐步提高念儿歌的速度，增加儿歌的趣味性
和难度。

在活动中，可根据儿歌中的角色制作手偶，在学儿歌环节，



可采用活动表演手偶的方式，让幼儿感知儿歌内容。

因为这个儿歌念起来很有节奏，所以教师可为幼儿提供圆舞
板、铃鼓等打击乐器，让幼儿一边有节奏地敲击乐器，一边
愉快地念儿歌。

幼儿园悟空分桃教案反思篇七

第一节走进神奇

教学目标

1．通过一些典型事例让学生体会自然界让人惊叹的神奇。

2．通过生活中一些不起眼的小事让学生感受生活中人类智慧
结晶的神奇。

3．通过解释一些神奇现象，让学生知道通过学习科学知识，
这些神奇是可以得到解释的。

4．初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科学探究能力。

教学重、难点

1．重点

(1)让学生体验自然界和生活中的神奇，激发学生探索的兴趣。

(2)初步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2．难点

(1)成功地演示新奇有趣的物理小实验。

(2)根据教材内容收集资料制作课件。



(3)初步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教具准备

饮料罐、玻璃杯、钻子、筷子、装有水的碗、拉链、圆珠笔、
烧杯、冰棒、茶壶、实物投影仪、课件、多媒体设备。

教学过程

一、大自然的神奇

师：清同学们观看媒体动画。(动画中配有配乐朗诵：浩潮太
空，群星闪烁，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生活的地球在
宇宙的什么地方当夕阳西下，天边为何常有红色的霞光当天公
“发怒”时，狂风暴雨常伴随电闪雷鸣，是闪电在前，还是
雷声领先生发万物的大地，为什么有时会山崩地裂，喷吐岩
浆流淌的江河，为何既能输运航船、灌溉良田，也会奔腾咆
哮、冲垮河堤、摧毁房屋巍巍雪山，高耸人云，为何甚至一
声喷嚏就可能导致雪崩变幻莫测的龙卷风，为何平地而起，
直冲云霄，来势汹汹)

师：看了刚刚播放的媒体动画，你有什么感受

生：大自然很神奇，惊心动魄，令人震惊。

师：看了刚刚播放的媒体动画，你最想知道什么

生甲：我最想知道天上的星星从哪里来

生乙：我最想知道雷鸣与闪电是怎样产生的是闪电在前，还
是雷声领先

生丙：我最想知道龙卷风是怎么产生的

……



师：以上大家提问题提得很好，希望今后再接再励，学会善
于提问题。

教师简要回答学生提出的部分问题，如天上的星星是宇宙大
爆炸形成的；闪电是云层和云层或云层与地面之间的一种放
电现象，而放电时所发出的巨大声响就是雷鸣，闪电和雷声
是同时产生的，因为闪电传播速度是310m/s，而雷声传播速
度约340m/s，所以，我们是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

师：你还知道大自然哪些神奇

生甲：海市蜃楼。

生乙：沙尘暴、泥石流。

生丙：极光。

师：看来同学们平时很注意观察、了解自然现象，我还知道
大自然中的一个神奇与大家交流。

多媒体字幕打出：

大漠里的故事

新疆消息：近日在罗布沙漠中发生的奇怪的天气现象，令科
考队中的专家不得其解。

从1月4日凌晨3时左右，罗布沙漠中开始下雪，直到第二天中
午12时，科考队到达小河墓地前200米左右时，雪突然停了，
沙丘上均匀地覆盖着约5到10厘米的积雪，茫茫无涯。

师：请同学们猜想：雪跑到哪里去了

生：讨论。



师：大自然中的神奇还很多，下面让我们走进日常生活中。

二、日常生活中的神奇

演示实验1：在饮料罐盖子上钻个小孔，饮料倒不出来。

师：同学们想一想，用什么办法才能将饮料倒出来

生：把小孔弄成大孔，饮料就可以倒出来了。

师：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还有其他办法吗

继续演示实验：在饮料罐盖子上再钻一个小孔，饮料就倒出
来。

师：你知道生活中的什么用具与刚才的实验相似

出示茶具请同学们认真观察它的构造，演示倒水，并加以解
释：这是大气压的作用。

师：把筷子斜放在水中，水会把筷子“折”断吗

生：不会。

演示实验2：筷子斜放在盛水碗中，似乎被水“折”断
了。(实物投影)

师：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解释：这是光从水中斜射向空
气时发生折射。

生：讨论得出用扣子系衣服，用带子拴鞋，这些连接方式都
不完全封闭，费时也不牢固，而拉链方便好用，封闭好，比
较牢固。

演示实验3：上下拉动，拉链便可闭合或开启。(实物投影，



提醒同学们认真观察)

师：拉链为什么可以闭合或开启

生：拉链的凹凸齿的错合。

师：圆珠笔方便、耐用，你是否探究过圆珠笔油是如何从笔
管流到笔尖笔尖的构造如何

引导学生：水为什么可以从高处流到低处

生：受到重力作用，类似可知，圆珠笔的油是受重力作用从
笔管流到笔尖，笔尖是小圆珠。

师：将冰棒的包装纸打开，你会看到什么

生：冰棒会冒“白气”。

师：你知道这“白气”是怎么产生的吗解释：这是大气中的
水蒸气遇冷发生液化现象。

师：下面请大家观看媒体动画：冲浪运动和撑竿跳高等。(动
画中有配乐朗诵：冲浪运动惊险、刺激，为什么冲浪者弓着
腰，分开腿，能在惊涛骇浪中“滑翔”撑竿跳高，激动人心，
为什么运动员借助一根小小的撑竿，便能克服自身所受的重
力作用，跨越高高的横竿)

生：讨论得出冲浪者弓着腰，分开腿是为了降低重心，增大
支撑面；撑竿跳高，是将竿的弹性势能转化为运动员的重力
势能。(教师要加以引导、启发)

师：看了刚才的几个实验和媒体动画，你有什么感受

生：生活中的现象也很神奇。



师：你还知道日常生活中的哪些神奇

生甲：隔着放大镜看物体，并不是总是放大的。

生乙：在高山上烧水，水都开了，却并不怎么烫。

师：同学们不仅留意大自然中的神奇，而且还通过观察、体
验知道了不少生活中的神奇，说明同学们是个生活中的有心
人，希望大家保持这良好的习惯，今后在物理这门学科的学
习中肯定会取得很好的成绩，将来肯定会大有作为的。

课堂归纳小结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什么

生：讨论、归纳得出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很神奇，
这些神奇可以通过学习科学知识，加以解释的。

师：你归纳得很好，说明你上课很认真，大家掌声鼓励。每
个同学都对自己在这节课的表现进行具体评估。

板书设计

第一节走进神奇

1．大自然的一些现象很神奇。

2．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也很神奇。

教学反思

由于本节课是物理学科的第一节课，首先要激发学生对物理
这一学科的兴趣。在教学过程中，先让学生举出自然界中和
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由此引出课文：走进神奇。在讲解自然
和生活中的神奇时，可以演示或探究的方式进行，以便提高



学生探究性学习的兴趣。如探究拉链的开启、闭合原因等。

幼儿园悟空分桃教案反思篇八

1.能大胆想象，用语言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愿望。

2.能用绘画的方式记录自己的愿望。

3.体验和同伴分享自己秘密的快乐。

1.彩色卡纸若干，签字笔人手一支。

2.展示板，夹子。

一.引导幼儿相互交流孙悟空都有哪些本领。

二.提出假设，激发幼儿想象。

1.假如你是孙悟空，你希望实现什么愿望呢?怎样实现这个愿
望?

2.启发幼儿将这个小秘密画下来，大家一起分享。

三.引导幼儿自由想象，记录自己的`想法。

1.幼儿自由想象，并在彩色卡纸上勾画出自己的愿望。

2.教师提示幼儿记录的图画要让其他人看懂。

3.教师协助幼儿将作品布置在展板上。

四.组织幼儿分享交流。请幼儿相互说一说自己的愿望，并请
部分幼儿在集体面前介绍自己的愿望。



孙悟空的本领有很多，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孩子们对孙悟
空已经十分了解，也是孩子崇拜和尊重的英雄人物，他们也
都梦想着有一天会变成孙悟空，会七十二变，会筋斗云，会
打妖怪等，这节课抓住孩子的特点，让孩子尽情发挥，变成
孙悟空后会实现哪些愿望，先让孩子说说自己的小愿望，然
后画到纸上，展示并分享给小伙伴，整节课孩子表现良好，
画的和想像的也不错。

幼儿园悟空分桃教案反思篇九

这节活动课利用生动形象的多媒体动画进行教学，激发了幼
儿的学习兴趣，激活了孩子的思维，使幼儿积极主动地参与
学习。在这个语言活动中，我尝试通过多媒体，放映《西游
记》，激发小朋友的兴趣，运用提供的有关画面，展开合理
想象，进行念儿歌。在活动中，我将念的机会更多的留给幼
儿，我只是引导者，如：“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谈们
各自那了什么武器？”“那么，谁是大徒弟呢？”等等，充
分尊重每位幼儿，欣赏他们具有个性的想象讲述。在活动中，
我感到小朋友的语言表达还不够清楚完整，他们有想象，但
不知如何很好的表达。我想这与平常老师的引导有关，因此，
在以后的活动中，我将加以注意，帮助他们丰富语言表达的
经验。

幼儿园悟空分桃教案反思篇十

开始小朋友都在争着带孙悟空的面具，我用建议小朋友表演
儿歌《孙悟空打妖怪》的方式，启发他们去愿意扮演其他的
角色，同时引导他们学会相互协商，分配好各自的角色。小
朋友在老师的鼓励下开始了第一次的表演，这些面具都是孩
子们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制作的。而正是有了第一次的表演，
小朋友表演欲望增强了，他们也没有再发生争抢角色的现象，
因为他们开始懂得只要能相互协商，人人都有机会参加表演，
也体验到扮演每一种角色都很有意思，感受到合作表演的乐



趣。

幼儿园悟空分桃教案反思篇十一

：

一、播放音乐及动画片段，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播放《三打白骨精》动画片片段，鼓励幼儿说说这是《西游
记》里面的哪段故事。提问：

1、《西游记》里面有哪些角色呢？

2、你喜欢谁？为什么？

3、你不喜欢谁？为什么？

二、学习儿歌，引导幼儿感受儿歌连锁调的特点。

1、教师朗诵儿歌，引导幼儿认真倾听儿歌。

提问：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现老师今天读的儿歌跟其他儿歌
不同？或者有什么区别呢？

小结：即前句的最后一个词是后一句的开头，引出“连锁
调”。提问：

1、儿歌里都有谁？

2、谁上当了？为什么唐僧、猪八戒容易上当受骗？

小结：不吃陌生人的东西，不跟陌生人走等，学会自己保护
自己。

2、引导幼儿有节奏地朗读儿歌。



3、通过角色扮演，巩固对诗歌内容的理解，学会念儿歌。

4、幼儿分组轮流朗读或以接龙方式朗读儿歌，感受儿歌连锁
调的特点。并鼓励幼儿变念儿歌边做动作。

5、引导幼儿分角色练习，进一步巩固诗歌内容。

（1）师先请个别表达能力较强的幼儿上来表演一遍，请其他
幼儿注意观看。

（2）教师观看，并及时纠正错误。

（3）幼儿三组，分别带上面具，分角色边念儿歌，边表演。

（4）师幼一起点评。

6、小结：

今天我们学习的儿歌名字叫什么？里面有哪些角色？

幼儿园悟空分桃教案反思篇十二

（一）引出课题，激发兴趣。

t：老师给小朋友讲过《孙悟空三

打白骨精》的故事，请小朋友说说看，白骨精为什么能骗过
唐僧和猪八戒？

c：白骨精很坏，她一会变成漂亮的小姑娘，一会变成白发苍
苍的老爷爷和老婆婆，使人看起来象好人，而唐僧和猪八戒
又很糊涂。

t：今天老师教小朋友念一首儿歌，题目叫《孙悟空打妖怪》。



请小朋友说一次。

（二）请幼儿看flash动画片，听教师示范朗诵一遍。

（三）教师边演示教具边提问，帮助幼儿理解儿歌内容，加
深对儿歌的印象。（一一请幼儿回答）

t：唐僧去西天取经，带着哪几个徒弟？

c：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

t：唐僧一路上是怎么走的？请小朋友用儿歌中的话来告诉我。

c：唐僧骑马咚那个咚。

t：后面跟着个谁呢？

c：后面跟着个孙悟空。

t：孙悟空是怎么样走的？

c：孙悟空，跑得快。

t：后面跟着个谁？

c：后面跟着个猪八戒。

t：猪八戒长的什么样？

c：猪八戒，鼻子长。

t：后面跟着个谁？

c：后面跟着个沙和尚。



t：请小朋友边看图片边跟着老师来念，好吗？（教师示范朗
诵从开始到“后面跟着个沙和尚”部分）

t：沙和尚是怎么样的？

c：沙和尚，挑着箩。

t：后面来了谁？

c：后面来了老妖婆。

t：为什么说老妖婆真正坏？

c：骗过唐僧和八戒。

t：为什么说唐僧和八戒真糊涂？

c：是人是妖分不出。

t：请小朋友跟着老师来念，好吗？（教师示范朗诵从“沙和
尚，挑着箩。”到眼睛亮，冒金光。）

t：孙悟空是怎样打妖怪的？

c：高高举起金箍棒。金箍棒，有力量。妖魔鬼怪消灭光。

t：请小朋友来跟老师学最后四句，好吗？（幼儿学念）小朋
友你们来动脑筋表演孙悟空打妖怪的动作，好吗？
（请2——3名能干的幼儿上来表演，其他幼儿学做）请小朋
友边做动作边念最后四句。

教师再完整朗诵一遍。

（四）幼儿完整学念儿歌数遍。



（五）活动延伸；

教师请五名幼儿分别戴上头饰，运用道具，在教师的指导下，
表演儿歌，其他幼儿均拍手打节拍。

1、介绍各种角色所用的道具。（孙悟空的金箍棒、猪八戒的
钉耙、沙和尚的箩筐、老妖婆的佛珠和拐杖。）

指导过程：

a、角色拿上道具。

b、角色想好自己的动作，试着先表演一遍。

c、告诉幼儿一句话的时间走到指定位置，请扮演唐僧的幼儿
试着用一句话的时间走到指定位置上）其他角色类推。坐下
面的小朋友一边念一边拍手。

幼儿园悟空分桃教案反思篇十三

1．理解儿歌内容，能有节奏地朗诵儿歌。

2．感受中国传统儿歌连锁调的形式特点。

3．懂得不轻易相信陌生人，对人、对事要分好恶。

4．引导幼儿在儿歌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1．图夹文、面具

2．已经对《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有所了解。



一、谈话引出课题

1．上次老师给你们讲了《三打白骨精》的故事？那个故事里
有谁？

2．谁上当了？唐僧、八戒为什么会上当？

二、感知理解，并学习诗歌朗诵。

1．教师示范念儿歌，提问：

儿歌的题目是什么？儿歌里都有谁？他们是怎样的？

2．教师运用教具第二遍朗诵儿歌。提问：

儿歌里是怎么说唐僧师徒的？用了哪些好听的句子？孙悟空
又是怎样打败妖怪的？

3.引导幼儿有节奏地朗诵儿歌。速度从慢到快，以增加念儿
歌的趣味性和难度。可以用拍手、敲鼓等形式边念边打节奏。

三、感受儿歌连锁调的特点

1.图片的'排列上什么秘密？（引导幼儿先找出相同的图片，
然后说说相同的图片都排在什么位置，最终得出“句首和句
尾是相同”的规律，引出“顶针”）

2.感知连锁歌的形式。把句尾和句首重叠在一起，并连成一
长条，告诉幼儿：像这样，相同的部分连在一起，像一把长
长的链条锁那样的儿歌叫做“连锁歌”。（幼儿学讲）

四、讨论：你最喜欢儿歌里的谁？为什么？（教育幼儿不轻
易相信陌生人，对人、对事要分好恶。）

五、延伸：表演儿歌



1．请幼儿创编动作，并进行表演。

2．请个别幼儿戴上面具或者进行装扮后，一边念儿歌一边表
演。

这节课是一节比较成功的教学活动，使幼儿充分发挥爱好从
而提升幼儿的兴趣，模仿了主要人物的动作和语言，记住了
儿歌的主要内容。

要注重对幼儿的安全教育，不能一味地模仿惊险动作，不能
学习猪八戒贪吃贪睡，更不能把同伴当妖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