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教学活动设计方案(大全8篇)
项目策划是指在规定的时间内，对项目的目标、任务、资源
等进行策划和安排的过程。这些游戏策划范文展示了不同类
型和风格的游戏设计思路。

故事教学活动设计方案篇一

1、在寻找名字特点的这一阶段，花了较长的时间，对于名字
的字数不同这一区别幼儿始终没有讲出来，作为教师，应在
这个时候进行提问，引出这一区别。可以有意识地选择两个
名字，让幼儿说出不同。

2、对于姓是跟父亲还是母亲这一敏感话题停留时间过长。

3、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表情与手势语的运用不够，比
较生硬。

故事教学活动设计方案篇二

活动要求：

1、认识音色，认识对称重复。

2、探索发现嗓音，打击乐器和旋律乐器在表现现实音响时的
共同性及差异。

3、创编动作，表现文学作品中的有关形象。

4、体验人对朋友的需要。

5、培养幼儿与同伴之间和睦相处并珍惜这份友情。

活动程序：



1、听教师有表情地讲述故事、

2、请幼儿回忆故事中的三种客人及它们的脚步声，并用不同
的嗓音和动作来表现三种客人走路时的样子和他们的脚步声。

3、教师用打击乐器，如大鼓，串铃，木鱼等分别模仿三种客
人走路的脚步声、请幼儿辨认是什么乐器？模仿的是谁走路
的脚步声？并要求幼儿用动作对乐器的演奏做出快速表现性
反应。

4、教师用钢琴的不同弹奏法分别表现三种客人走路的脚步声，
如：请幼儿辨认并要求幼儿用三种客人的走路模仿动作，对
演奏做出快速表现性的反应。

5、按故事提供的线索分配角色并完整表演。

6、在有条件的班级可以鼓励幼儿把他们听到的三种脚步声画
出来。

附：小灰老鼠的故事

在一座高高的大桥下面，有一座小小的灰房子、在这所小小
的灰房子里，住着一只小小的灰老鼠、朋友们来了，大家一
起唱歌，跳舞，做游戏，小灰老鼠觉得快活极了、朋友们走
了，小灰老鼠觉得很寂寞、它天天在家中等呀，盼呀，盼望
朋友们再来拜访它、小灰老鼠竖起耳朵仔细听、仔细听。咚
咚！咚！咚！小灰老鼠赶紧把门打开。唉！原来是巨人先生
从桥上走过，咚咚咚的声音，是巨人先生的脚步声、小灰老
鼠失望地轻轻把门关上，小灰老鼠竖起耳朵仔细听，仔细听、
刷—刷—刷—刷小灰老鼠赶紧把门打开。唉！原来是皮球小
姐从桥上走过，刷刷刷的声音是皮球小姐的脚步声，小灰老
鼠失望地轻轻把门关上、小灰老鼠竖起耳朵仔细听，仔细听，
迪笃迪笃迪笃迪笃，小灰老鼠赶紧把门打开，哈！这回真的
是朋友来了，迪笃迪笃的声音，正是朋友们的脚步声，在一



座高高的大桥下面，有一座小小的灰房子、在这所小小的灰
房子里，住着一只小小的灰老鼠、朋友们来了，大家一起唱
歌，跳舞，做游戏，小灰老鼠觉得快活极了。

教学反思：

游戏是最适宜于促进幼儿主体性和个性化教育的形式，因此，
教师应积极地将理念转化为行为，注重在活动中观察、捕捉
幼儿的兴趣，把握时机及时引导，促使孩子们更深入进行游
戏，让孩子在健康游戏中得到更多的发展。

故事教学活动设计方案篇三

1、引导幼儿大胆地交流关于姓名的由来，了解自己名字的独
特性和含义。

2、感受中国姓氏的丰富，激发幼儿认识百家姓的兴趣。

3、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4、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不马虎的好习惯。

故事教学活动设计方案篇四

1、故事内容：切合主题，内容精彩具体，情节完整。2分

2、表演技能：表演生动，富于吸引力，感情充沛配有适当的
动作手势。3分

3、表达能力：语言准确流畅，条理清楚，语音、语调规范、
吐字清晰。4分

4、仪表形象：仪表整齐、仪态大方、体态自然1分



故事教学活动设计方案篇五

幼儿期是孩子语言发展的关键期。《纲要》在语言领域也强调
“发展幼儿语言关键是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说、敢说、喜欢
说、有机会说的环境。”讲故事，能使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口语发展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锻炼、丰富幼儿的词汇、句
子，有利于幼儿综合素质的健全与发展，更重要的是锻炼幼
儿的胆量，培养幼儿自信与勇气。为此，我园特意策划
了“幼儿园故事大王比赛活动方案”，旨在为幼儿营造一个
学说话、敢说话、会说话、勇于表达的语言氛围，为幼儿提
供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提高幼儿的综合素质。

故事教学活动设计方案篇六

活动目标：

1、理解快板书的内容，能正确使用儿歌中的量词。

2、初步学习快板的使用方法，并能按一定的韵律进行朗诵。

3、感受快板书表演形式的乐趣。

重点：学习快板书内容并朗诵

难点：学习快板的使用的方法并按韵律进行朗诵。

活动准备：课件、快板。

活动过程：

1、谈话导入，激发幼儿参与的兴趣。

（1）出示课件，提问：你们看这是什么地方？（树丛里）



（2）播放蚊子叫声的音频，提问：听听是谁来了？它们说了
什么？

2、教师朗诵，帮助幼儿理解快板书内容，引导幼儿尝试学说
两只蚊子的对话。

（1）提问：两只蚊子都说了什么？大的说了什么？小的说了
什么？

（出示课件，帮助幼儿记忆对话内容，正确使用量词：一颗、
一个、一头、一条）

（2）通过游戏引导幼儿学说儿歌对话，教师将幼儿分为两组，
分别扮演大蚊子、小蚊子进行对话。

（3）出示课件蜻挺，提问：谁来了？蜻蜓来了会发生什么事
情？听听儿歌里怎么说的？（教师朗诵儿歌最后一句）

（4）教师示范朗诵快板书，激发幼儿学习快板书的兴趣。

3、引导幼儿一起探索、尝试快板的使用方法。

（1）出示快板。引导幼儿探索快板的使用方法。小朋友来试
一试怎样能打出又稳又好听的节奏。

（2）利用儿歌帮助幼儿掌握快板的使用方法。

（儿歌；拇指在前，四指在后握住小底板，上下煽动）

4、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幼儿能按一定的韵律朗诵快板。

采用教师带领、集体朗诵、分角色朗诵的形式引导幼儿按一
定的韵律朗诵诗歌，感受快板书表演形式的乐趣。

5、活动延伸：鼓励幼儿与他人分享有趣的快板书表演。



【课后反思】

在本次活动中我能较好的完成课堂目标，幼儿在学习过程中
通过集体、分组的练习方法使幼儿能够快速的掌握儿歌内容，
并且幼儿在学习的过程中非常的感兴趣。特别是在出示小快
板进行朗诵和与幼儿一起进行探索快板的使用以及利用儿歌
帮助幼儿学习使用快板。最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和自己的朗诵
中都能按照一定的韵律边表演边朗诵儿歌。在活动的过程中
有小朋友提出蜻蜓吃掉蚊子时声音要小一些，我也能较好的
抓住并回应幼儿，并借此机会让孩子们注意朗诵时的声调变
化。

在活动过程中还是要多注意纠正个别小朋友使用快板的情况。
对于幼儿的回答多给与回应。

故事教学活动设计方案篇七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和情节，学会倾听故事并思考问题。

2、知道正确的讲卫生行为，养成爱干净的好习惯。

3、体验听故事的乐趣。

活动重难点：

理解“怪物中毒”这一情节，知道要做一个讲卫生的好宝宝

活动准备：

课件、故事视频

2、玩偶一个



活动过程：

导入：

1、教师出示玩偶，谈话导入

——今天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位客人，他叫鲁弗斯，你
们喜欢他吗？那我们用掌声欢迎他吧！

——他最喜欢做蛋糕了，他做了一个世界上最恶心的蛋糕！
想不想知道他的蛋糕是什么味道的？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展开：

1、教师播放ppt，请幼儿观察

——看看鲁弗斯的餐桌上都有些什么？

——他的家里干净吗？

——你喜不喜欢这样的家？

2、教师讲述故事，幼儿倾听

3、教师提问

——他的蛋糕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出示图片）

——蛋糕做成功了吗？

——为什么蛋糕会变成怪物？

——怪物为什么不吃鲁弗斯？（对了，因为鲁弗斯太脏了，
怪物吃了他会中毒）



——你们还敢和这么脏的鲁弗斯做朋友吗？

——鲁弗斯最后变的爱干净讲卫生，再也不吃脏东西了。你
们喜欢爱干净的鲁弗斯吗？

4、教师播放视频，幼儿欣赏

5、教师引导幼儿说出讲卫生的行为，培养幼儿良好行为习惯

——鲁弗斯已经改掉坏习惯变得讲卫生了，小朋友们你们是
讲卫生的好宝宝吗？

——在生活中应该怎样做才是讲卫生的行为？

——对了，我们不能吃脏东西，要勤洗澡、爱刷牙、勤剪指
甲，把垃圾丢进垃圾桶，做一个爱干净的好宝宝。

结束：

儿歌律动，结束活动

活动延伸：

在一日活动中进行“谁最讲卫生”的比赛，督促幼儿养成好
习惯。

故事教学活动设计方案篇八

1、理解故事内容，初步学习按情节线索进行想象。

2、尝试运用恰当的语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3、体验故事中角色的情感变化和感受体谅、关心别人的心情。

活动准备



1、拉线桌面教具一套，胸饰若干。

2、薄纸每人一张。

4、表演用服装、道具（实物）若干，小篮子九个。

活动过程

一、激趣设疑

1、幼儿每人一张薄纸，感受"喷嚏"的威力。（教室中自由活
动）

2、介绍故事名称，讲述第一段。

提问：花脸虎打了这么有威力的喷嚏，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呢？

二、理解故事情节发展，尝试按线索想象。

1、操作教具，讲述第二段。运用渐进提问方法。

导语：那么是不是发生了和小朋友说的一样的事情呢？边操
作提问

（1）一个喷嚏把小熊打进了河里。（老师讲述）幼儿感受"
憋足了劲"

（2）花脸虎的喷嚏把小猴怎么了？

（3）看见树上的鸟窝，又会发生什么情况？

听讲第二段后：这时候花脸虎会怎么想？小动物们又会怎么
想？

2、听讲第三段：



（1）你听到小动物在说什么？（回忆对话）

（2）花脸虎心里是怎么想了？（"要对付我"）

3、尝试思考和想象，让幼儿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4、体验角色情感变化。

提问：你得过感冒吗？你得病时会希望什么？如果你是小动
物你会原谅花脸虎吗？

（感受关心别人心情）幼儿自由回答治感冒的方法，帮助幼
儿积累经验。

三、创编结尾，倾听完整故事。

1、幼儿四人一组，选择表演道具，（也可根据小组能力自己
准备）

2、分组编

结尾，教师巡回听讲。

3、倾听完整故事。

导语：老师也想了一个结尾，现在我把整个故事和我编的结
尾讲给大家听吧。

四、概括讨论，表演延伸。

1、你喜欢故事里的谁？为什么？

2、你愿意学学它们吗？

（可表演或寻找需要帮助的事，作为延伸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