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语言教案(实用8篇)
高三教案是为高三学生准备的一系列教学资源，可以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学科知识，提高学习效果。以下是一些
优秀的高中教案案例，供大家学习和借鉴。

大班语言教案篇一

理解故事内容及角色粗心的性格特点。

学习独立保管好自己的学习用品，不遗忘、不丢失。

故事录音、幼儿用书《找不到眼镜》。

听故事录音，了解故事主要内容：

--“故事的名称叫什么？”“谁找不到眼镜？他的眼镜到哪
儿去了呢？”师生共同听故事录音前半段。

教师提问，幼儿回答交流：

--“熊的眼镜会在哪里？”“为什么他会找不到自己的眼
镜？”“他的眼镜应该放在哪里？”听看结合，理解故事中
角色的性格特点：

阅读故事，边听教师完整的朗读故事。

幼儿自由结伴讨论故事内容，教师巡回聆听：

--“我们帮助小熊想想办法，怎样改正自己的`缺点呢？”幼
儿联系生活实际进行讨论，提升相关经验：

引导幼儿积极讨论：



--“我们的学习用品增加了，那怎么样使这些学习用品不丢
失呢？”师生共同归纳统计保管物品的方法。

大班语言教案篇二

理解故事内容及角色粗心的性格特点。

学习独立保管好自己的学习用品，不遗忘、不丢失。

通过观察图片，引导幼儿讲述图片内容。

根据已有经验，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故事录音、幼儿用书《找不到眼镜》。

听故事录音，了解故事主要内容：

--"故事的名称叫什么?""谁找不到眼镜?他的眼镜到哪儿去了
呢?"师生共同听故事录音前半段。

教师提问，幼儿回答交流：

--"熊的眼镜会在哪里?""为什么他会找不到自己的眼镜?"。，
"他的眼镜应该放在哪里?"听看结合，理解故事中角色的性格
特点：

阅读故事，边听教师完整的'朗读故事。

幼儿自由结伴讨论故事内容，教师巡回聆听：

--"我们帮助小熊想想办法，怎样改正自己的缺点呢?"幼儿联
系生活实际进行讨论，提升相关经验：

引导幼儿积极讨论：



--"我们的学习用品增加了，那怎么样使这些学习用品不丢失
呢?"师生共同归纳统计保管物品的方法。

大班语言教案篇三

1、听故事录音，了解故事主要内容：

——“故事的名称叫什么？”

“谁找不到眼镜？他的`眼镜到哪儿去了呢？”

2、师生共同听故事录音前半段。

教师提问，幼儿回答交流：——“熊的眼镜会在哪
里？”“为什么他会找不到自己的眼镜？”“他的眼镜应该
放在哪里？”

3、听看结合，理解故事中角色的性格特点：

4、阅读故事，边听教师完整的朗读故事。

5、幼儿自由结伴讨论故事内容，教师巡回聆听：

——“我们帮助小熊想想办法，怎样改正自己的缺点呢？”

6、幼儿联系生活实际进行讨论，提升相关经验：

7、引导幼儿积极讨论：——“我们的学习用品增加了，那怎
么样使这些学习用品不丢失呢？”

8、师生共同归纳统计保管物品的方法。

大班语言教案篇四



1、听故事录音，了解故事主要内容：

——“故事的名称叫什么？”

“谁找不到眼镜？他的眼镜到哪儿去了呢？”

2、师生共同听故事录音前半段。

教师提问，幼儿回答交流：——“熊的眼镜会在哪里？”
“为什么他会找不到自己的眼镜？” “他的眼镜应该放在哪
里？”

3、听看结合，理解故事中角色的性格特点：

4、阅读故事，边听教师完整的朗读故事。

5、幼儿自由结伴讨论故事内容，教师巡回聆听：

——“我们帮助小熊想想办法，怎样改正自己的缺点呢？”

6、幼儿联系生活实际进行讨论，提升相关经验：

7、引导幼儿积极讨论：——“我们的学习用品增加了，那怎
么样使这些学习用品不丢失呢？”

8、师生共同归纳统计保管物品的方法。

大班语言教案篇五

：理解故事内容及角色粗心的性格特点。学习独立保管好自
己的学习用品，不遗忘、不丢失。

：故事录音、幼儿用书《找不到眼镜》。

1、听故事录音，了解故事主要内容：



——“故事的名称叫什么?”

“谁找不到眼镜?他的眼镜到哪儿去了呢?”

2、师生共同听故事录音前半段。

教师提问，幼儿回答交流：——“熊的'眼镜会在哪里?”
“为什么他会找不到自己的眼镜?” “他的眼镜应该放在哪
里?”

3、听看结合，理解故事中角色的性格特点：

4、阅读故事，边听教师完整的朗读故事。

5、幼儿自由结伴讨论故事内容，教师巡回聆听：

——“我们帮助小熊想想办法，怎样改正自己的缺点呢?”

6、幼儿联系生活实际进行讨论，提升相关经验：

7、引导幼儿积极讨论：——“我们的学习用品增加了，那怎
么样使这些学习用品不丢失呢?”

8、师生共同归纳统计保管物品的方法。

大班语言教案篇六

1、通过故事培养幼儿独立保管自己物品的意识和能力。

2、感受故事的趣味性。

故事一则，幼儿已有的生活经验。

重点与难点：



感受故事的内涵。

1、听故事一半

2、提问：1）你们说熊的眼镜大概在哪里？2）为什么它会找
不到？应该放在哪里？

4、完整听一遍故事。

我们怎么保管自己的东西？

让孩子每天带一个书包，里面放一些孩子想带到幼儿园的东
西，在回家以前各自检查自己的东西是否还在。

大班语言教案篇七

《纲要》提出：“幼儿语言的发展与其情感、经验、思维、
社会交往能力等其他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幼儿社会态
度的培养应渗透在多种活动和一日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
大班下学期正是孩子为顺利入学做好各方面准备的时期，因
此要不断对幼儿进行独立自理等能力的培养和锻炼，日常区
域活动中孩子们已经熟悉和认可了“物归原处”的规则，这
一规则对如何保管好自己的物品起到的作用将通过这个故事
得到进一步的认识。

教育目标是活动设计的重要环节，它既是教育活动设计的起
点，又是教育活动设计的终点，根据近期大班孩子的年龄特
点和实际需求，我确立了本次活动的目标：

1、理解故事有趣的情节和语言。

2、懂得只有物归原处才能保管好物品。

确立了活动的重点和难点，才能在活动组织中有的放矢。本



次活动的重点为：理解故事有趣的情节和语言;难点为通过故
事、亲身经历等懂得只有物归原处才能保管好物品的道理。

为了使故事活动更加生动、有趣，增进孩子参与和表现的积
极性，我做了如下准备：

1、幼儿前期经验：区角活动中观察每个孩子“物归原处”的
做法和表现;活动前一天布置小作业——带自己家里的熊、松
鼠、浣熊、猫头鹰、眼镜等玩具带到幼儿园来，为孩子理解
和主动表演故事创造条件。

2、物质准备：挂图，背景音乐，故事录音，熊、松鼠、浣熊、
猫头鹰、眼镜等玩具。

《纲要》中强调：“教师应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
作者、引导者。”活动中，力争形成积极有效的.师生互动，
精选的教法有：多媒体展示法、演示法、视听讲结合法、表
演法等。

本次活动以“谈话导入——体验学习，构建新经验——巩固
理解，经验交流——活动延伸”为活动主线，具体过程为：

(一)谈话导入检查带玩具的小作业完成情况总结：“小朋友
们经常能够完成老师布置的小作业，例如今天带来了我们要
用到的各种玩具，说明小朋友们的记性非常好，可是今天来
了一位小客人小熊，它的记性不怎么好，它的眼镜找不到了，
眼镜哪儿去了呢?”引出故事。

(二)体验学习，构建新经验——教师操作玩具动物，随背景
音乐分段欣赏故事。

1、从故事开头讲至“猫头鹰听了一愣，然后哈哈大笑起
来。”提问：熊分别找谁去帮它找眼镜?松鼠、狐狸和浣熊分
别对熊说了些什么?熊的朋友松鼠、狐狸和浣熊见到熊为什么



会笑?为什么会说那么稀奇古怪的话?猫头鹰为什么哈哈大笑?
你觉得它们看到了什么?请你猜猜熊的眼镜哪里去了?(大班的
孩子都喜欢听故事，他们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倾听习惯，这里
的递进提问意在引导孩子细致观察，体会故事情节的趣味性;
老师要特别注意回应孩子的回答，通过有效的追问，梳理幼
儿的思维。)

2、继续欣赏故事至结尾。提问：熊的眼镜在哪里?谁帮它找
到了眼镜?

3、讨论：熊为什么找不到自己的眼镜?眼镜应该放在哪
里?(引导幼儿进入情境讲述，领悟只有物归原处才能保管好
物品的道理。物归原处的理解：从哪里用了放回哪里、习惯
成自然，好习惯的养成秘诀是贵在坚持等。)

(三)巩固理解，经验交流——运用挂图，老师和孩子共同看
图讲述故事。

1、进一步理解故事，回忆提问：熊的眼镜在哪里找到的?为
什么会在自己的头上?

2、熟悉故事内容后，随背景音乐分组进行角色表演，请小朋
友分别扮演熊、松鼠、狐狸、浣熊、猫头鹰进行表演。(孩子
的直接经验来自亲身体验，参与的过程更是理解巩固已有经
验的过程，更是熟悉和运用知识的过程，这里的分组意在让
每个孩子在有限的时间里都体验参与的快乐，丰富自己的经
验。)

(四)结束部分请幼儿说一说自己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说一说你应该怎样保管自己的物品。(小结平日区域活动中孩
子们物归原处的做法，不管是公共玩具还是个人物品摆放要
便于取，记得物品摆放在哪里，用完后要放回原处，这样就
不会丢失了。)



(五)延伸活动“我是小小值日生”活动，评比哪组孩子整理
的区角整齐、干净、条理;整理自己的小书包;整理自己的小
房间等。

教学过程中，幼儿积极配合，认真尝试，在自主练习里获取
了经验，又在集体练习里感受到了快乐和喜悦，达到寓教于
乐的目的，教学目标也得到了圆满的完成。

大班语言教案篇八

1、听故事录音，了解故事主要内容：

——“故事的名称叫什么？”

“谁找不到眼镜？他的'眼镜到哪儿去了呢？”

2、师生共同听故事录音前半段。

教师提问，幼儿回答交流：——“熊的眼镜会在哪
里？”“为什么他会找不到自己的眼镜？”“他的眼镜应该
放在哪里？”

3、听看结合，理解故事中角色的性格特点：

4、阅读故事，边听教师完整的朗读故事。

5、幼儿自由结伴讨论故事内容，教师巡回聆听：

——“我们帮助小熊想想办法，怎样改正自己的缺点呢？”

6、幼儿联系生活实际进行讨论，提升相关经验：

7、引导幼儿积极讨论：——“我们的学习用品增加了，那怎
么样使这些学习用品不丢失呢？”



8、师生共同归纳统计保管物品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