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聪明的乌龟教案反思(汇总8篇)
教案能够帮助教师系统地组织课堂教学内容，使教学有条不
紊，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下面的初中教案范文，我们
可以了解到一些有趣而又实用的教学方法。

大班聪明的乌龟教案反思篇一

1、学习复述故事，能记住故事中主要角色的语言，并设计动
作。

2、乐意扮演故事中的角色，体验同伴合作的乐趣。

3、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4、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1、青蛙、狐狸、乌龟的头饰若干，录音机。

2、布置故事中草地、池塘的场景。

3、幼儿每人一颗五角星。

4、挂图《聪明的龟龟》。

活动重点：

学习复述故事，能记住故事中主要角色的语言，并设计动作。

活动难点：

设计动作，扮演故事中的角色。



1、谈话引出故事，激发幼儿兴趣。

小朋友，你们还记得《聪明的乌龟》的故事吗？（本文。来
源：。教案网）

2、结合挂图，教师有表情地讲述故事，帮助幼儿回忆故事内
容。

3、幼儿分段跟讲故事，学习故事里角色的语言，并设计动作。

4、幼儿跟着录音磁带完整地讲述故事。

5、分组排练。

（1）讨论组内人员各自的分工：讲述故事旁白部分以及扮演
不同的角色。

（2）幼儿分组排练，教师巡回指导，引导幼儿从动作以及语
言语调中突出角色的主要特征。

6、幼儿复述并表演故事。

（1）教师提供表演头饰，每组幼儿在布置好的场景中进行故
事表演。

（2）请所有的幼儿做评委，给自己认为表演好的组贴五角星。
（幼儿不能参加本组的评选。）

这节活动中，我通过让孩子观察乌龟、倾听故事、启发提问
等形式，帮孩子理解了故事内容，感受了乌龟的聪明，懂得
在遇到危险时，有时可以用善意的谎言来保护自己。

大班的孩子大多能够对一些简单的故事进行复述，特别是故
事中的语言，更能惟妙惟肖地进行模仿，但是对于一些比较
长的故事，幼儿的复述能力相对小了很多。所以，针对本班



孩子的实际情况，这个课时，我让孩子们来表演这个故事，
通过对故事的表演，加深印象，从而能更好的记住故事内容
和其中的语言。对孩子来说，表演故事是他们感兴趣的，但
单调的模仿对话也会降低孩子的积极性。在活动前，我便准
备了相应角色的胸饰，并设计了场景。活动中孩子的积极性
很高，我首先让孩子来练习角色对话；再请个别能力强的孩
子在集体前表演，从我说旁边变为其他看的孩子说旁边；最
后到小组分角色表演。这样一层一层环环相扣，孩子更加直
观地理解了故事内容，感受了故事中角色的情绪变化。从而
复述故事也就变得更加容易了。

大班聪明的乌龟教案反思篇二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乌龟是怎样机智地对付狐狸的。

2.学习用语、动作大胆地表现自己对作品的理解。

3.阅读故事，能细致的观察画面，大胆的表述对故事的理解。

4.引导幼儿充分想像合理的故事经过，锻炼自己口语的表达
能力及思维能力，创编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1.配音幻灯片2.课件3.小动物头饰活动过程：

一、"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位好朋友"。出示图片乌龟或
实物，"小朋友们这是什么啊""乌龟""对，而且啊这还是一只
聪明的乌龟"，可是遇到了一只想吃它的狡猾的狐狸，会发生
什么事呢？（让幼儿简单说说可能发生的事）小乌龟是怎样
来战胜这只狡猾的狐狸呢？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听故事《聪
明的乌龟》。

二、播放课件，欣赏故事。理解故事内容。

中间提问：小乌龟怕水吗？猜猜他它会怎么回答？



乌龟和狐狸谁聪明？

三、播放幻灯片，理解故事内容。（重点）1.教师出示图片，
边讲述故事边提问，了解乌龟是怎样机智地对付狐狸的。

故事《聪明的乌龟》

让我们看看小狐狸又是怎么做的？

教师讲述第三段：狐狸没吃到青蛙想去吃乌龟，乌龟是怎么
做的？"那个小朋友告诉老师。"如果不能完全回答老师可以
引导"咬头时乌龟怎么样、咬腿时乌龟怎么样、咬尾巴时乌龟
怎么样"2.教师讲述第四段，引导幼儿讨论：

（多请几个小朋友回答，回答最好的放到后边，对，你真棒，
）因为乌龟很聪明，他知道狐狸不会听乌龟的话，乌龟喜欢
什么，狐狸就不让他做什么，乌龟不喜欢什么，狐狸就让他
做什么，只有这样乌龟就不会被狐狸吃掉3.你认为乌龟听了
狐狸的话心里怎么想？它的心情又会是怎样的呢？（讲出乌
龟机智的地方）三、学习用语言、动作大胆地表现自己对作
品的理解。

教师叙述故事，与幼儿练习对白，重点引导幼儿注意讲述时
的语气、语调和表情，帮助幼儿理解乌龟的聪明机智。

1.教师做狐狸，幼儿做乌龟，练习故事中的对话。（交换表
演）2.生生合作。一半幼儿做乌龟，一半幼儿做狐狸。能大
胆用动作和语言表现故事内容。3.一个小朋友做乌龟，一个
小朋友做狐狸再次进行表演。

这节活动中，我通过让孩子观察乌龟、倾听故事、启发提问
等形式，帮孩子理解了故事内容，感受了乌龟的聪明，懂得
在遇到危险时，有时可以用善意的谎言来保护自己。



大班的孩子大多能够对一些简单的故事进行复述，特别是故
事中的语言，更能惟妙惟肖地进行模仿，但是对于一些比较
长的故事，幼儿的复述能力相对小了很多。所以，针对本班
孩子的实际情况，这个课时，我让孩子们来表演这个故事，
通过对故事的表演，加深印象，从而能更好的记住故事内容
和其中的语言。对孩子来说，表演故事是他们感兴趣的，但
单调的模仿对话也会降低孩子的积极性。在活动前，我便准
备了相应角色的胸饰，并设计了场景。活动中孩子的积极性
很高，我首先让孩子来练习角色对话;再请个别能力强的孩子
在集体前表演，从我说旁边变为其他看的孩子说旁边;最后到
小组分角色表演。这样一层一层环环相扣，孩子更加直观地
理解了故事内容，感受了故事中角色的情绪变化。从而复述
故事也就变得更加容易了。

大班聪明的乌龟教案反思篇三

1、学习复述故事，能记住故事中主要角色的语言，并设计动
作。

2、乐意扮演故事中的角色，体验同伴合作的乐趣。

1、青蛙、狐狸、乌龟的头饰若干，录音机。

2、布置故事中草地、池塘的场景。

3、幼儿每人一颗五角星。

4、挂图《聪明的龟龟》。

学习复述故事，能记住故事中主要角色的语言，并设计动作。

设计动作，扮演故事中的角色。

1、谈话引出故事，激发幼儿兴趣。



小朋友，你们还记得《聪明的乌龟》的故事吗？

2、结合挂图，教师有表情地讲述故事，帮助幼儿回忆故事内
容。

3、幼儿分段跟讲故事，学习故事里角色的语言，并设计动作。

4、幼儿跟着录音磁带完整地讲述故事。

5、分组排练。

（1）讨论组内人员各自的分工：讲述故事旁白部分以及扮演
不同的角色。

（2）幼儿分组排练，教师巡回指导，引导幼儿从动作以及语
言语调中突出角色的主要特征。

6、幼儿复述并表演故事。

（1）教师提供表演头饰，每组幼儿在布置好的场景中进行故
事表演。

（2）请所有的幼儿做评委，给自己认为表演好的组贴五角星。
（幼儿不能参加本组的评选。）

大班聪明的乌龟教案反思篇四

故事“聪明的乌龟”讲述了一只乌龟用自己的智慧战胜狡猾
的狐狸的故事，故事中聪明可爱的小乌龟是小朋友最喜爱的
形象，是他们的.学习的榜样，依据《纲要》语言领域第4、2
条。

1、能记住故事中的角色的语言，设计角色的动作，乐意扮演
故事中的角色。



2、培养幼儿互相帮助，不畏邪恶的高尚品质。

3、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4、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5、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桌面教具：一只青蛙、狐狸、乌龟、草地、池塘等动物头饰

1、引入、激发幼儿兴趣。

2、讲第一遍故事，后提问：故事的名字叫什么?故事里有些
谁?你喜欢谁?为什么?

4、幼儿跟讲故事，学习故事里角色的语言，设计角色的动作。

大班聪明的乌龟教案反思篇五

故事“聪明的乌龟”讲述了一只乌龟用自己的智慧战胜狡猾
的狐狸的故事，故事中聪明可爱的小乌龟是小朋友最喜爱的
形象，是他们的学习的榜样，依据《纲要》语言领域第４、
２条。

１、能记住故事中的角色的语言，设计角色的动作，乐意扮
演故事中的角色。

２、培养幼儿互相帮助，不畏邪恶的高尚品质。

桌面教具：一只青蛙、狐狸、乌龟、草地、池塘等动物头饰

１、引入、激发幼儿兴趣。

２、讲第一遍故事，后提问：故事的名字叫什么？故事里有
些谁？你喜欢谁？为什么？



４、幼儿跟讲故事，学习故事里角色的语言，设计角色的动
作。

大班聪明的乌龟教案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学习复述故事，能记住故事中主要角色的语言，并设计动
作。

2、乐意扮演故事中的角色，体验同伴合作的乐趣。

3、通过视听讲结合的互动方式，发展连贯表述的能力。

4、通过教师大声读，幼儿动情读、参与演，让幼儿感知故事。

活动准备：

1、青蛙、狐狸、乌龟的头饰若干，录音机。

2、布置故事中草地、池塘的场景。

3、幼儿每人一颗五角星。

4、挂图《聪明的乌龟》。

活动重难点：

学习复述故事，能记住故事中主要角色的语言，并设计动作。

设计动作，扮演故事中的角色。

活动过程：

1、谈话引出故事，激发幼儿兴趣。



小朋友，你们还记得《聪明的乌龟》的故事吗？

2、结合挂图，教师有表情地讲述故事，帮助幼儿回忆故事内
容。

3、幼儿分段跟讲故事，学习故事里角色的语言，并设计动作。

4、幼儿跟着录音磁带完整地讲述故事。

5、分组排练。

（1）讨论组内人员各自的分工：讲述故事旁白部分以及扮演
不同的角色。

（2）幼儿分组排练，教师巡回指导，引导幼儿从动作以及语
言语调中突出角色的主要特征。

6、幼儿复述并表演故事。

（1）教师提供表演头饰，每组幼儿在布置好的场景中进行故
事表演。

（2）请所有的幼儿做评委，给自己认为表演好的组贴五角星。
（幼儿不能参加本组的评选。）

教学反思：

这节活动中，我通过让孩子观察乌龟、倾听故事、启发提问
等形式，帮孩子理解了故事内容，感受了乌龟的聪明，懂得
在遇到危险时，有时可以用善意的谎言来保护自己。

大班的孩子大多能够对一些简单的故事进行复述，特别是故
事中的语言，更能惟妙惟肖地进行模仿，但是对于一些比较
长的故事，幼儿的复述能力相对小了很多。所以，针对本班
孩子的实际情况，这个课时，我让孩子们来表演这个故事，



通过对故事的表演，加深印象，从而能更好的记住故事内容
和其中的语言。对孩子来说，表演故事是他们感兴趣的，但
单调的模仿对话也会降低孩子的积极性。在活动前，我便准
备了相应角色的胸饰，并设计了场景。活动中孩子的积极性
很高，我首先让孩子来练习角色对话；再请个别能力强的孩
子在集体前表演，从我说旁边变为其他看的孩子说旁边；最
后到小组分角色表演。这样一层一层环环相扣，孩子更加直
观地理解了故事内容，感受了故事中角色的情绪变化。从而
复述故事也就变得更加容易了。

大班聪明的乌龟教案反思篇七

故事“聪明的乌龟”讲述了一只乌龟用自己的智慧战胜狡猾
的狐狸的故事，故事中聪明可爱的小乌龟是小朋友最喜爱的
形象，是他们的学习的榜样，依据《纲要》语言领域第4、2
条。

1、能记住故事中的角色的语言，设计角色的动作，乐意扮演
故事中的角色。

2、培养幼儿互相帮助，不畏邪恶的高尚品质。

3、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4、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5、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桌面教具：一只青蛙、狐狸、乌龟、草地、池塘等动物头饰

1、引入、激发幼儿兴趣。

2、讲第一遍故事，后提问：故事的名字叫什么?故事里有些
谁?你喜欢谁?为什么?



4、幼儿跟讲故事，学习故事里角色的语言，设计角色的动作。

大班聪明的乌龟教案反思篇八

一、教师出示小乌龟手偶导入活动，激发幼儿兴趣。

1、教师出示小乌龟手偶，导入活动。

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位小客人，看看它是谁呀？（小
乌龟）

2、过渡：是呀，今天，老师要讲一个关于“小乌龟”的故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二、借助情景剧表演，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学说角色对
话。

1、结合情景剧，倾听故事第一部分（有一只狐狸~眼看就要
抓到青蛙了）：

1）故事表演至“眼看就要抓到青蛙了”，教师提问：

啊呀，这可怎么办呢？猜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2）幼儿猜测，教师适当概括小结。

2、借助故事回应幼儿(乌龟急忙伸长脖子~“扑通”一声跳进
水里)：

1）教师出示手偶：这事呀，让谁给看见啦？（乌龟）

2）教师讲述至“扑通”一声跳进水里，提问：

你们说，小乌龟会回答狐狸吗？为什么？



3）幼儿猜测，教师小结：对呀，乌龟要是张嘴说话，不就放
了狐狸了吗？乌龟不说话，咬着狐狸的尾巴，一动也不动。

3、结合情景剧，倾听、表演故事第三部分（没吃到青蛙~扔
到水里去了）：

1）教师引导幼儿复述故事情节：

狐狸为什么没有吃到青蛙？他想去吃乌龟，结果发生了什么
事？

狐狸想了哪些坏主意来对付乌龟，乌龟都是怎么回答他的？

2)教师引导用夸张的语气、动作表现乌龟和狐狸在故事中的
特征。

3）幼儿猜测：小乌龟到了水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4、结合情景剧，倾听故事第三部分（乌龟下了水~浮出水面
来）：

教师引导幼儿复述并小结故事情节。

5、在理解故事内容的基础上，为故事取名字《聪明的乌龟》。

三、借助动画完整欣赏故事，并在适当部分学说角色对话。

四、挖掘故事情感，帮助幼儿进一步萌发动脑、助人的愿望。

1、你喜欢故事中的谁，你想对它说句什么话？

2、活动延伸：说说自己“勇敢”、“智慧”的助人故事。

手偶导入，激发了幼儿的活动兴趣，又设置了悬念；为接下
来的倾听奠定了基础。



采用幼情境表演的方式，能激发幼儿的倾听欲望，并对故事
中角色的语气动作和情感有了更深的感知和理解，有助于幼
儿语言发展。

在故事开展了一部分后，让幼儿先猜测故事情节再听故事，
有助于发展幼儿的思维能力，逐步帮助幼儿形成自己理解故
事的能力。

借助动画片完整欣赏，是“动画教学”在课堂中的一次体现，
让家长了解幼儿动画片欣赏的正确指导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