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嘴巴教案反思(优
质12篇)

教案的编写需要注重细节，包括时间分配、教学步骤和教学
辅助材料的准备等。接下来是一些高三教案的案例分享，供
大家参考和学习。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嘴巴教案反思篇一

1、探索并发现夹子玩偶制作的奥秘，尝试用夹子自制玩偶。

2、能抓住动物特征绘画侧面头像，在夹子开口处正确黏贴嘴
部。

3、体会自制玩偶与同伴合作表演的乐趣。

1、 教具准备：青蛙、巨嘴鸟、老虎、鳄鱼，演示文稿一份。

2、 材料准备：人手一份夹子、绘画纸、记号笔、油画棒、
剪刀、双面胶、毛梗等辅助材料。

3、经验准备：阅读过绘本《大嘴巴青蛙》。

（一） 回顾绘本故事

1、 都听过《大嘴巴青蛙》的故事吧！故事有哪些动物呀？

2、 今天敏敏老师把故事里的动物都带来了，你还记得大嘴
巴青蛙喜欢吃什么吗？打开看看！

3、 故事里的其它动物爱吃什么呢？请它张开嘴巴看看！

4、 敏敏老师还会用玩偶来表演这个故事呢，想看看嘛？



（教师表演故事片段）

（二） 探索制作奥秘

1、 你觉得这些玩偶怎么样？有趣在哪里？为什么这些大嘴
巴都能张开藏食物呢？

3、 现在请你仔细研究一下，看谁能发现它的制作方法！如
果有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可以请大家来帮帮忙。

4、 根据幼儿的回答提出重点和难点：头像大小、侧面特征、
嘴部剪贴、食物安装。

（三） 尝试分工制作

1、 你们都会做了吗？每组5个小朋友一起分工制作故事里的
玩偶，做好了自己搭建小舞台表演故事，开始行动吧！

2、 教师巡回指导，给予有困难的孩子及时的帮助。

（四） 融入场景展示

1、 合作尝试边操作夹子玩偶，边表演绘本故事。请一组幼
儿来介绍玩偶，并且演一演。

2、 小朋友你们用夹子玩偶表演有趣吧，那我们把它带到教
室里再一起表演吧！

鼓励幼儿在教室里用夹子玩偶表演故事。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嘴巴教案反思篇二

1、在看看、猜猜、学学的活动中，初步认识动词：吃、唱、
喝、吹。



2、通过游戏活动，培养幼儿识字的兴趣。

1、材料及环境创设 吃、唱、喝、吹字卡人手一套。

2、饭碗、杯子、吹泡泡玩具各一。

教师：大家好，今天"谜语大师"又要给大家猜谜语了。

请你们仔细看我的表演，猜猜我在干什么?

1、表演吃饭。

提问：我在干什么?想不想和"谜语大师"一起来表演?

教师：我用小嘴吃吃饭，吃吃吃，幼儿边表演边跟说)

出示汉字，共同认读"吃"。

除了吃饭还可以吃什么?(幼儿边说边表演，巩固认识"吃")

2、表演唱歌。

提问：听到我在干什么?

幼儿共同表演并认读汉字"唱"。

3、表演喝水。

提问：这个谜语的谜底是什么呢?

幼儿共同表演，认读汉字"喝"。

小嘴还能喝什么?(幼儿边说边表演，其余幼儿跟学，巩固认
识"喝")



4、表演吹泡泡。

提问：刚才我用小嘴干什么了?

幼儿学习表演，认读汉字"吹"。

谁能和我表演不一样的动作给大家猜?(幼儿表演，巩固认识"
吹")逐一跟读汉字"吃、唱、喝、吹"。

过渡："谜语大师"的谜语猜完了，可还有一些难题呢。

1、幼儿拿出字卡，教师说："我用小嘴吃吃饭，吃吃吃"，幼
儿找出"吃"字。

2、请个别幼儿说短句，幼儿找出相应的汉字。

3、教师提要求，如："'谜语大师'口好渴呀，请你们给我喝
喝水"，幼儿找出相关汉字。

4、捉迷藏

方法：师逐一藏掉汉字，幼儿分别找找哪个汉字不见了，并
从字卡中找出。

1、请你们找找这四个字里的小秘密。(引导幼儿发现"口"字
旁)

2、为什么这些字宝宝都有一个"口"呢?

3、教师小结，我们刚才做的动作都与嘴巴有关，所以这几个
字宝宝旁边都有一个"口"。

(结束)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嘴巴教案反思篇三

1、在看看、猜猜、学学的活动中，初步认识动词：吃、唱、
喝、吹。

2、通过游戏活动，培养幼儿识字的兴趣。

1、材料及环境创设吃、唱、喝、吹字卡人手一套。

2、饭碗、杯子、吹泡泡玩具各一。

一、引起兴趣。(师扮演"谜语大师"出场)

教师：大家好，今天"谜语大师"又要给大家猜谜语了。

请你们仔细看我的表演，猜猜我在干什么?

二、感知认读。

1、表演吃饭。

提问：我在干什么?想不想和"谜语大师"一起来表演?

教师：我用小嘴吃吃饭，吃吃吃，幼儿边表演边跟说)

出示汉字，共同认读"吃"。

除了吃饭还可以吃什么?(幼儿边说边表演，巩固认识"吃")

2、表演唱歌。

提问：听到我在干什么?

幼儿共同表演并认读汉字"唱"。



3、表演喝水。

提问：这个谜语的.谜底是什么呢?

幼儿共同表演，认读汉字"喝"。

小嘴还能喝什么?(幼儿边说边表演，其余幼儿跟学，巩固认
识"喝")

4、表演吹泡泡。

提问：刚才我用小嘴干什么了?

幼儿学习表演，认读汉字"吹"。

谁能和我表演不一样的动作给大家猜?(幼儿表演，巩固认识"
吹")逐一跟读汉字"吃、唱、喝、吹"。

过渡："谜语大师"的谜语猜完了，可还有一些难题呢。

三、游戏：找字宝宝。

1、幼儿拿出字卡，教师说："我用小嘴吃吃饭，吃吃吃"，幼
儿找出"吃"字。

2、请个别幼儿说短句，幼儿找出相应的汉字。

3、教师提要求，如："'谜语大师'口好渴呀，请你们给我喝
喝水"，幼儿找出相关汉字。

4、捉迷藏

方法：师逐一藏掉汉字，幼儿分别找找哪个汉字不见了，并
从字卡中找出。



四、迁移小结。

1、请你们找找这四个字里的小秘密。(引导幼儿发现"口"字
旁)

2、为什么这些字宝宝都有一个"口"呢?

3、教师小结，我们刚才做的动作都与嘴巴有关，所以这几个
字宝宝旁边都有一个"口"。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嘴巴教案反思篇四

1、了解自己嘴巴的用处。

2、要爱护自己的嘴巴，不让自己的嘴巴受伤。

各种可以吹的（气球、吹泡泡用具、哨子等）、说的（手机、
电话机）、吃的（糖果、食品等）

一、引题

小朋友，邵老师想让你们用耳朵来听一听，在听之前，邵老
师想请你们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后，老师轻唱一首歌）。

提问：小朋友们刚才你们听到了什么？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
的呢？

二、幼儿互相讨论嘴巴的用处。

1、小朋友，你们能说一说嘴巴可以用来干什么呢？（请一些
幼儿来说一说）

三、幼儿游玩

1、今天，邵老师想带你们一起去嘴巴乐园玩，你们想去



吗？”

2、教师事先将一些可以用嘴的材料放在桌子上，师：嘴巴乐
园里有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都要用到你们的嘴巴。

3、游戏后，幼儿作答。

你们去过的地方都有些什么？你是怎样玩的？（幼儿可以站
在自己喜欢的材料前面边示范边回答）。

四、教育幼儿要爱护自己的嘴巴。

教师提问：什么东西不能放进嘴巴里呢？

（1）一些很脏的东西，还有烂掉的水果都不能吃，吃了就会
生病。

（2）很硬的东西不能放进嘴巴里，这样会让自己的牙齿疼。

教师小结：嘴巴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要好好爱护它，
不让自己的嘴巴受伤。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嘴巴教案反思篇五

1、激发幼儿乐于参与活动的愿望，知道嘴巴的作用并知道保
护嘴巴。

2、尝试学习相应的动词：吹、唱、哭、笑等。

3、培养幼儿清楚表述和大胆的尝试水果。

4、提高幼儿思维的敏捷性。

1、各种水果块放在盘中，牙签若干，



2、泡泡、小喇叭、口琴、气球、糖果等。

3、吹、唱、哭、笑等图片

一、 出示玩具激发幼儿活动兴趣

师：“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很多玩具，我们一起玩一玩
吧！”请幼儿自由选择喜欢的玩具进行游戏。（小喇叭、口
琴、气球、吹泡泡玩具）

师：“谁能来说一说，刚才你玩了什么玩具？怎么玩的？”
幼儿一边讲述一边演示。

二、幼儿品尝水果

1、师: “刚才小朋友的小嘴巴做了这么多事情，老师想奖励
一下小朋友的小嘴巴，请小朋友吃水果，小朋友高不高兴
呀？”

2、幼儿吃水果

教师提问：你吃的什么水果，什么味道的？

三、识字游戏

2、出示图片引导幼儿看图认字

师：图片上的小朋友在干什么？是用什么唱歌、吹气球的？

3、出示相应的字卡引导幼儿进行识字游戏

（1）幼儿看图片做动作

（2）幼儿看图片猜字



（3）请幼儿上来做动作，其他幼儿找出相应的字卡。

四、引导幼儿保护嘴巴

师：我们的小嘴巴会做这么多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保
护它，应该怎么保护呢？

1、幼儿讨论：“我们应该怎样爱护自己的嘴巴？”

2、教师：什么东西不能放进嘴巴里呢？

（1）坏苹果、发霉的食品、脏的东西都不能吃，吃了就会生
病，使人难受。

（2）坚硬的东西不能放进嘴巴里，这样就会把嘴巴戳破的。

（3）不能把手指放进嘴巴里，这样不卫生。

3、小结：嘴巴是我们人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好好爱护它，
吃完饭以后还要漱口，早晚要刷牙，才能保护好我们的小嘴
巴，如果把嘴巴伤害了，人就会很痛苦。

特别是在讨论如何保护嘴巴的环节中孩子们不但能与同伴积
极交流，还能大胆地与听课的老师们互动，思维活跃，达到
了预期的效果。

1、没能放手让孩子大胆地表达，过于包办限制了孩子语言的
发展。

2、识字的游戏的方式也有所欠缺。

在今后的活动中得加以改进，真正为幼儿提供一个敢于大胆
表达的环境，从而发展幼儿的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能力。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嘴巴教案反思篇六

1、学习用简单的画人方法画出孩子的基本外形并能大胆涂色。

2、在教师引导下，感知不同类型的甜嘴巴。

3、激发幼儿争做甜嘴巴娃娃的欲望。

1、油画棒。

2、小朋友美工用书。

3、记号笔。

4、甜嘴巴娃娃手偶造型。

（一）、出示“甜嘴巴娃娃”范例，引起幼儿兴趣。

1、师：今天请来了两位甜嘴巴娃娃，我们一起跟甜嘴巴娃娃
打个招呼吧。

2、提问：“你们猜猜我为什么叫“甜嘴巴娃娃”？

3、这两个甜嘴巴娃娃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4、教师小结。（甜嘴巴娃娃会说很多很多有礼貌的话，还会
唱歌、讲故事。）

（二）、教师示范画“甜嘴巴娃娃”。

1、画有礼貌地甜嘴巴娃娃，让幼儿说画人的步骤，教师画。

2、师：甜嘴巴娃娃不仅说话好听，唱歌、讲故事也好听。

（出示唱歌的甜嘴巴娃娃）



（三）、幼儿作画，教师巡回指导。

1、提醒幼儿用记号笔画出甜嘴巴娃娃，再用漂亮的蜡笔进行
涂色。

2、画出自己喜欢的甜嘴巴娃娃。

1、你画的是什么样的甜嘴巴娃娃？

2、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嘴巴教案反思篇七

1、通过观察，感知人、动物嘴巴的外形特征，并进行猜想。

2、能用自己的语言大胆讲述，尝试操作材料进行匹配。

3、萌发探究、发现意识，体验游戏活动的乐趣。

ppt、操作材料人手一份。

1、娃娃脸上少了什么？嘴巴有什么用？

2、谁愿意来为女孩贴上小嘴巴呢？

4、小鸡的嘴巴有什么用呢？可爱的小鸡还要出来唱歌呢，请
大家听一听。

5、我们也来学小鸡唱一唱吧。

6、扁扁嘴巴是谁的？小鸭的嘴巴有什么本领？小鸭会怎么唱
歌呢?

7、（出示三瓣嘴）这张嘴巴有点特别，是怎样的？三瓣嘴的
会是哪个小动物呢？



8、小兔自己可是不会唱歌的，你们帮他来唱一唱，好吗?

2、谁能来数数，小鸡有几只？有几张嘴巴呢？老师给每个宝
宝都准备了一份材料，请你们自己去找一找、贴一贴。（幼
儿操作，教师指导）。

都贴好了吗？和老师的大图上比一比，都帮小动物找对了吗？
小动物说，谢谢小朋友，然后结束教学活动。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嘴巴教案反思篇八

1、学习看懂图示，制作信封玩偶。

2、通过撕、贴、画等装饰技能，表现蛇、鳄鱼等大嘴巴动物
的形象。

记号笔、信封、广告纸、固体胶、图示

师：今天老师给每个小朋友都带来了一封信。（信放凳子上）

师：看看你的信里写了什么？

1、出示大图示，重点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其顺序。

2、教师边讲解图示边互动示范。

师：看看你手中的图示要做什么？我们一起做一下信封玩偶
吧。

师：记得多余的纸屑要放进筐子里面。

师：做完的小朋友去找找和你一样的好朋友。

师：在我们做手工上许多地方都有图示，我们学会看图示之
后，总结可以做手工。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嘴巴教案反思篇九

1、自主阅读绘本画面，能够看懂故事内容和情节，感受绘本
故事的有趣和好玩。

2、尝试学说一句完整的话：xx的嘴巴比yy的嘴巴大，yy的嘴巴
比xx的'嘴巴小。

1、经验准备：有过自主阅读小图书的学习经验，能够安静倾
听并理解同伴的发言。

2、物质准备：ppt教学课件；一段轻柔、舒缓的背景音乐；幼
儿人手一本小图书（或者每人2—3张核心画面）。

一、第一次翻阅画面，了解故事中的主要角色。

师：今天，我带来了一本非常好玩的小图书，我们一起来欣
赏一下吧！

师：请你们一边看、一边想，这一本小图书里面，都有谁？
它们在干什么？

师：你们能够说出这几个小动物的名字吗？

集体辨认：小鸡、小鸭、小猫、小狗、大鳄鱼、大河马。

二、第二次翻阅画面，感知并感受绘本故事情趣。

师：请你们认真想一想，这个故事里面谁的嘴巴最最大？谁
的嘴巴最最小？

三、师幼集体共读绘本故事，尝试学说完整的句子。

师：现在，我们一起跟着老师来翻看这一本电子大图书，一



边看、一边还可以学着故事里面的小动物说的话，一起来完
整地学着说一说。

（集体学说一句完整的话：xx的嘴巴比yy的嘴巴大，yy的嘴巴
比xx的嘴巴小。）

日常生活环节，教师可以组织并鼓励幼儿之间相互对比：比
较谁的小手大，谁的小手小？比较谁的小脚大，谁的小脚小？
既帮助幼儿认知自己的身体部位，同时增加小班幼儿之间的
积极、健康的互动行为。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嘴巴教案反思篇十

1、通过比比、尝尝、数数等活动，了解牙齿的一些简单的特
征工功能。

2、知道保护牙齿的方法，了解换牙的一般常识。

3、发蔚县幼儿的感官，培养探索自身奥秘的兴趣。

4、对科学活动感兴趣，能积极动手探索，寻找答案，感受探
索的乐趣。

5、培养探索自然的兴趣。

1、镜子人的手一个、食品若干。

2、牙齿模型一个，有关牙齿三兄弟(门牙、犬齿、臼齿)形状、
功能的图片。

(一)导入，引出主题;"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嘴巴里
的牙宝宝。"(二)运用感官进行探索，了解牙齿的一些简单的
特征、功能。



1、数一数(知道牙齿的数量)。

(1)"知道你嘴巴里有多少牙宝宝?让我们请镜子帮忙，照一照、
数一数。"(幼儿自己数，同伴之意相互数)(2)"你们嘴巴里上
面有几颗牙?下面呢?一共有几颗牙?"2、比一比(知道牙齿的
名称)(1)"你们嘴巴里的牙宝宝模样长得一样吗?张大你的嘴
巴看一看，比一比"。

(2)"守在门口的叫什么名字?有尖尖的头的呢?最里面肥肥胖
胖的又有什么名字?"3、尝一尝(知道牙齿的功能)"牙宝宝模
样不一样的，名字不一样，它们的本领也不一样，让我们来
尝一尝，看看它们的本领到底有什么?"给舍图片、模型小结：
现在我们小朋友嘴巴里的牙齿有差不多有20颗，每天你开口
笑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是门牙，它负责将食物咬断，门牙
旁边有尖尖的头是犬齿，它负责将食物撕碎，最里边肥肥胖
胖的叫臼齿，它负责食物过口腔的最后一关将它们完全磨碎
后吞进肚子里。

(三)了解的换牙的一般常识。

1、刚出生的婴儿有牙齿吗?你有没有的换过牙?

教师小结：刚出生的婴儿没有牙齿，这样，吃奶时就不会咬
痛妈妈的乳头了。大约长到七个月大小时，小宝宝就开始要
吃些主食了，这时，也开始长牙了。我们称它为"乳齿"，到
六岁开始换牙，新长成的称为"恒齿"，全部长成有32颗呢。

2、人会的是牙，那动物会不会的换牙呢?

丰富知识：动物也会的换牙，马和狮子一生的换一次牙，蛇
和鳄鱼则一生的是好几次牙。

(四)了解护牙的一般常识1、假如人没有牙齿会怎么样?



2、牙齿会生病吗?我们怎么样保护牙齿?

师生共同小结：当我们牙齿痛、有蛀牙时就必须去找牙医治
疗。不过最重要的是平时的保健，吃完东西要立刻刷牙、漱
口同，才不会蛀牙喔!

1、回家找资料查查还有哪些动物也要的换牙，它们一生换几
次虎?

2、看看老爷爷、老奶奶的牙，想一想为什么他们又要掉牙
了?掉了还会再长吗?

通过学习，幼儿了解了龋齿形成的原因以及对人身体的危害，
幼儿还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法，有利于养成早晚刷牙的良好
卫生习惯，收到良好的效果。整个教学活动层层递进，从材
料、形成到组织的各个环节，教师的语言以及幼儿的表现等，
都是个性化浓郁的不断激发孩子欲望的，孩子主动探索，主
动学习发现知识的一次活动。总之，是把枯燥的科学活动与
语言活动、健康活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达到了整合的目的。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嘴巴教案反思篇十一

活动目标：

1、在看看、猜猜、学学的活动中，初步认识动词：吃、唱、
喝、吹。

2、通过游戏活动，培养幼儿识字的兴趣。

3、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4、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不马虎的好习惯。

活动准备：



材料及环境创设吃、唱、喝、吹字卡人手一套。饭碗、杯子、
吹泡泡玩具各一。

活动过程：

一、引起兴趣。

二、感知认读。

1、表演吃饭。

提问：我在干什么？

想不想和“谜语大师”一起来表演？（师：我用小嘴吃吃饭，
吃吃吃，幼儿边表演边跟说）出示汉字，共同认读“吃”。

除了吃饭还可以吃什么？（幼儿边说边表演，巩固认
识“吃”）

2、表演唱歌。

提问：听到我在干什么？

幼儿共同表演并认读汉字“唱”。

3、表演喝水。

提问：这个谜语的谜底是什么呢？

幼儿共同表演，认读汉字“喝”。

小嘴还能喝什么？（幼儿边说边表演，其余幼儿跟学，巩固
认识“喝”）

4、表演吹泡泡。



提问：刚才我用小嘴干什么了？

幼儿学习表演，认读汉字“吹”。

谁能和我表演不一样的动作给大家猜？（幼儿表演，巩固认识
“吹”）逐一跟读汉字“吃、唱、喝、吹”。过渡：“谜语
大师”的谜语猜完了，可还有一些难题呢。

三、游戏。找字宝宝。

幼儿拿出字卡，师说：“我用小嘴吃吃饭，吃吃吃”，幼儿
找出“吃”字。

请个别幼儿说短句，幼儿找出相应的'汉字。

师提要求，如：“'谜语大师'口好渴呀，请你们给我喝喝
水”，幼儿找出相关汉字。

捉迷藏方法：师逐一藏掉汉字，幼儿分别找找哪个汉字不见
了，并从字卡中找出。

四、迁移小结。

1、请你们找找这四个字里的小秘密。（引导幼儿发现“口”
字旁）

2、为什么这些字宝宝都有一个“口”呢？

3、师小结，我们刚才做的动作都与嘴巴有关，所以这几个字
宝宝旁边都有一个“口”。

（结束）评析：

在当前，幼儿识字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识字活动
《有趣的嘴巴》，以游戏贯穿整个活动，轻松活泼，让孩子



在教师创设的愉悦环境中轻松学习、自然习得。

活动反思：

特别是在讨论如何保护嘴巴的环节中孩子们不但能与同伴积
极交流，还能大胆地与听课的老师们互动，思维活跃，达到
了预期的效果。

不足之处：

1、没能放手让孩子大胆地表达，过于包办限制了孩子语言的
发展。

2、识字的游戏的方式也有所欠缺。

在今后的活动中得加以改进，真正为幼儿提供一个敢于大胆
表达的环境，从而发展幼儿的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能力。

大班语言教案有趣的嘴巴教案反思篇十二

1、知识目标：初步认识大于号和小于号，并了解其含义。

2、技能目标：学习用大于号和小于号表示两个数字的大小。

3、情感目标：积极参与游戏，并能与同伴合作完成游戏。

能熟练判断10以内数字的大小。

会正确使用大于号和小于号来比较两个数的大小，并能正确
读出不等式。

1、多媒体课件。

2、布置好大嘴巴鱼和小虾的家、大嘴巴鱼图片。



3、不等式、数字卡。

一、开始部分

师幼谈话引出课题。

二、基本部分

1、游戏：“大嘴巴鱼吃虾”，学习数量多少的比较。

（1）教师讲解游戏规则并叫个别幼儿示范游戏。

（2）指导幼儿分组游戏。

2、认识大于号和小于号，并了解其含义。

（1）观看课件，认识大于号和小于号。

（2）通过计数的`方式比多少、大小。

（3）用身体动作表示大于号和小于号。

（4）看卡片上的数，判断大小。

（5）观看课件，引导发现。

（6）练习大于号和小于号的用法。

3、游戏：“找朋友”，巩固10以内数量大小的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