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大班变魔术教案(实用8篇)
高二教案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教案模板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幼儿园大班变魔术教案篇一

1、 学习听信号向指定方向跑，跑时动作比较自然、协调。

2、 在老师的提示下，向前跑时注意看前方，避免和同伴碰
撞。

3、 参加体育游戏活动，在游戏情境中增进对小动物的爱。

1、 熟悉故事《小鲤鱼找朋友》，初步理解可以和小鲤鱼玩
的朋友的含义。

2、 《小鱼游》的音乐。

1、 听音乐做小鱼游的动作，活动身体各部分。

2、 老师讲解并示范游戏的玩法与规则。

（2） 小鲤鱼还有哪些朋友？

（3） 幼儿自由讲述，教师根据幼儿讲述的内容出示相应的
卡片。

3、教师指导幼儿学玩游戏。

幼儿园大班变魔术教案篇二

在幼儿的生存履历中，从家庭到幼儿园是一次较大的情况变
迁。幼儿分开本身的爸爸、妈妈来到生疏的情况，不免缺少



平安感。同时，幼儿从“小太阳”变为群体中的一员，这种
脚色的转换请求他们转变以往的某些习性做法，学会在团体
生存中要遵照肯定的举动范例。本次系列运动旨在为幼儿实
时供给资助，使他们尽快熟习并喜好幼儿园的情况和团体生
存，带给幼儿有益的实验和生存履历，从而努力自动顺应生
存情况，实现顺遂过渡。

熟习幼儿园的情况及熟悉课堂的差别地区。

园地平安查抄

1、西席领导孩子分离参不雅运动室、盥洗室、睡房及玩具区、
饮水区。爸爸、妈妈可陪伴参不雅，相识其用处及与幼儿的
干系。

2、旁观园内情况及相识班级的地位。

3、各人分享见闻并自由运动。

熟悉本身的标志。知道在幼儿园有属于本身的工具。

每个孩子的小我私家生存物品有差别的标志。

1、带幼儿来到饮水区，熟悉本身的茶杯，相识其感化。

2、选择本身喜好的标志贴在茶杯上。

3、说一说本身茶杯的.标志是什么样的?是否喜好?

4、认标志拿本身的茶杯喝水。

5、报告孩子口渴时可自行取杯喝水。

知道幼儿园里有可爱的小动物，乐意密切它们。



豢养角里豢养小兔、鸽子等小动物，并预备动物的食品。

1、幼儿来到豢养角，看一看可爱的小动物的家。

2、摸一摸小兔、鸽子等小动物，说说本身的感受。

3、给小动物自由喂食。

1、在一样平常生存中，引诱幼儿相识幼儿园生存的根基法则，
如午休时不喧华。

2、请求家长带幼儿参不雅几所幼儿园，富厚幼儿的履历。

幼儿园大班变魔术教案篇三

教学过程：

使幼儿体验控制身体定向滚动的感觉，体验滚动的乐趣。

教学准备：

垫子若干或地毯若干，纸棒每人一根

重难点：能控制身体定向滚动

教学过程：

1.小马得儿驾。

幼儿把纸棒当小马骑在跨下跑跑跳跳。

2.纸棒骨碌滚。

比一比，谁的纸棒滚得远。



3.学做滚滚棒。

（1）纸棒会滚，谁会像纸棒这样在垫子上滚来滚去？请个别
幼儿试一试。

（2）幼儿依次仰卧在垫子上，两臂上举，两腿并拢，向同一
方向侧滚动，体会滚动的乐趣。

教学延伸：

滚动较熟练时，可用几条毛巾，靠垫做成障碍，使幼儿用力
滚过去。

反思：

幼儿的`胆子比较小，不敢将两臂上举，教师应鼓励幼儿用正
确的姿势滚，而且要要求幼儿向右滚动和向左滚动都要练习。

幼儿园大班变魔术教案篇四

幼儿园托班社会教案：噘嘴巴嘟嘟

活动目标：

1、通过欣赏故事，知道快乐的表情大家都喜欢。

2、愿意与同伴一起分享玩具，感知与同伴一起玩的快乐。

活动准备：

1、幼儿用书。

2、小洋娃娃一个。

活动过程：



一、通过语言，引出主题。

1、教师：小朋友，你会噘嘴巴吗？

2、让小朋友自己做做噘嘴巴的.动作，再让大家相互看看噘
嘴巴的样子。

3、教师：你喜欢噘小嘴巴吗？噘小嘴巴好看吗？下面我们宝
宝们讲一个故事“小噘嘴巴”。

（2）玩具象、小蜜蜂和玩具熊喜欢嘟嘟的噘嘴巴吗？

（3）后来，嘟嘟怎么样了？

三、引导幼儿讨论：

1、小朋友要大人抱好不好？不让别人碰自己的玩具好不好？
常常噘嘴巴好不好？

2、使幼儿知道：小朋友长大了，不能再让大人抱了，噘嘴巴
的孩子别人不喜欢。

四、音乐活动“小娃娃”。

1、教师：今天，我们班来了一位洋娃娃，大家一起唱歌，这
位小朋友表演好后将洋娃娃送给另一个小朋友，大家再唱
歌……让幼儿体验大家一起玩的快乐。

故事：

有个叫嘟嘟的小娃娃整天噘着小嘴巴。他总让妈妈抱，不然
就噘起小嘴巴。小朋友碰一下他的玩具，他就又噘起小嘴巴。

玩具象说：“你的嘴巴总是噘着，像个小喇叭，让我来吹
吹！”小蜜蜂说：“你的嘴巴总是噘着，像朵喇叭花，让我



来采蜜吧！”玩具熊说：“你只要不噘嘴巴，大家都会喜欢
你！”

嘟嘟笑了。小朋友和玩具动物都愿意和他一起玩了。

幼儿园大班变魔术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演唱歌曲进一步加深对常见水果名称的了解。

2、能够和感受音乐节奏的起伏，学唱歌曲，并随之身体律动

3、初步学习进行简单的歌词创编。

活动准备：

1、幼儿对常见水果已有初步了解。

2、钢琴伴奏《水果歌》

3、水果图片：苹果、菠萝、西瓜(草莓、葡萄、樱桃、香蕉
等)

活动过程：

一、引入

师：今天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新朋友(出示图片)大树哥哥。
可是大叔哥哥说：我啊觉得很孤单呢!你们看，我的身上只有
绿色的叶子，看起来呀空荡荡的。小朋友们，请你们给我找
个伴儿吧!顾老师后来发现了，原来大树哥哥有很多的弟弟妹
妹，他们都是一些可爱的水果宝宝。那现在顾老师要来唱首
歌，请小朋友们竖起耳朵听一听，第一个出现的什么水果宝



宝。

二、活动过程

师唱第一遍：苹果的歌。

师：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听到刚才老师歌里唱的是什么水果宝
宝呢?

幼：西瓜。

师：对啦!我们看到第一出现的是苹果宝宝(出示图片)，苹果
宝宝来和大树哥哥做伴了(把西瓜图片贴在大树上)。那小朋
友和老师一起来唱一遍吧!

师唱第二遍：西瓜的歌，并将图片贴在大树上。

师：刚刚我们帮大树哥哥找到了他们的好朋友：苹果宝宝和
西瓜宝宝。现在老师要请出大树哥哥的第三个好朋友啦!这次
还是要请小朋友竖起耳朵好好听听，第三个出现的是什么水
果宝宝呢!

师唱第三遍：菠萝的歌

师：这次出现的是什么水果宝宝呢?

幼：菠萝

师：顾老师知道我们班也有一个小朋友叫菠萝，请她来和我
们一起唱一唱吧!

师：现在顾老师知道，我们的小朋友都有点儿听累了，那我
们就来一起跟着音乐跳跳舞吧!

(教授幼儿动作，强调后段歌词重复时，手能够随着音调起伏



而改变高度。)

师：刚才我们帮大树哥哥找了三个好朋友，分别是什么宝宝
呢?

幼：苹果宝宝、西瓜宝宝、菠萝宝宝

师：那我们现在请小朋友来唱一唱他们自己的喜欢的水果吧!

(请幼儿说说自己喜欢的水果，并随着歌声做动作)

三、结束

幼儿园大班变魔术教案篇六

(二)、给梨子编儿歌。

1、什么水果黄黄的?

2、幼儿回答。梨子黄黄的。(教师出示对应黄圆形图片、黄
梨子图片)。

3、教师结合黑板图片，根据苹果的句式把关于梨子的儿歌完
整说一遍。

4、请幼儿把刚才编的儿歌连起来念一遍：什么水果红红的?
苹果苹果红红的。什么水果黄黄的?梨子梨子黄黄的。

三、游戏：大声小声游戏。

1、我大声提问题，你们小声回答;

2、再来一遍这样的游戏，我小声提问题，你们大声地回答。

四、给西瓜编儿歌。



1、西瓜说：小朋友们，请你们快点来帮我也编一首像苹果和
梨子那样好听的儿歌好吗?

2、请个别幼儿根据苹果的排列把西瓜的图片出示出来，并完
整读一遍。

五、给葡萄编儿歌。

1、什么水果紫紫的?

2、幼儿回答。葡萄紫紫的。(教师对应紫圆形图片、红苹果
图片)

3、师幼对答：什么水果紫紫的?葡萄葡萄紫紫的。

4、我这首儿歌还没有名字了，我们给它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好
吗?

小结：小朋友们，我们认识了许多的水果和颜色，也编了一
首儿歌。我们大家一起用好听的声音把儿歌来念一念吧。

六、引导幼儿创编儿歌《水果歌》

1、生活中还有许多好吃的水果，它们也想和你们成为好朋友，
它们都是什么水果，什么颜色吗?指幼儿说。

七、活动延伸

小朋友们，回家找找水果，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编儿歌吧!

幼儿园大班变魔术教案篇七

知识目标：

1．理解识记词语（略）。



2．初步了解一些说明文的知识，掌握有条理地说明事物和举
例说明的方法。

3．了解什么是物候和物候学以及研究物候学的意义。

能力目标：

1．训练做读书摘要的能力。

2．训练生动形象进行口头描绘景物的能力。

情感目标：

激发热爱大自然、热爱科学、钻研科学的热情和兴趣。

一、课文主旨

文章通俗生动地介绍了物候学研究的对象，物候学现象来临
的有关因素以及研究物候学的意义与知识，提倡进一步加强
物候观测和研究促进农业生产的大丰收。

二、段落结构

本文作者围绕物候这个中心介绍了四个方面的问题，课文因
此也可划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l—3），说明什么是物候、物候学及其研究对象。

第二部分（4—5），说明物候研究对于农业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6—10），逐项说明影响物候现象来临的各个因素。

第四部分（11—12），说明研究物候学的意义。

三、层次分明的结构顺序



文章首先从一年四季的物候变化谈起，用短短百十来字，描
写了春夏秋冬四季更迭的情况，既生动形象，又高度概括，
自然引起读者的兴趣，使人对物候学有了直观的认识。接着，
作者再以具体现象作例，以“草木荣枯，候鸟去来”和“花
香鸟语，草长莺飞”这样典雅而富有概括性的语言，告诉读
者，这些“都是大自然的语言”。在此基础上，第三段，作
者从古代到近代，从起源到发展，从知识到科学，自然引出
什么是物候、什么是物候学等问题。这就是由表及里的说明。
第四、五段，话题引到农业上，以具体事例说明物候学对于
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两段实际上与文章最后形成了照应。
文章接着谈决定物候现象来临的四个因素：纬度、经度、高
下差异和古今差异。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四个因素的影响
程度大小不等，由大到小，依次排列，有条有理；一个设问
句下有“首先”“第二”“第三”“此外”等连接词，使这
一部分层次清楚。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问题，都有举例，
这样文章就有说服力，也容易让人明白。文章最后两段，说
明物候学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首先”“对于”“还
可以利用”“也可以利用”四层意思，有轻有重，突出了物
候学在四个方面对于农业的重要意义。最后，再次突出“大
自然的语言”，与课文第一部分照应。全文条理分明，介绍
的物候学知识通俗易懂，给人深刻的印象。

四、科学性与趣味性的结合

教案《新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大自然的语言》教案二》，
来自网！

用优美词语、描写性语句和修辞手法，使本来枯燥的事情变
得生动形象。总之，这是一篇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很强
的科普佳作。

五、生动的说明和典雅的用词

开头一段将大自然一年四季的物候景观写得生动形象，这是



一种描写的方法，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四季风景画。“大
地”“苏醒”是拟人的笔法，再用“冰雪融化，草木萌发，
各种花次第开放”两个结构相同的四字句配以一个长句，具
体描述大地的“苏醒”，同时给人一片扑面而来的春
色。“次第”用得非常典雅。“燕子”是“翩然归来”，活
泼伶俐的小燕子的形象一下子就浮现在眼前。变黄的树叶在
秋风中是“簌簌”地落下来，有声有色，让人如闻其声，如
见其景。此外，“北雁南飞”“田间草际”“销声匿
迹”“衰草连天”“风雪载途”等词语，典雅、简练、生动，
富有表现力，如一个个电影镜头。“迎接风雪载途的寒冬”
又是拟人的手法，把大自然写活了，为下文用另一个拟
人“大自然的语言”做准备。最后，作者用“年年如是，周
而复始”八个字概括这一段的四季更替情况，极其简洁。总
之，作者在第一段运用的优美词语，美不胜收，使人目不暇
接，以这些优美词语为主，又构成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画面，
简直像一篇写景散文的开头。第二段的“草木荣枯，候鸟去
来”和“花香鸟语，草长莺飞”两组词，一句四字，极其概
括、雅致，文气扑面。这一段更让人注意的是拟人手法的运
用：“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赶快耕地”“桃花开
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
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三句话中“传语”“暗示”“唱
歌”把大自然中无比丰富的物候写活了。这样写的效果，是
大大加强了说明的生动性，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六、抓住重点进行教学的有关建议

本文的学习重点是概括要点和学习语言，必须扣住这两个重
点进行教学。概括要点就是通过学习课文，使学生能够用课
文中的话或自己的话概括文章有关的内容要点，比如，什么
是大自然的语言，什么是物候，什么是物候学，影响物候的
因素有哪些，物候观测对于农业有什么意义，等等。学过本
文之后，对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要使学生能够用一两句话
概括出来。而学习本文的语言，主要是学习本文生动优美的
语言，特别是第一、二段描写四季景象的语言，要指导学生



把它们积累下来，并学会运用。

《大自然的语言》教学设计示例1

一、导入新课

由复习学过的文体导入说明文学习。

二、通读全文，概括内容

学生自读课文后议论回答，然后教师明确：本文给我们介绍
了有关物候的知识及研究它的意义。

三、划分结构层次，理解本文说明的条理性

1．本文围绕着物候这个中心给我们介绍了哪些方面的知识？
全文可划分为几部分？

学生讨论，教师指名回答，然后教师归纳总结：本文作者围
绕物候这个中心给我们介绍了四个方面的问题，课文因此也
可划分为四部分。(略)

2．再问：以上四个部分的说明采用了什么样的顺序？

3．请大家快速阅读第三部分“决定物候来临的因素”，作者
是按照什么顺序来说明的？

学生讨论回答，教师小结。课文在说明决定物候现象来临的
四个因素时，是按照由主到次的说明顺序来安排的，在行文
上使用了“首先”、“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
素”。“此外”等词语。

教师提示：我们读一部小说，总是先读到前面的“提要”。
提要是对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内容全貌做极为简要和概括的
说明。有时我们还经常读到摘要。摘要，顾名思义就是对原



文的要点进行摘录。写摘要和写提要有相同的地方，即都是
抓住要点，写成文章。不同的地方是提要用自己的语言对原
作的内容全貌作简要的概括说明，而摘要却是在不损害原作
内容的前提下，摘录原作的要点，将原作的主要内容准确地
按原作的顺序写出来，不掺进自己的观点和评论，但为使上
下文连续，可适当加上一些词语，原文有的句子太长可取其
主要成分。

学生写完以后，教师把预先准备好的投影仪展示出来，供学
生参考。(略)

四、总结

说明文是以说明为主，向人们介绍事物本质特点的一种文体。
写说明文应按照一定的顺序，使文章有条理性。《大自然的
语言》这篇说明文向我们介绍的是物候学的知识，本文从具
体、生动的物候景象说起，条理分明地说明了物候现象的特
征、成因和意义。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检查作业。叫学生回答上节课布置的作业。

二、理解本文说明的生动性

1、请三位同学分别朗读前三段课文。

2、理解题目的含义。问：“大自然的语言”指什么？课文为
什么以此为题？

学生讨论，回答。第二段结束时说：“这样看来，花香鸟语，
草长营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第三段开头又说：“这些



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可见“大自然
的语言”是指“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物候现象。作者将
丰富多彩的物候现象比做大自然的语言，显得形象生动。课
文以“大自然的语言”为题，作者是经过一番认真构思的。
首先在课文第二段中有“传语”、“暗示”、“唱歌”等词
语，将大自然人格化了，生动含蓄地揭示了物候现象对于农
业生产的重要作用。其次，“大自然的语言”概括了丰富多
彩的物候现象，给人以形象生动的印象。说明抽象深奥的物
候学知识，从生动丰富的自然现象说起，精彩动人地展示出
一幅四季风景图，使人容易对其产生兴趣，也符合人们由表
及里认识事物的过程。

3、理解课文生动形象说明事物

幼儿园大班变魔术教案篇八

目标：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愿意学讲故事中的对话。

准备：1、图片。2、故事磁带。

过程：

1、倾听理解故事1―2段。

――出示一条小金鱼的形象，问：它是谁呀？它在看什么、
想什么？引出故事。

――学说小金鱼、小鸡、小鸟之间的对话。

2、观察图片，最后，小金鱼找到了谁做朋友，它们是怎么说
的。为什么它们能成朋友？

3、教师再一次结合图片完整地讲一遍故事。



附：小金鱼找朋友池塘里有一条小金鱼在游来游去，想找好
朋友。游啊游，看到岸上有一只小鸡，他对小鸡说：“小鸡
小鸡，我们一起玩，好吗？”小鸡说：“对不起，我不会游
泳，你找别人吧！”

小金鱼又游啊游，看到一只小鸟在天上飞，他对小鸟
说：“小鸟小鸟，我们一起玩，好吗？”小鸟说：“对不起，
我不会游泳，你找别人吧！”小金鱼嘟着嘴又游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