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动物的雨伞语言教案 中班语言教案
动物的雨伞(实用8篇)

中班教案有助于教师提前思考，为教学提供有条不紊的指导。
接下来是一些高中教案的案例分享，供教师们参考和借鉴，
希望能够对大家的教学起到一定的帮助。

动物的雨伞语言教案篇一

1、理解诗歌的内容，感受诗歌有趣的情感。

2、学习飞、跳、钻、爬等动词，能用动作表现。

3、能结合生活经验大胆想象，为小动物寻找雨伞，尝试续编
儿歌。

重点：理解诗歌内容，并能有表情地朗诵。难点：为小动物
寻着合适的伞，并能创编儿歌。

1小鸟、小兔、小鸡、青蛙、蝴蝶、蚂蚁、图片。森林背景图
片

2、图文结合的儿歌字卡。

一、谈话导入活动

——今天老师要带你们去一个美丽的地方。（出示森林背景
图）看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你知道这是哪里？（森林
里）。你看到森林里有哪些小动物呢？幼儿讲述。

——下雨的时候我们常常用伞来避雨，那么，森林里的小动
物们也要避雨，它们把什么当做伞呢？请你跟旁边的小朋友
说说。



——幼儿讨论小动物避雨的方法。

二、引导幼儿学习儿歌

1、出示小鸟的图片

——哗啦，哗啦。下雨了（出示字卡），小动物都急着要去
找避雨的地方。（出示小鸟的图片）小鸟会到哪里去避雨呢？
（幼儿凭经验讲述。）

——小鸟飞到大树上去避雨，（把小鸟的图片移到大树下。）
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小鸟找的这把伞可真大，谁来给大伞取个名字？（引出
大树伞。）

——和幼儿一起朗读：小鸟飞到大树上，大树伞！同时出示
图文结合的字卡

2、教师做小兔跳的动作

——谁也急着去找避雨的地方？小兔

——小兔会想什么办法躲雨呢？（幼儿猜测，引出蘑菇伞。

——你们想的办法真多，我们一起来看看小兔到底找到什么
当雨伞的'？

——小兔跳呀跳呀，跳到了蘑菇下。原来小兔子找到的是蘑
菇伞。（移动小兔的图片到蘑菇下）

——我们一起来学学小兔跳的动作

——小兔跳到蘑菇下，蘑菇伞！并出示相应的字卡，一起朗
读



3、教师学小鸡的叫声

——叽叽叽，谁也要去避雨了？

——想想小鸡会用什么当伞呢？（幼儿讲述）。

——小鸡跑到妈妈的身边，钻到了妈妈的翅膀下，（把小鸡
的图片移到妈妈的翅膀下），小鸡找到的是什么伞？（妈妈
伞）

——我们一起来学学钻的动作。

——和幼儿一起朗读：小鸡钻到妈妈的翅膀下，妈妈伞。并
出示相应的字卡。

三、教师示范朗诵，幼儿学习朗诵诗歌。

——小动物都有了一把伞，真高兴。老师把它们找伞的事编
成一首好听的儿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教师指着图文结合的儿歌示范朗诵。

哗啦，哗啦，下雨了，

小鸟飞到大树上，大树伞！

小兔跳到蘑菇下，蘑菇伞！

小鸡钻到妈妈的翅膀下，妈妈伞！

大家都有一把伞！

——提问：这首儿歌好听吗？他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动
物的雨伞》（出示字卡）幼儿一起朗读题目。



——那我们一起看着图来跟着老师把这首好听的儿歌来读一
遍。

——分几种形式朗读儿歌

四、创编儿歌

——根据幼儿的回答，引导幼儿续编：并和幼儿一起朗读。

——和幼儿一起朗读儿歌。

五、结束活动

小朋友们帮小动物们都找到了雨伞，那还有什么可以当小动
物的雨伞呢？我们一起到外面去找找。

活动延伸：

1、引导幼儿将儿歌的内容用图片和文字结合做成小书。

2、引导幼儿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儿歌内容。

动物的雨伞语言教案篇二

1、理解诗歌内容，感受诗歌有趣的情感，加深对小动物的喜
爱之情。

2、启发幼儿结合生活经验大胆想象，激发幼儿热爱大自然。

3、学习动词：爬、飞、举、钻。

活动准备

1、图片：燕子、大树、蚂蚁、蘑菇、青蛙、荷叶等



2、课件活动过程

1、课件演示

（1）请幼儿说说这是什么地方？有谁？忽然怎么了？他们该
怎么躲雨呢？

（幼儿相互讨论，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

（2）燕子想了一个什么好办法？是怎么做的？

（通过共同探讨，选定动词飞，师生边念诗句边学一学飞的
动作）

（3）燕子飞到大树上，大树成了什么呢？

（在师生一起表演的过程中，引导幼儿给燕子的雨伞起个
名―大树伞）

（4）教师贴上小图片，并请幼儿想一想、试一试这句话可以
怎么说呢？

（引导幼儿编一编：燕子飞到大树上，大树伞）

2、蚂蚁和青蛙想了什么办法是怎么做的呢？

（引导幼儿通过共同探讨选定动词：爬、举，师生共同表演，
并引导幼儿用诗歌的'句式来编一编。）

3、启发幼儿想一想：

这几个小动物的雨伞相互交换一下行不行？为什么？

（引导幼儿相互讨论，发现动物各自的特点和本领）



4、你们看谁又来了？（小鸡和瓢虫）下雨了，如果你是小鸡
或瓢虫你会怎么办？

5、你们看还有谁？（乌龟和松鼠）

（幼儿大胆发表自己的想法）

7、请幼儿说一说他们想的是什么办法？进行表演。

（引导幼儿知道这两种动物的特点和本领）——叶子是小蚂
蚁的雨伞。"——大树是蚂蚁的雨伞。"——小草是蚂蚁的雨
伞。"——小蝴蝶的雨伞是什么呢？"（小花是蝴蝶的雨伞）

1、欣赏教师念诗歌一遍请幼儿给诗歌起个好听的名字。

2、幼儿看图谱学念诗歌一遍，重点能正确念好动词。

3、幼儿边学念诗歌边表演动作一遍。

附：《动物的雨伞》

哗啦，哗啦，下雨了；燕子飞到树枝上，大树伞！

蚂蚁爬到蘑菇下，蘑菇伞！

青蛙举起了荷叶，荷叶伞！

小鸡钻进妈妈的翅膀，妈妈伞！

瓢虫飞到花瓣下，花瓣伞！

乌龟和松鼠找不到雨伞，真着急！

嘿！小甲壳、大尾巴不就是最好的雨伞吗！



动物的雨伞语言教案篇三

嘉善县杜鹃幼儿园执教：钱洁

《动物的雨伞》是一首充满童趣的诗歌，它是我自行创编而
成的。诗歌运用质朴的语言，分别描绘了燕子、蚂蚁、青蛙、
小鸡、瓢虫、乌龟、松鼠这些小动物在遇到下雨时，开动脑
筋想出的各种躲雨好办法，这些小动物恰似一群天真、活泼、
好动的孩子，充满了无限的欢乐和生机，这样的内容无疑是
幼儿熟悉和喜爱的。在自行创编诗歌过程中我汲取了有丰富
经验的老师的建议，使自编的诗歌表现出句式整齐、生动浅
显，音韵和谐的特点。

《幼儿园指导纲要（试行）》中提出“要为幼儿创造一个自
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语言能力是在运用的过程中
发展起来的，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说、
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

因此诗歌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法，使活动在活泼、愉快、轻
松的气氛中进行，通过讨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平等的
进行交流，并根据诗歌的特点，多层次、多形式地引导幼儿
主动的学习，并使幼儿体验其中快乐、趣味的感受，始终把
教学的落脚点立足在培养幼儿创新意识和主动、快乐的学习
上。

附：自编诗歌――《动物的雨伞》

哗啦，哗啦，下雨了；

燕子飞到树枝上，大树伞！

蚂蚁爬到蘑菇下，蘑菇伞！

青蛙举起了荷叶，荷叶伞！



小鸡钻进妈妈的翅膀，妈妈伞！

瓢虫飞到花瓣下，花瓣伞！

乌龟和松鼠找不到雨伞，真着急！

嘿！小甲壳、大尾巴不就是最好的雨伞吗！

1、在看看、想想、说说、做做的过程中，理解诗歌的内容，
感受诗歌有趣的情感；并启发幼儿结合生活经验大胆想象。

2、理解并学做动词：爬、飞、举、钻。

3、激发幼儿热爱大自然，加深对小动物的喜爱之情，培养幼
儿遇到问题勇于创新的精神。

1、燕子、大树、蚂蚁、蘑菇、青蛙、荷叶等小图片。

2、flash课件一份。

（一）、看看、想想、说说、做做，理解诗歌内容。

1、（播放flash课件的片头）

请幼儿说说这是什么地方？有谁？忽然怎么了？他们该怎么
躲雨呢？（幼儿相互讨论，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之后播放这
一段课件。）

动画片里的燕子想了一个什么好办法？是怎么做的？（通过
共同探讨，选定动词飞，师生边念诗句边学一学飞的动作）

燕子飞到大树上，大树成了什么呢？（在师生一起表演的过
程中，引导幼儿给燕子的雨伞起个名―大树伞）

教师贴上小图片，并请幼儿想一想、试一试这句话可以怎么



说呢？（引导幼儿编一编：燕子飞到大树上，大树伞）

2、蚂蚁和青蛙想了什么办法是怎么做的呢？（引导幼儿通过
共同探讨选定动词：爬、举，师生共同表演，并引导幼儿用
诗歌的句式来编一编。）

3、引导幼儿想一想：这几个小动物的.雨伞相互交换一下行
不行？为什么？（引导幼儿相互讨论，发现动物各自的特点
和本领）

4、你们看谁又来了？（小鸡和瓢虫）

下雨了，如果你是小鸡或瓢虫你会怎么办？

播放课件后，请幼儿尝试用句式编，并在表演的过程中共同
讨论给动物的雨伞起个有趣的名字。

5、你们看还有谁？（乌龟和松鼠）

师：他们找不到雨伞真着急，忽然他们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
法，不用靠别的东西，你们知道是什么办法吗？（幼儿大胆
发表自己的想法）

播放剩余的课件，请幼儿说一说他们想的是什么办法？进行
表演。

提问：小乌龟为什么能用壳挡雨？小松鼠的尾巴为什么当雨
伞？如果小乌龟用尾巴挡雨行吗？（引导幼儿知道这两种动
物的特点和本领）

（二）、学习诗歌

1、完整欣赏教师念诗歌一遍，请幼儿给诗歌起个好听的名字。
（根据幼儿的多种回答，选择一较合适的名字为题目）



2、幼儿看图谱学念诗歌一遍，重点能正确念好动词。

3、幼儿边学念诗歌边表演动作一遍。

4、师生（教师做“雨伞”，幼儿做各种“动物”）边表演边
学念诗歌，体验主动学习的快乐感受（集体、分组等方式）。

（三）、自然结束。

动物的雨伞语言教案篇四

1、理解诗歌内容，感受诗歌有趣的情感。

2、能结合已有生活经验，大胆想象小动物的各种雨伞，并尝
试仿编诗歌。

课件、图谱、小图书。

1、播放课件第一段，师：今天天气真好，小动物们都出来玩
了，看看有谁?

2、播放下雨的场景，师：哎呀!怎么了?小动物们该怎么办
呢?它们会怎么躲雨呢?

(引入部分我以“轰隆隆的雷声设疑，突然发生了什么事，小
动物们该怎么办?”引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课件中声像结
合，画面忽明忽暗，雷声忽大忽小，具有生动、形象、富于
吸引力和感染力的特点，能很快引起幼儿相关经验，达到活
动开始，兴趣亦生的效果。)

1、播放小燕子躲雨片段。

(1)讨论并欣赏课件。



师：小燕子在雨中怎样?飞(我们一起来飞飞看)

它会飞到哪里去躲雨了?

让我们看看，它到底飞到哪里?(树枝上)

哇，小燕子找到的这把伞可真大，谁给它的大伞取个名
字?(引出大树伞)(燕子飞到树枝上，大树伞。)

2、播放蚂蚁、小鱼躲雨片段。

(1)讨论并欣赏课件。

师：看看，谁又来了?(蚂蚁和青蛙)

它们会想什么办法来躲雨呢?请小朋友猜猜看看?

你们想的办法真多，现在我们来看看，它们到底找到了什么
地方躲雨?我们也用刚才的办法来说一说。(蚂蚁爬到蘑菇下，
蘑菇伞!……到荷叶下，荷叶伞!)

3、播放小鸡躲雨片段。

(1)讨论并欣赏课件。

师：叽叽叽叽谁来了?它会怎么躲雨?

小鸡躲到了哪里我们一起来看看?(小鸡钻进妈妈的翅膀，妈
妈伞!)来涂老师来当鸡妈妈，你们来当小鸡钻钻看。

4、播放乌龟和松鼠躲雨片段?

(这个环节是活动的重点部分，通过课件展示，层层递进、师
幼互动，每一句都有不同的学习任务，及时组织问答，引导
幼儿进行归纳与整理儿歌的内容。课件中小动物的动作，也



让幼儿更具体、形象的理解动词。)

1、师根据图谱完整朗诵诗歌一遍。

师：小动物们都找到了躲雨的伞，我真为它们高兴，涂老师
还想把它们找伞的故事编成一首好听的儿歌，你们想吗?一块
来听听吧。

2、学念诗歌一遍，重点能正确念好动词。

师：你们想试试吗?

3、“找图片”游戏，复习巩固儿歌。

4、这首诗歌还没有题目呢，谁来帮它取个好听的名字?这首
诗歌主要说了什么?(雨伞)都是谁的雨伞?(小动物)那我们可
以把它叫《动物的雨伞》。

(这一环节通过儿歌图谱，引导幼儿学习完整地朗诵。)

2、幼儿想象并用儿歌中的句型仿编诗歌。

a、介绍操作材料。

b、幼儿分组操作仿编诗歌。

c、互相交流自己仿编的诗歌。

如：瓢虫飞到花瓣下，花瓣伞!

蜗牛爬进贝壳里，贝壳伞。

毛毛虫爬到树叶下，树叶伞。

小鱼游到石头下，石头伞。



小熊跑进山洞里，山洞伞。

(这一环节是活动的难点，通过播放课件结束部分，开放式的
提问：还有许多小动物没有伞?怎么办呢?你们可以帮助它们
吗?帮助幼儿唤起已有经验，激发幼儿主动参与讨论、交流的
兴趣，营造宽松、活跃的课堂氛围，极大地调动了幼儿说话
的欲望和积极性，引导幼儿尝试运用已有经验创编儿歌。)

1、操作组：投放故事盒、小动物，让幼儿操作仿编诗歌。

2、图谱：投放图谱、小动物图片，让幼儿根据图谱进行创编
诗歌。

3、画册：投放小画册，让幼儿根据画册内容朗诵诗歌。

动物的雨伞语言教案篇五

设计意图：

《动物的雨伞》是一首充满童趣的诗歌，它是我自行创编而
成的。诗歌运用质朴的语言，分别描绘了燕子、蚂蚁、青蛙、
小鸡、瓢虫、乌龟、松鼠这些小动物在遇到下雨时，开动脑
筋想出的各种躲雨好办法，这些小动物恰似一群天真、活泼、
好动的孩子，充满了无限的欢乐和生机，这样的内容无疑是
幼儿熟悉和喜爱的。在自行创编诗歌过程中我汲取了有丰富
经验的老师的建议，使自编的诗歌表现出句式整齐、生动浅
显，音韵和谐的特点。

《幼儿园指导纲要（试行）》中提出“要为幼儿创造一个自
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语言能力是在运用的过程中
发展起来的，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说、
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

因此诗歌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法，使活动在活泼、愉快、轻



松的气氛中进行，通过讨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平等的
进行交流，并根据诗歌的特点，多层次、多形式地引导幼儿
主动的学习，并使幼儿体验其中快乐、趣味的感受，始终把
教学的落脚点立足在培养幼儿创新意识和主动、快乐的学习
上。

一、活动目标

1、在看看、想想、说说、做做的过程中，理解诗歌的内容，
感受诗歌有趣的情感；并启发幼儿结合生活经验大胆想象。

2、理解并学做动词：爬、飞、举、钻。

3、激发幼儿热爱大自然，加深对小动物的喜爱之情，培养幼
儿遇到问题勇于创新的精神。

4、愿意分角色表演简单的故事情节。

5、参与阅读与讨论，体验故事的奇特与幽默，初步了解故事
中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进一步激发阅读图书的兴趣。

二、活动准备

1、燕子、大树、蚂蚁、蘑菇、青蛙、荷叶等小图片。

2、flash课件一份。

三、活动预定过程

（一）看看、想想、说说、做做，理解诗歌内容。

1、（播放flash课件的片头）

请幼儿说说这是什么地方？有谁？忽然怎么了？他们该怎么



躲雨呢？（幼儿相互讨论，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之后播放这
一段课件。）

动画片里的燕子想了一个什么好办法？是怎么做的？（通过
共同探讨，选定动词飞，师生边念诗句边学一学飞的动作）

燕子飞到大树上，大树成了什么呢？（在师生一起表演的过
程中，引导幼儿给燕子的雨伞起个名―大树伞）

教师贴上小图片，并请幼儿想一想、试一试这句话可以怎么
说呢？（引导幼儿编一编：燕子飞到大树上，大树伞）

2、蚂蚁和青蛙想了什么办法是怎么做的呢？（引导幼儿通过
共同探讨选定动词：爬、举，师生共同表演，并引导幼儿用
诗歌的句式来编一编。）

3、引导幼儿想一想：这几个小动物的雨伞相互交换一下行不
行？为什么？（引导幼儿相互讨论，发现动物各自的特点和
本领）

4、你们看谁又来了？（小鸡和瓢虫）

下雨了，如果你是小鸡或瓢虫你会怎么办？

播放课件后，请幼儿尝试用句式编，并在表演的过程中共同
讨论给动物的雨伞起个有趣的名字。

5、你们看还有谁？（乌龟和松鼠）

师：他们找不到雨伞真着急，忽然他们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
法，不用靠别的东西，你们知道是什么办法吗？（幼儿大胆
发表自己的想法）

播放剩余的课件，请幼儿说一说他们想的是什么办法？进行
表演。



提问：小乌龟为什么能用壳挡雨？小松鼠的尾巴为什么当雨
伞？如果小乌龟用尾巴挡雨行吗？（引导幼儿知道这两种动
物的特点和本领）

（二）学习诗歌

1、完整欣赏教师念诗歌一遍，请幼儿给诗歌起个好听的名字。
（根据幼儿的多种回答，选择一较合适的名字为题目）

2、幼儿看图谱学念诗歌一遍，重点能正确念好动词。

3、幼儿边学念诗歌边表演动作一遍。

4、师生（教师做“雨伞”，幼儿做各种“动物”）边表演边
学念诗歌，体验主动学习的快乐感受（集体、分组等方式）。

（三）自然结束。

附：自编诗歌――《动物的雨伞》

哗啦，哗啦，下雨了；

燕子飞到树枝上，大树伞！

蚂蚁爬到蘑菇下，蘑菇伞！

青蛙举起了荷叶，荷叶伞！

小鸡钻进妈妈的翅膀，妈妈伞！

瓢虫飞到花瓣下，花瓣伞！

乌龟和松鼠找不到雨伞，真着急！

嘿！小甲壳、大尾巴不就是最好的雨伞吗！



活动反思：

在活动中，我是通过集体讨论、小组演示来组织活动的，并
运用课件演示法、启发提问法让幼儿在看一看、听一听、动
一动、玩一玩中突破了活动的重难点。整个活动以幼儿为主
体，他们通过多种感官参与法、动手操作法进行学习，在轻
松的.氛围中表现自己，提高了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及对诗歌
美的――感受力。

由于本次活动加入了课件教学及动手操作的环节，能更好的
调动幼儿的积极性，能使幼儿更直观的学习诗歌的内容。教
师有目的的提问引导，让幼儿的活动思路更加明确，学习效
果会很好。在动手操作环节，给幼儿提供了自由表达及与同
伴交流合作的机会。能使幼儿在边玩边学中巩固了学习的知
识，培养了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及小组中相互关心、帮助、
合作的情感。由于幼儿年龄小，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所以在
活动中个别幼儿容易被周围事物影响，出现溜号现象。我会
通过有意识的引导、提问，将幼儿带入活动中，使全体幼儿
都能很好的进行活动。

因此诗歌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法，使活动在活泼、愉快、轻
松的气氛中进行，通过讨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平等的
进行交流，并根据诗歌的特点，多层次、多形式地引导幼儿
主动的学习，并使幼儿体验其中快乐、趣味的感受，始终把
教学的落脚点立足在培养幼儿创新意识和主动、快乐的学习
上。

动物的雨伞语言教案篇六

1、理解诗歌的内容，并能有表情地朗诵诗歌。

2、能结合生活经验大胆想象，为小动物寻找雨伞，尝试续编
儿歌。



重点：理解诗歌内容，并能有表情地朗诵。难点：为小动物
寻着合适的伞，并能创编儿歌。

雨、小鸟、蚂蚁、小鸡、青蛙图片；ppt

谈话导入活动

教师操作ppt一一出示动物形象及动态。（小鸟飞来了，蚂蚁
爬出来了，青蛙跳出来了，小鸡和鸡妈妈也来了）

3、你找找森林里小动物能用什么当雨伞来遮雨呢？（提示幼
儿说出大树，蘑菇等）大树可以当雨伞，我们给大树起个好
听的名字，叫什么伞？（大树伞等）

二、感知理解诗歌

1、有一首诗歌讲的就是小动物找伞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听一
听。

哗啦，哗啦，下雨了，

小鸟飞到大树下，找了一把大树伞！

蚂蚁爬到蘑菇下，找了一把蘑菇伞！

青蛙跳到荷叶下，找了一把荷叶伞！

小鸡钻到妈妈的翅膀下，找了一把翅膀伞！

大家都有一把伞！

提问：1、小动物们都找到了什么伞？追问：是怎么到大树下
的？用了一个什么动作？

根据幼儿回答操作ppt将动物的图片移到相应伞下，并用完整



诗句回应。我们一边学一学小鸟飞的动作，一边把这一句说
一说。

2、还有什么小动物，找到了什么伞？

教师根据幼儿回答边演示ppt边完整说出：蚂蚁爬到蘑菇下，
找了一把蘑菇伞。我们一边学蚂蚁爬一边来说说这一句。

教师操作ppt，完整复述小鸡钻进妈妈的翅膀下，找了一把翅
膀伞。

三、教师再次示范朗诵，幼儿学习朗诵诗歌。

1、教师再次朗诵诗歌。

我们来听听看，你们是不是帮小动物们都找到伞了。

2、师幼共同朗读诗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小动物们找到的伞。

根据幼儿所说出示图谱。

3、这首诗歌好听吗？他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动物的雨
伞》。我们一起用好听的`声音把这首儿歌来朗读一遍。

边朗诵教师边将动物图片移至相应伞下。

4、光好听的声音还不够，你能一边学小动物的动作一边来把
这首诗歌念一念吗？

5、个别幼儿表演朗诵诗歌

请几个幼儿上来表演，下面的小朋友可以跟着一起说。

四、仿编诗歌



1、森林里除了小鸟、蚂蚁、青蛙、小鸡还有什么其他小动物
吗？

2、下雨了，你愿意帮它们找找雨伞吗？

3、你能不能把小动物找到的伞编成一首诗歌吗？我们一起先
帮小狗编一个。

小狗跑到大树下，找了一把大树伞。

4、幼儿自由仿编。

动物的雨伞语言教案篇七

嘉善县杜鹃幼儿园  执教：钱洁

设计意图：

《幼儿园指导纲要（试行）》中提出“要为幼儿创造一个自
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语言能力是在运用的过程中
发展起来的，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说、
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

因此诗歌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法，使活动在活泼、愉快、轻
松的气氛中进行，通过讨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平等的
进行交流，并根据诗歌的特点，多层次、多形式地引导幼儿
主动的学习，并使幼儿体验其中快乐、趣味的感受，始终把
教学的落脚点立足在培养幼儿创新意识和主动、快乐的学习
上。

附：自编诗歌——《动物的雨伞》

哗啦，哗啦，下雨了；



燕子飞到树枝上，大树伞！

蚂蚁爬到蘑菇下，蘑菇伞！

青蛙举起了荷叶，荷叶伞！

小鸡钻进妈妈的翅膀，妈妈伞！

瓢虫飞到花瓣下，花瓣伞！

乌龟和松鼠找不到雨伞，真着急！

嘿！小甲壳、大尾巴不就是最好的雨伞吗！

一、活动目标

1、在看看、想想、说说、做做的过程中，理解诗歌的内容，
感受诗歌有趣的情感；并启发幼儿结合生活经验大胆想象。

2、理解并学做动词：爬、飞、举、钻。

3、激发幼儿热爱大自然，加深对小动物的喜爱之情，培养幼
儿遇到问题勇于创新的精神。

二、 活动准备

1、燕子、大树、蚂蚁、蘑菇、青蛙、荷叶等小图片。

2、flash课件一份。

三、活动预定过程

（一）、看看、想想、说说、做做,理解诗歌内容。

1、（播放flash课件的片头）



*请幼儿说说这是什么地方？有谁？忽然怎么了？他们该怎么
躲雨呢？（幼儿相互讨论，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之后播放这
一段课件。）

*动画片里的燕子想了一个什么好办法？是怎么做的？（通过
共同探讨，选定动词飞，师生边念诗句边学一学飞的动作）

*燕子飞到大树上，大树成了什么呢？（在师生一起表演的过
程中，引导幼儿给燕子的雨伞起个名—大树伞）

*教师贴上小图片，并请幼儿想一想、试一试这句话可以怎么
说呢？（引导幼儿编一编：燕子飞到大树上，大树伞）

2、蚂蚁和青蛙想了什么办法是怎么做的呢？（引导幼儿通过
共同探讨选定动词：爬、举，师生共同表演，并引导幼儿用
诗歌的句式来编一编。）

3、引导幼儿想一想：这几个小动物的雨伞相互交换一下行不
行？为什么？（引导幼儿相互讨论，发现动物各自的特点和
本领）

4、*你们看谁又来了？（小鸡和瓢虫）

*下雨了，如果你是小鸡或瓢虫你会怎么办？

*播放课件后，请幼儿尝试用句式编，并在表演的过程中共同
讨论给动物的雨伞起个有趣的名字。

5、*你们看还有谁？（乌龟和松鼠）

*师：他们找不到雨伞真着急，忽然他们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
法，不用靠别的东西，你们知道是什么办法吗？（幼儿大胆
发表自己的想法）

*播放剩余的课件，请幼儿说一说他们想的是什么办法？进行



表演。

*提问：小乌龟为什么能用壳挡雨？小松鼠的尾巴为什么当雨
伞？如果小乌龟用尾巴挡雨行吗？（引导幼儿知道这两种动
物的特点和本领）

（二）、学习诗歌

1、完整欣赏教师念诗歌一遍，请幼儿给诗歌起个好听的名字。
（根据幼儿的多种回答，选择一较合适的名字为题目）

2、幼儿看图谱学念诗歌一遍，重点能正确念好动词。

3、幼儿边学念诗歌边表演动作一遍。

4、师生（教师做“雨伞”，幼儿做各种“动物”）边表演边
学念诗歌，体验主动学习的快乐感受（集体、分组等方式）。

（三）、自然结束。

动物的雨伞语言教案篇八

预设目标：

1、认识纸易折、易撕、易燃、吸水等性质。

2、了解纸的种类及用途。

3、培养幼儿的观察力，思维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及合作意识。

4、了解纸的发明，激发幼儿的民族自豪感。

活动准备：

多种纸铃铛数个纸娃娃火柴水盆铁丝



活动流程：

（一）探究纸的性质

1、把幼儿分成四组，每组桌面有一张不同种类的纸，每个幼
儿两个铃铛。

2、交代任务：请小朋友自己动脑筋想办法,用你桌子上的纸
把铃铛串起来，想想你是怎么做的，告诉小朋友。老师巡视。

3、请小朋友讲自己的操作过程。引导幼儿说出纸的性质：易
撕、易折。

4、教师演示纸的易燃性（铁丝与纸对比）。

5、教师洗手，启发幼儿说出用纸擦手，引导幼儿说出纸的又
一性质：吸水。

6、教师小结纸的性质：易撕、易折、易燃、吸水。

（二）了解纸的种类及应用

1、教师出示纸娃娃，介绍纸娃娃身体各部分用纸的名称。

2、小朋友都知道哪些纸？（教师注意区分纸的种类及功能）

3、请小朋友说出纸在生活中的应用。

（三）应用纸的性质“玩”

1、老师小时侯特别喜欢玩纸,还用纸做了好多东西(边展示边
介绍用了纸的什么性质)。

2、发给幼儿图画纸，手工纸，请小朋友根据自己的爱好，用
水彩笔画一张画，或做一个手工作品。要求说出根据纸的什



么性质完成的。

小结：探究了纸的性质，认识了纸的种类，知道了纸的用途。

纸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它是汉代蔡伦发明的，距今已有
两千多年的历史。纸的发明，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
献。

活动延伸：和爸爸、妈妈一起上网，查书，了解更多有趣的
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