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语言教案下雨的时候教学反思(大
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
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班语言教案下雨的时候教学反思篇一

1.欣赏故事，理解故事内容，学习句式。

2.能够根据节奏图谱，掌握节奏的

1.字卡：沙沙沙、叮叮叮、咚咚咚。

2.图片：小草、小窗、小门。

3.节奏图、音乐、其他图片。

一、导入活动。

1.看雨天的图片。

2.听雨天的声音。

二、听音乐，欣赏故事。

师：这是谁？（出示小鼹鼠）听听雨天里鼹鼠发生的一些事
情。

提问：

1.雨天里，小鼹鼠的哪些朋友发出声音了？（出示图片）



2.它们都发出什么声音了？（出示字卡）

3.它们发出声音的时候，发出了几下声音？（出示节奏图）

三、认识节奏图谱，学习并掌握

（一）出示节奏图标xxx（一大两小）

1.师：你们看这是什么？有几个？

你会用这三个x表示小草发出的声音吗？哪个是大x发出的？

小结：大x发出的长的声音。

小x发出的短的声音。

2.幼儿练习用节奏发出小窗、小门的声音。

（二）出示x

师：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小结：3个x一样大小的，下面话有一根横线，代表快的意思。

幼儿打节奏

（三）出示x

师：看看，这个节奏有什么不一样？

谁会把这个节奏打出来？一起来试试看。

幼儿练习打节奏。



拓展：这些都是鼹鼠朋友声音的节奏，你还知道和它们不一
样的`节奏吗？

教师帮助幼儿记录节奏。

四、学习诗意化句式并掌握及运用。

（一）出示图片。

师：雨天里，鼹鼠的朋友都发出那么多好听的有节奏的声音，
再看看，你看到了什么？

它们在雨天了会发出声音吗？会发出怎样的声音呢？

（二）学习句式。

教师示范：例小草：沙沙沙，小草，是你吗？

幼儿练习。

（三）根据节奏谱，说句式。

五、联系生活。

出示小女孩玩水图片。

提问：看看她在干吗？

你在雨天里玩过吗？

她的样子和我们平时有什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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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能用连贯语言表达动物间的对话，并学习
词：顶、避雨。

2、感受帮助别人和被别人帮助的快乐情感。

活动准备：故事课件包括雨伞范例、人手一张纸、动物图片
活动难点：

理解故事内容，说出小兔是用什么避雨的，它是怎样帮助小
动物的。学说故事中的对话。

活动过程：

2、春天的天气真舒服，可是春天也会下雨，下雨了我们是怎
么避雨的呢？要用到什么呢？（可以鼓励幼儿发散性的思维）
3、我们小朋友可以用雨伞，可是小白兔怎么办呀？请小朋友
听一听小兔想了个什么办法？（请幼儿带着最有一个问题安
静的倾听故事）二、看课件，听完整故事1、故事的名称是什
么？（下雨的时候）2、故事里都有哪些小动物？（小白兔、
小鸡、小猫）3、小兔子用什么办法避雨呢？（树叶当成雨伞
顶在头上）（如果幼儿说出顶字，直接让小朋友尝试把纸顶
在头上演绎顶的感觉）4、它把树叶当成雨伞，说明小兔的小
脑袋怎么样呢？（很聪明）5、小兔往前走看到了小鸡，小鸡
被雨淋湿了，它的心情怎么样呢？（着急，难过）你是怎么
知道的呢？（小鸡的叫声很急）幼儿尝试学习小鸡的叫声。

6、看到小鸡被淋湿了，小白兔是怎么做的呢？它是怎么说的？
小鸡又是怎么说的？

（它会帮助人）那我们像这只小兔学习好吗，要一直帮助别
人，互相帮助，这样我们自己也会很快乐。

2、看课件中雨伞的装饰图。



3、老师示范。

4、幼儿绘画。

5、大家一起欣赏画，自由结束教学活动。

附：故事:《下雨的时候》

小白兔在草地上蹦蹦跳跳,一会儿看看花,一会儿采采蘑菇,玩
的真高兴.

忽然,刮起风,下起雨来了.小白兔急忙摘了一片大叶子,顶在
头上,当作雨伞,这下可好了,淋不到雨了.它走呀走呀,看到前
面走来一只小鸡,小鸡被雨淋得"叽叽叽"直叫.小白兔连忙叫:
"小鸡,小鸡,快到叶子底下来吧!"小鸡说:"谢谢你,小白兔."
说着,就钻到叶子底下。

小白兔和小鸡一起顶着大叶子往前走,又看到一只小猫被雨淋
得"喵喵喵"直叫.小白兔和小鸡一起叫:"小猫,小猫,快到叶子
底下来吧!"小猫说:"谢谢你们!"说着,就走到叶子底下。

不一会儿,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小白兔,小鸡和小猫三个好朋
友在一起做游戏,玩得真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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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道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

3、学习有序、仔细的观察图片，理解图片，并用较清楚的语
言描述图片内容。

4、帮助幼儿体验和理解故事内容，尝试讲清简单的事情。

1、太阳、乌云、小鸡、小鸭、刺猬图片各一张



2、白色背景图一幅，水粉颜料若干，水粉笔一支，抹布

1、出示太阳

1)这是谁啊?

2)它看见了什么?

2、出示乌云

1)天气要怎样了?

2)这是怎么样的雨?

3、出示小鸡

1)唧唧，谁来了?

2)这是一只怎么样的小鸡?

4、出示刺猬

1)远远的谁来了?

2)小刺猬怎么样了?

3)小鸡看见小刺猬淋湿了，会怎么说?

4)小鸡为什么突然大叫起来?

5)小刺猬怎么说?小鸡又是怎么说的?

4、出示小鸭

1)嘎嘎嘎，谁来了/



2)这是一只怎么样的小鸭?

3)小鸭看见淋雨的.小刺猬是怎么说的?

4)小鸭为什么又大叫起来?

5、大家一起给小刺猬想想办法

1)这时候雨怎么样了?

2)小刺猬怎么样了?

3)想个办法帮帮小刺猬，怎么样才能大家都不淋雨?

把图片放进区角，有空的时候把故事编给好朋友听。

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特别是口语发展的重要时期。幼儿的语
言能力是在交流和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应为幼儿创设
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鼓励和支持幼儿与成人、同伴
交流，让幼儿想说、敢说、喜欢说并能得到积极回应。幼儿
的语言学习应在生活情境和阅读活动中引导幼儿自然而然地
产生对文字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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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活动让幼儿学会互相帮助，关心他人，并享受其乐
趣;

2、让幼儿理解故事的内容，并学会对话;

3、培养幼儿发散性思维能力;

《下雨的时候》flash动画;玩具小白兔，小鸡，小猫和叶子。



1、教师以提问和讲故事的方式，激发幼儿的兴趣;

2、幼儿积极发言回答;

(此环节节奏要快，教师要肯定幼儿的回答并对于使用不正确
句子的幼儿进行引导;)

(1)如果没有与内容一样的答案;教师：小朋友都很棒，想了
这么多的办法。那我们来听听故事中的小兔子是怎么样做
的?(继续讲述故事)

(2)如果幼儿回答与内容相近的;教师：这个小朋友想到的办
法和故事中小兔子的做法是一样的。(继续讲故事)

3、教师提问，幼儿回答;

4、幼儿欣赏flash;

教师：现在老师想请小朋友再认真的看一次，听听每一个小
动物朋友做了什么了，说了什么?等一会请小朋友来说一说。

5、教师提问，幼儿回答;

教师：(1)小白兔开始在干什么呢?(小朋友一起说说)(2)忽然
发生了什么呢?它是怎么做的呀?(说的真好，那大家一起告诉
我一下它是怎么做的呢?)(3)小白兔走啊做看见谁呀?当小白
兔看见的时候，小鸡是怎么了?(小鸡给淋的怎么叫)(4)小白
兔对小鸡说了什么?小鸡是怎么回答的?(老师当小兔子，小朋
友当小鸡，小鸡小鸡快到叶子底下来吧?你们怎么回答我
呀?)(5)后来小白兔和小鸡又碰到谁了?那看到小猫的时候，
小猫是怎么了?(6)小兔子和小鸡对小猫说了什么?小猫是怎么
回答的?(你们当小兔子和小鸡，老师当小猫，你们对我说什
么呀?)(老师当)(7)后来雨停了，三个好朋友在做什么呢?他
们玩的开心吗?(8)故事中你最喜欢哪一个小动物朋友呀?为什



么呢?(教师引导小猫是一个助人为乐的好朋友。)

6、幼儿第三次欣赏flash;

教师：这个故事好听吗?我们再来看一次，小朋友可以一起跟
着故事说。看看谁记得最牢。

7、邀请幼儿分角色表演;

教师：(1)好，现在呢，老师想请这个两排的小朋友当小兔子，
这两排的小朋友当小鸡，这两排的小朋友来当小猫;(2)现在
男朋友当小兔子，女朋友当小鸡，老师当小猫。(教师提醒没
有表演的小朋友请做在位置上，表演的小朋友可以站起来并
切陪上动作，此环节老师也可以加强幼儿表述的能力，如小
兔子说的太小声了小鸡听不见，我们再说一遍。)

8、在《找朋友》中结束活动;

在这次活动《语言活动——下雨的时候》中，故事内容都非
常生动、有趣，通过设置悬念，提出问题让幼儿自由的回答，
尽管有时幼儿表达的意思不一定正确或准确，但他们正尝试
着用语言作为交流工具，教师都给予一定的肯定和表扬。幼
儿大部分能较大胆地想象和讲述，另外，集体活动具有明确
的活动目标，幼儿能在教师引导下“说完整”、“说
对”、“发音准确”;并且让幼儿欣赏flash，跟着一起讲述故
事，在这些形式多样的语言操作练习中孩子们得以愉快地动
脑、动手、动口，发展了个性化的语言。

爱说是孩子的天性，我根据幼儿思维的特点组织了角色游戏
活动，如通过游戏角色分配，游戏中的相互合作，力争让每
个孩子都能做到开口、开心、开窍。尽管在游戏过程中，幼
儿有的只是在玩，但是他同样也在感受着语言的氛围。他们
的进行过程场面是活泼的，他们都有着教师有意识渗透的教
育意图在内，但是又不是一定要追求一个明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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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每种动物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建造
最安全的家。

2、产生关心他人、助人为乐的情感。

故事挂图、动物图片及住所图片

一、出示小白兔和小田鼠的图片

1、“这是谁啊？”

2、“哦，他们两个是好朋友，每天在一起玩，谁有困难谁就
去帮助他，一天，他们在外面玩累了，要回家去了。”

二、出示挂图—他们的住所

1、“他们分别是住在哪的呢？我请一个小朋友来帮他们送回
各自的家。”

2、“为什么田鼠住在这里，兔子住在那里？”

三、师讲故事至“给我的？”

提问：小田鼠会接受这个新家吗？为什么？

四、师继续讲故事至最后

1、“那我们来听听看最后小田鼠到底有没有接受这个新家？
为什么？”

2、“遇到下雨天小田鼠是用什么办法来抵抗大水的？”

3、“这个故事的题目就叫作《下雨了》，你觉的兔子又是一



只怎样的兔子的呢？”

4、“那你们有没有关心过他人呢？”

四、配对游戏

1、“现在要请小朋友一起来做游戏了，看这里有很多小动物，
还有他们各自的家，请小朋友把他们送回各自的`家去。”

五|、你们还知道其他更多的动物他们的家是在哪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