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春天小班语言教案 小班寻找春天的
教案(精选6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教案书
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
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寻找春天小班语言教案篇一

1、通过观察，了解春天的一些显著特征。

2、愿意仔细看图，并大胆说出自已看到的景象。

3、学习在教师的指导、提醒下带着问题进行观察活动。

4、让幼儿通过多种感官感知春天的来临，掌握春天的季节特
征。

5、使幼儿掌握一些春天生活基本常识。

1、一些春天的卡片和白纸若干张。2、幼儿用书、教学挂图、
练习册

1、出示挂图，引导幼儿看图观察。

（1）导入：今天老师给你们带了一幅图，请你们看看图上都
画了些什么？

（2）教师总结。

2、带领幼儿到户外寻找幼儿园的春天。



（1）教师提出到户外观察的要求。

（2）教师带领幼儿在幼儿园寻找春天，幼儿在寻找的时候教
师注意观察，鼓励他们积极地将自已的发现说出来。

（3）集体总结寻找到的.幼儿园的春天。

3、集体制作“美丽的春天”图画。

寻找春天小班语言教案篇二

1.引导幼儿用各种感官感知幼儿园春天的自然美景。

2.在看看、讲讲、听听、唱唱中，激发幼儿喜爱春天的情感。

3.养成敢想敢做、勤学、乐学的良好素质。

4.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春天的图片、歌曲

一、去户外感受春天

1.带领幼儿去草地上玩，引导幼儿用各种感官感受春天的小
草。

（1）用小手摸摸小草，有什么感觉？

（2）光着小脚丫在小草绿绿的头发上走一走，有什么感觉？

2.幼儿分散、自由地寻找其他春天的景色。

（1）讨论：你找到的春天在哪里？

（2）教师用歌曲《春天》的歌词进行小结。



二、欣赏歌曲《春天》，试着用歌声表达对春天的喜爱

1.师：今天我带来一首春天的歌曲，唱的歌词就是你们刚才
找到的春天的景色，想听吗？

2.欣赏歌曲

提问：你听到歌曲里面唱了什么？

3.（出示春天的图片）再次欣赏歌曲，并学唱。

4.幼儿和教师一起用歌声、动作表达对春天的喜爱之情。

通过活动，幼儿知道了最先告诉我们春天是一个万物复苏的
季节，是一个孕育着新生命的季节。通过观察小动物的外形
特征，从而了解到它们的生活习性，知道春天是小动物们开
始新生命，汲取养分的季节，既萌发了幼儿观察小动物的兴
趣，又增强了幼儿的观察和表达能力。

寻找春天小班语言教案篇三

1、理解诗歌内容，体验诗歌的优美意境，激发幼儿热爱春天，
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

2、调动已有知识经验，利用诗歌句式对诗歌进行大胆仿编。

3、尝试利用动作、表情、语气等表达表现诗歌的内容，提升
幼儿用多种途径表达的能力。

1.视频：春天

课件

3.幼儿操作材料：跟ppt节奏句式一样的纸片，可供幼儿选择
进行创编



4.水彩笔

5.带幼儿观察过春天，发现春天的变化

1.观看视频

春天已经悄悄来到了我们身边，前两天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
起发现了许多春天的秘密，老师也找到了一些，并把它们拍
了下来，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教师配以适当的解说)

2.感受春天

提问：你刚才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小结：春天真是五彩斑斓，鸟语花香，诗人把春天编成了一
首优美的诗歌，一起来听一听。

1、 欣赏配乐诗歌

提问：诗歌美吗?你觉得哪句诗说得最美?

2、 再次欣赏

看ppt课件，欣赏诗歌

提问：诗歌里还有许多优美的诗句呢，我们再来仔细听一听!

你还听到了什么?

诗歌里说春天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小结：你们听的很仔细。春天是一本彩色的书，春天是一本
会笑的书，春天是一本会唱的书。(点击出示三个标记画面)



3、 分段欣赏

(1)结合课件欣赏理解第一段

提问：为什么说春天是一本彩色的书?诗歌里有哪些彩色的东
西?

(课件梳理)

小结：春天是彩色的，五彩缤纷的，朗读诗歌时你能不能美
美地把它读出来呢?怎么读出来?(轻、柔、慢)我来给大家配
上好听的音乐。

(2)结合课件欣赏理解第二段

提问：春天是一本会笑的书， 有谁笑了?(小池塘，小朋友)，
诗歌里是怎样说的呢?

小池塘的酒窝是什么?(水面上的波纹)

小池塘为什么会笑出酒窝呢?

也许是朋友们来了，会是哪些朋友呢?

小结：朋友们在小池塘里快乐的游戏，小池塘觉得很快乐，
所以小池塘笑了，酒窝圆又大。

小朋友为什么会咧开小嘴巴呢?(春游，放风筝，草地上打滚)

老师请说的比较好的幼儿示范说一说，集体说一说，分组说
一说

(3)欣赏理解第三段

提问：春天还是一本会唱的书呢，是谁在歌唱?



春天真热闹啊!有这么多好听的声音，谁能像唱歌一样用好听
的声音来说一说。

教师要及时点评：针对幼儿有感情地读，也可以让孩子相互
点评。

(你觉得她说的好听吗?你觉得她哪里说得好听?/你觉得怎么
读会更好听?)

(4)完整地读

老师觉得，你们的声音好听，表情丰富，还有动作呢，我们
也来表演给客人老师看看好吗?

(1) 出示幼儿操作图

刚才我们朗诵的《春天》是别人写的，今天我们也来做做小
诗人写一首春天的诗歌，好吗?(出示材料)

想一想，春天是一本彩色的书，你还知道哪些彩色的东
西?(你能用什么颜色的什么说一说吗?)

春天是一本会笑的书，谁会快乐地笑?

春天是一本会唱的书，谁在唱?怎么唱的?

想好了，到这里来选一张，我们一起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
春天编到我们的诗歌里。

(2) 幼儿自主仿编班得瑞

(3) 展示自己的成果

鼓励先完成的孩子相互说一说，跟客人老师说一说。



然后三位小朋友分别来说一说，并把他们的诗歌装订成一本
小图书

看，这是三位小诗人合作完成的图书，你们也想做这样的图
书吗?

等回到教室，你们相互看看找找，也来做一本春天的诗歌集。

寻找春天小班语言教案篇四

1．帮助幼儿了解诗歌内容，感受春天来临的美好与喜悦，小
班整合活动：春天是这样来的。

2．引导幼儿用自己的动作表达对春天的喜爱。

“春天”的图片、诗歌配乐录音带，背景音乐《春天》。

朗诵儿歌

1、组织谈话，请幼儿说说自己从什么地方看出春天来到了。

2、老师朗诵诗歌，请幼儿欣赏并思考：

（1） 你听到诗歌里说谁来了？

（2） 诗歌里说小溪、柳树、春笋是怎样来的呢？

3、出示图片，播放配乐诗朗诵，并鼓励幼儿大胆的用动作表
达自己的感受

播放背景音乐〈春天〉

（1） 小溪是怎样来的？请幼儿学小溪唱歌、发出叮咚、叮
咚的声音，幼儿教案《小班整合活动：春天是这样来的》。



（2） 柳树是怎样来的？请幼儿学柳树随风飘动的样子。

（3） 春笋是怎样来的？请幼儿学春笋钻出泥土的。

4、播放背景音乐，请幼儿跟音乐边念诗歌边做动作。

5、引发幼儿展开丰富的想象，说说听了这首诗歌自己还想到
了春天里的什么。鼓励幼儿随音乐自由表现自己想象中的春
天的景物。

6、教师提供绘画、粘贴材料，组织幼儿用多种手段表现春天
里的各种事物。

寻找春天小班语言教案篇五

四季春、夏、秋、冬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一年之计在于
春”，春天代表着希望，充满了生机。为了培养幼儿对科学
活动的兴趣与参与积极性，使孩子们通过初步认识春天，逐
渐过渡到了解春天，从而进一步到热爱春天，特选择这一活
动主题。

本主题从三个环节入手，具体如下：

（一）认识春天

活动目标：

1、通过组织幼儿观察、知道植物发芽是春天的主要特征。

2、初步培养幼儿观察和发现事物变化的能力。

3、激发幼儿探索大自然的兴趣，教育幼儿爱护花草树木。

活动准备：



1、课前尽早在自然角种上种子至发芽。

2、种子由播种到发芽、长大的'图片一套

活动过程：

1、观察自然角中的种子发生了什么变化，讨论：发出的小芽
像什么？是什么颜色？

3、看图片学习儿歌《春芽芽》。

4、带幼儿到室外寻找植物都发生了什么变化。

活动目标：

1、在认识春芽的基础上理解歌词，唱准音调。

2、引导幼儿去感受和表现声音力度的强弱。

3、鼓励幼儿乐于在集体面前大胆演唱和做动作。

活动准备：

1、课前有意识地引导幼儿观察下雨的情景；歌曲磁带。

2、种子在雨中发芽长大的图片。

活动过程：

1、讨论下春雨的情景并用声音和动作来表现。

2、观察图片说出种子的发芽过程。

3、教师根据图片讲解歌词内容并用手势和动作表现种子说话
的声音是弱的。



4、幼儿学唱歌曲。

5、在熟悉歌曲的基础上进行齐唱、分组唱、领唱。

寻找春天小班语言教案篇六

1、幼儿通过玩玩看看，对物体下落现象产生兴趣和探索欲望。

2、鼓励幼儿运用身体动作表现物体下落的样子，并尝试进行
语言描述。

3、引导幼儿初步尝试记录。

4、培养幼儿对科学现象进行探索的兴趣。

5、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1、鸡毛、花瓣、纸条、积木等材料6篓。

2、记录纸4张。

3、多媒体课件。

4、魔术盒1个。

一、 介绍材料，引出问题。

1、老师逐一出示材料， 提问：这是什么？（鸡毛、花瓣、
纸条）

2、 教师玩“掉下来了”的游戏，提问：纸条怎么了？

二、 摆弄落体进行感性探索。

（一）第一次探索。



1、 幼儿选择鸡毛、花瓣、纸条三种材料玩一玩，观察它们
下落的情景。

老师提出探索要求：我们要把手举得高高的，然后一松，看
一看，它们是怎么样掉下来的？

2、 进行讨论、小结。

（1） 提问：刚才你玩的东西，是怎么样掉下来的？（鼓励
幼儿用动作表现）

能不能把它掉下来的样子说出来呢？（引导幼儿进行语言描
述）

（2） 观看多媒体课件。

师：鸡毛、花瓣、纸条掉下来的样子真有趣，我们还拍成录
象，你们看！

师：鸡毛是怎么样掉下来的？

师：花瓣呢？纸条呢？

(二)、第二次探索。

1、 幼儿选择积木玩一玩，观察它下落的情景。

师：我们把手举高，然后一松，看一看，积木是怎么样掉下
来的？

2、 提问：积木是怎么样掉下来的？

幼儿操作后发现积木是直直的快快的掉下来的。

（三）、游戏：变变变



师：我做魔术师，变变变，变出什么，你们就说一说、做一
做它掉下来的样子。

三、 尝试用“画”的方法记录。

1、 请个别幼儿选择一种材料，尝试用画画的方法记录。

师：鸡毛、花瓣、纸条掉下来的样子，我们会说，也会做，
真能干。

那你们能把它们掉下来的样子画出来吗？

师：我们先来画鸡毛（看幼儿的选择具体定）掉下来的样子，
谁来试一试？

2、 请所有幼儿尝试用画画的方法记录鸡毛、花瓣、纸条、
积木下落的样子。

师：我们一起来画一画它们掉下来的样子。

四、总结与延伸。

师：你们真能干。

在积木的记录卡上画了它直直的快快的掉下来的样子，还把
鸡毛、花瓣、纸条摇摇晃晃、飘呀飘、飞呀飞……地掉下来
的样子也画出来了。

在我们的教室里，我们的幼儿园里，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
它们掉下来的样子也非常有趣，我们一起去找一找，玩一玩
吧！

在幼儿的科学活动中，我们应该加强对幼儿思维能力的培养，
增强他们的独立性、探索性，使幼儿把学习任务放到完整的
环节中去完成，真正掌握科学知识，走进科学，也让科学之



光，能照亮孩子成长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