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语言教案咏鹅设计思路(优
秀11篇)

教学资源主要包括教材、多媒体、实验器材等。让我们一起
来看看下面这些优秀的安全教案范文，相信对您的教学工作
会有所启发。

中班语言教案咏鹅设计思路篇一

活动目标：

1、初步培养幼儿古诗诵读的兴趣。

2、引导幼儿能够边模仿动作边诵读古诗。通过学习会区分鸭
子和鹅，感受鹅脖子的曲线美。

3、认读重点字词“鹅”“毛”“清”“白”。

活动准备：

1、磁带，录音机。

2、《启蒙阅读》第三册幼儿用书。

3、相应的`字词卡“鹅”“毛”“清”“白”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出示已学过的字词帮助幼儿复习以前学过的字词“有时、月
亮、刀、国旗、的、金、高、红、阿姨、桃、石榴、李子、
栗子、梨字宝宝打招呼。



二、基本部分

通过鹅妈妈带着鹅宝宝去游泳的情景，激发幼儿兴趣。

1、宝宝们，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妈妈带你们到池塘里去游泳
吧！

2、听音乐做戏水的动作。（伸伸脖子、理理羽毛、划划水）

3、游累了，我们来休息一下，你们看哪里也有小白鹅，哪些
长的是什么样子的呀？（模仿小鹅的手型）

结合大范例，初步欣赏古诗《咏鹅》。

1、哦原来呀，小鹅看见这么多的客人来了，正在高兴地欢迎
我们呢！你们看，有这么多的小鹅？（出示字卡“鹅”学一
学鹅怎样叫引导幼儿学鹅叫）

2、出示字卡“毛”谁知道鹅毛是什么颜色？（出示字
卡“白”）引导幼儿学念这两个字词。

3、看看河里的水清不清呀？（出示字卡“清”）引导幼儿学
念。

4、读了这首古诗，你们有不明白的地方吗？（鼓励幼儿提问
题，如提什么是“曲项”）

5、教师朗诵故事一遍。

教师提问：古诗的名字叫什么？（请幼儿完整的回答古诗的
名字叫《咏鹅》）

提问：你在古诗里听到了什么？（幼儿回答教师小结）

6、引导幼儿学念古诗。



7、发书

请幼儿完整指读古诗。

三、结束部分。

1、和字宝宝说再见。

2、小结活动情况下课！

中班语言教案咏鹅设计思路篇二

1、初步培养幼儿古诗诵读的兴趣。

2、引导幼儿能够边模仿动作边诵读古诗。通过学习会区分鸭
子和鹅，感受鹅脖子的曲线美。

3、认读重点字词“鹅”“毛”“清”“白”。

4、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5、能自由发挥想像，在集体面前大胆讲述。

1、磁带，录音机。

2、《启蒙阅读》第三册幼儿用书。

3、相应的字词卡“鹅”“毛”“清”“白”

一、开始部分

出示已学过的字词帮助幼儿复习以前学过的字词“有时、月
亮、刀、国旗、的、金、高、红、阿姨、桃、石榴、李子、
栗子、梨字宝宝打招呼。



二、基本部分

通过鹅妈妈带着鹅宝宝去游泳的情景，激发幼儿兴趣。

1、宝宝们，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妈妈带你们到池塘里去游泳
吧!

2、听音乐做戏水的动作。(伸伸脖子、理理羽毛、划划水)

3、游累了，我们来休息一下，你们看哪里也有小白鹅，哪些
长的是什么样子的呀?(模仿小鹅的手型)

结合大范例，初步欣赏古诗《咏鹅》。

1、哦原来呀，小鹅看见这么多的客人来了，正在高兴地欢迎
我们呢!你们看，有这么多的小鹅?。(出示字卡“鹅”学一学
鹅怎样叫引导幼儿学鹅叫)

2、出示字卡“毛”谁知道鹅毛是什么颜色?(出示字
卡“白”)引导幼儿学念这两个字词。

3、看看河里的水清不清呀?(出示字卡“清”)引导幼儿学念。

4、读了这首古诗，你们有不明白的地方吗?(鼓励幼儿提问题，
如提什么是“曲项”)

5、教师朗诵故事一遍。

教师提问：古诗的名字叫什么?(请幼儿完整的回答古诗的名
字叫《咏鹅》)

提问：你在古诗里听到了什么?(幼儿回答教师小结)

6、引导幼儿学念古诗。



7、发书

请幼儿完整指读古诗。

三、结束部分。

1、和字宝宝说再见。

2、小结活动情况下课!

整个活动过程，思路比较清晰，教态自然，能够根据教案的
流程来上课。但是整个活动过程的气氛有点沉，不能够体现
幼儿对活动的乐趣。

中班语言教案咏鹅设计思路篇三

1、通过观察画面的主要线索，理解故事内容，了解蟋蟀的快
乐夏天。

2、能按照已有经验用较完整的语言大胆表述对夏天的感受。

3、体验故事所体现的夏天的美好意境。

4、培养细致观察和较完整表述能力。

5、根据已有经验，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ppt课件、幼儿用书每人一本。

一、播放蟋蟀的声音，吸引幼儿的兴趣。

师：听!这是谁在唱歌？(蟋蟀)

幼：幼儿讲述。



师：你们知道蟋蟀在什么季节会唱歌吗？

幼：夏天

二、通过观察画面的主要线索，理解故事内容，了解蟋蟀的
快乐夏天。

1、幼儿欣赏故事开端，播放课件，知道蟋蟀带的礼物是三朵
向日葵。

师：有一天，蟋蟀觉得很无聊，他决定去造访好伴侣，你瞧!
他的手里拿着什么？(幼儿讲述“三朵斑斓的向日葵”，引导
幼儿数一数。)于是，蟋蟀开始出发啦!

2、幼儿自由阅读幼儿用书《快乐的夏天》

(1)教师提问：蟋蟀要去找好伴侣，他的好伴侣是谁？蟋蟀带
了什么礼物给她的好伴侣？

(2)幼儿自由翻阅小书。

(3)教师小结：他找了三个好伴侣，别离是禅先生、青蛙、萤
火虫;礼物是三朵斑斓的向日葵。

三、能按照已有经验用较完整的语言大胆表述对夏天的感受。

1、和幼儿一起讲述故事《快乐的夏天》，重点出示三幅图片，
与幼儿一起观察讲述。

提问：你喜欢哪一幅？谁愿意来介绍一下？

(1)蝉先生的家

师：他找的第一个伴侣是谁？一起在做什么？蟋蟀和蝉先生
一起觉得怎么样？为什么？(观察画面色彩和线条、理解故



事)

师：蟋蟀走呀走呀，你看!他的向日葵怎么了？(数量变少，
枯萎了，说明天气很热)

教师小结：蟋蟀觉得好快乐!

(2)荷花池里的青蛙

师：离开蝉先生的家，蟋蟀来到了哪里？(荷花池)

师：请你用你的小眼睛看一看这一幅斑斓的画面。你看到了
什么？又好听完整的话来说说。

(引导幼儿用描述性的语句说“天气、环境，如：天空布满乌
云、雨滴滴答答地落下来，吃凉凉的冰棒等”)

教师小结：蟋蟀觉得好快乐。

(3)萤火虫

蟋蟀离开了青蛙，来到了萤火虫的家。

师：蟋蟀和萤火虫做了什么？感觉怎么样？

教师小结：这就是蟋蟀夏天最快乐的一天。

2、用较完整的语言大胆表述对夏天的感受。

师：你觉得你的夏天是怎么样的？会做些什么事情呢？(可以
分组讨论，在集体讲述。)

四、体验故事所体现的夏天的美好意境。

1、完整欣赏故事。



师：让我们一起把刚刚蟋蟀的一天编成一个好听得故事(播放
课件、音乐。)

2、幼儿讲述。

提问：蟋蟀是什么季节去找好伴侣的？

你来帮蟋蟀想想，带什么出门才不会让本身很热？

如果你是蟋蟀的好伴侣，你会和他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3、幼儿与教师一起看书讲述故事，鼓励幼儿大胆讲。(配乐
讲述)

你有你快乐的一天吗？请你在活动区用上你的蜡笔、水彩笔，
绘画出你的快乐夏天，好吗？

中班语言教案咏鹅设计思路篇四

1、引导体味诗的情趣，指导有感情地背诵古诗。（语感目标）

2、会认“鹅、向天、白毛、绿水、红掌、清波”，学会“向、
白、毛”。（技能目标）

3、逐步培养对古诗的兴趣。（情感目标）

教学重、难点：

教学过程：

一、古诗导入

1、小朋友，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位新朋友。看看这位新
朋友的打扮和我们大家有什么不一样？（出示诗人形象）



2、介绍诗人：他是古时候的人，他生活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唐
代，叫--？请大家拼拼音节，看谁最先拼出他的名字？（出
示名字和音节）指名一人拼。

二、初读古诗

夸的意思，咏鹅就是--

（2）接下来老师学着骆宾王的样子来咏鹅。师范读。（你觉
得老师读得怎么样？）

（3）要读得好听,首先要读准词语的音。（再听老师咏鹅，
听清哪些字读翘舌音）

（4）显红“绿水、红掌”清波（后鼻音）鹅、向天、白
毛、“再听老师读，听清这些词念什么？自由读--小老师教
大家--师点词生认读。

（5）单独出示词认读。（同桌互读--小火车读）（词的意思
有没有不懂的地方？出示图理解绿水、红掌、清波、向天）

（6）记忆认词。（老师要考考小朋友的记忆力，给你6秒钟
的时间，请你记这些词，看谁记得最多？）

（7）请同桌互相念念这一首诗，注意把音读准。

(8

)小朋友们读得真准，古诗光是会读，不算稀奇，还要读出诗
的味道来。注意诗的停顿很重要，听老师来有味道的读诗，
注意哪些地方需要停顿。

为什么鹅、鹅、鹅要说三个？出示停顿的地方（学生试读--
指名读--齐读）



三、课间操（小朋友们读得真有味道，老师带着大家去看鹅
吧！）

四、理解诗意

1、小朋友学会了有味道地读古诗，现在请你有味道地背一背
这首诗。（自由背--指名背--齐背）

2、谁愿意回家背给妈妈听。师扮演妈妈的角色，进行师生对
话式背诵（随机理解前两句诗意）。

（1）看图片理解”曲项“的意思。（曲项向天歌就是鹅弯曲
着脖子朝天歌唱。）

（2）”向天歌“它可能会唱些什么呢？

3、孩子，你学得真不错。请你找出后两行诗中描写颜色的词
（白毛、绿水、红掌），这些颜色是写什么的？我手上有只
大白鹅，请你给这两只大白鹅正确地涂上颜色。

（1）给大白鹅涂色（红掌、白毛、绿水）。

（2）反馈（实物投影出示学生练习，理解后两行诗意。）

五、写字指导

这首古诗中还有三个生字要请我们小朋友自己学习。请大家
拼拼音节，看看笔顺，想想意思。

（1）出示田字格中三个生字（向、白、毛）。你学会哪个字？
指名拼读音节。

（2）指导书写”向、毛"。

（3）老师给大家三分钟时间写字。写完的同学给字找个朋友。



六、课后延伸

像这样优美的古诗，唐代还有许多，李老师介绍一本好书给
大家--唐诗三百首，请课后去读读这本书。

[咏鹅教案教学设计]

中班语言教案咏鹅设计思路篇五

目标：

1、引导幼儿初步感受古诗，能够边模仿动作边诵读古诗。

2、激发幼儿(幼儿食品)诵读古诗的兴趣。

准备

1、多媒体课件，音乐磁带，小鹅头饰人手一个。

2、情境设置：小“池塘”。

过程：

1、鹅妈妈(妈妈食品)带着鹅宝宝(宝宝食品)去池塘里游泳，
激发幼儿学习古诗的兴趣。

（1）孩子们，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妈妈带你们到池塘里去游
泳,好吗？

（2）听音乐做戏水的动作。（伸伸脖子、理理羽毛、划划水）

（3）啊，游累了，我们来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幼儿随地坐下。

2、结合多媒体，初步了解小鹅的特征并能模仿小鹅的动作。



（1）今天妈妈请来了几个好朋友和你们一起玩，看看它们是
谁呀？(播放课件)

（2）这些小鹅长得什么样？（引导幼儿讲出小鹅的特征，长
长的脖子，白白的羽毛，红红的爪子）请幼儿模仿小鹅伸脖
子、游泳的动作。

中班语言教案咏鹅设计思路篇六

古诗是中华民族的文学瑰宝,是我国灿烂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
的明珠，它具有语言优美精炼、想象丰富新奇、韵律朗朗上
口、情感动人心魄、哲理深刻入微等特点，而3—13岁是人生
记忆力最好年龄，从小让孩子接触古诗，接受传统文化的熏
陶，让孩子们在对古诗的反复诵读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
影响。从而增加幼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加强幼
儿对语言的鉴赏能力和对美的感受能力。

1、喜欢朗读古诗《咏鹅》，并能用动作表演诗歌内容，初步
培养幼儿古诗诵读的兴趣。

2、初步了解大白鹅的外形特征。

喜欢朗读古诗《咏鹅》，并能用动作表演诗歌内容，激发幼
儿诵读古诗的兴趣。

录音机、白鹅叫声录音带、《咏鹅》朗读带、音乐带，自制
正在游泳的大白鹅图片，课前事先画好的“小河”。

（一）听一听，猜一猜。

1、放白鹅叫声录音带，请幼儿猜一猜是什么动物。（激发幼
儿学习的兴趣）

2、出示大白鹅的图片。（事先把图片贴在黑板上，再用一张



白纸遮住，以此设置悬念，进一步激发幼儿兴趣）。

（二）看一看，说一说，学一学。

1、引导幼儿观察大白鹅的外形特征并初步理解诗歌内容。

（1）鹅的羽毛是什么颜色的？

（2）大白鹅的脖子长得怎么样呢？（长长的）

（3）这只大白鹅伸着长长的脖子向着天空在唱歌呢，我们听
一听它是怎样唱的。（放白鹅叫声）

（4）我们也来学一学白鹅唱歌吧。带领幼儿模仿动作，伸长
脖子学白鹅叫声。（引出诗句“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4）大白鹅最喜欢游泳，它是怎样游泳的呢？（引导幼儿用
双手模拟划水的动作，引出诗句“白毛浮绿水”）

（5）大白鹅小脚的颜色真漂亮，是什么颜色的呀？（红色）
那么大白鹅游泳时脚又是怎么用力的呀？请幼儿自主创编动
作，然后集体模仿（引出诗句“红掌拨清波”）。

（三）听一听，读一读。

1、放《咏鹅》朗读带，幼儿欣赏。

2、教师有感情配乐朗读，边读边模拟动作表现古诗内容。

3、教读两次。第一次拍节奏读，第二次边读边模拟动作。

4、跟读一次。放录音朗读带，幼儿边跟读边用动作表演。

（四）音乐游戏：快乐的大白鹅



1、放音乐歌曲《咏鹅》。

2、教师带领幼儿扮演大白鹅，边听音乐边表演，来到“小
河”里尽情的嬉水玩耍。

中班语言教案咏鹅设计思路篇七

1、初步理解故事的内容，感受紧张和惊险的故事情节。

2、仔细观察画面，大胆猜测故事情节，并能用较丰富的语言
表达出来。

3、懂得任何时候不要轻易地相信坏人。

4、通过倾听教师对图书书面语言的朗读，提升依据画面展开
想象并用较丰富的语汇进行表述的能力。

5、借助图文并茂，以图为主的形式，培养孩子仔细阅读的习
惯，激发阅读兴趣。

中班语言教案咏鹅设计思路篇八

1、引导幼儿初步感受古诗，能够边模仿动作边诵读古诗。

2、激发幼儿(幼儿食品)诵读古诗的兴趣。

1、多媒体课件，音乐磁带，小鹅头饰人手一个。

2、情境设置：小“池塘”。

1、鹅妈妈(妈妈食品)带着鹅宝宝(宝宝食品)去池塘里游泳，
激发幼儿学习古诗的兴趣。

（1） 孩子们，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妈妈带你们到池塘里去



游泳,好吗？

（2） 听音乐做戏水的动作。（伸伸脖子、理理羽毛、划划
水）

（3） 啊，游累了，我们来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幼儿随地坐
下。

2、结合多媒体，初步了解小鹅的特征并能模仿小鹅的动作。

（1）今天妈妈请来了几个好朋友和你们一起玩，看看它们是
谁呀？(播放课件)

（2）这些小鹅长得什么样？（引导幼儿讲出小鹅的特征，长
长的.脖子，白白的羽毛，红红的爪子）请幼儿模仿小鹅伸脖
子、游泳的动作。

中班语言教案咏鹅设计思路篇九

1．对照拼音初读古诗，读准、读好10个生字：咏、曲、项、
歌、毛、浮、绿、掌、拨、波。

2．检查读的效果。

（1）难读字音：项

（2）易读错字音：曲、拨、波

3．同桌互相检查，指名读。

（1）朗读时大家一定明白了不少问题，愿意互相说说吗？
（先小组内交流再全班交流）

（2）谁还有不懂的问题可以提出来，让同学和教师帮帮你。



（学生质疑、答疑，如答不出，老师再启发引导）

（3）大家说得那么好！连大白鹅也想说了，你们想听听大白
鹅说些什么吗？（放录音）同学们，你们刚才说得都非常好！
可是，你们知道吗？每首古诗都有一定的韵律节拍。只有按
韵律节拍朗读，才能在读中再现意境，体验情趣，得到深刻
的理解。

4．（1）你们想知道这首诗的节拍吗？请认真听录音。（播
放古诗画景，配乐朗读）

（2）听了录音，你感悟出它的节拍了吗？请一边拍手打拍子
一边诵读古诗。

（3）谁能有节奏地读给大家听？（播放古诗画景，配乐朗读，
学生评议）

5．（1）现在请同学们闭上眼睛静静地听录音配乐朗读，仔
细地想象大白鹅游水唱歌的场面，看你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
什么样的画面。（连放数遍录音）。

（2）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描绘出自己脑海中呈现的画面呢？
（唱唐诗、跳舞、绘画、朗读、表演、语言描述等，也可合
作完成）

（3）播放课件，展示动态画面《白鹅戏水图》，巩固感知，
想象的成果。

6．（1）大白鹅看着蓝天白云，在清清的水面上唱歌游玩，
心情怎样？作者骆宾王看到这幅有白有绿、有红有青、有动
有静的感人画面，在什么样的。思想感情中吟出了这首小诗？
（体会朗读、练习背诵）

（2）多种形式的读、背。（领读、跟读、诵读、赛读等）



中班语言教案咏鹅设计思路篇十

设计思路：

这节活动与其他活动大不同的地方就是采用砂皮纸为载体进
行美术活动，让幼儿初步感受其中的不同。因此在选择动物
上也有以下思考：形象表现简单，砂皮的深色背景下选择白
毛的鹅，效果突出。而《咏鹅》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古诗，通
过古诗内容巧妙而又形象地帮助幼儿表现出大白鹅的基本特
征。尤其是“2”字较形象地引导幼儿联想到大白鹅的长脖子。

本次活动分为三大环节：在第一环节中运用古诗《咏鹅》让
幼儿在吟诵古诗感受美的同时了解大白鹅的外形特征；在第
二环节中通过教师边讲解边示范，帮助幼儿较形象地把握大
白鹅脖子长的特点；引导幼儿能充分地表现鹅在水中的简单
动态；在第三环节的分享交流中引导幼儿关注绘画作品，感
受砂皮纸上作画的乐趣并体验美。

活动目标：

1.尝试用颈部任意弯曲，表现鹅在水中游泳的情景。

2.感受在砂皮纸上作画的乐趣。

活动准备：

砂皮纸人手一张、蜡笔（白色蓝色绿色红色黄色）、范例一
张

活动过程：

一、欣赏古诗--理解故事内容，从古诗中了解大白鹅基本特
征



1.幼儿欣赏古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
拨清波。你知道这首古诗的名字吗？让我们一起来念念这首
好听的古诗吧。

2.鹅的羽毛是什么颜色？（白色）它的脚掌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颜色？（脚掌有蹼、红色）什么是“曲项向天歌”？
（弯曲脖子向着蓝天唱歌）

小结：大白鹅身上有白白的羽毛、红掌红冠子、长长弯弯的
脖子，大白鹅美丽又神气。

二、创作表现--在边念古诗边示范讲解中创作表现大白鹅在
水中的简单动态

1.教师运用古诗中的四句话进行示范讲解：

l鹅，鹅，鹅（画一个大2），

l曲项向天歌（弯曲后画成一个大身体）

l白毛浮绿水（画翅膀），红掌拨清波（画出红色的脚掌）。

l添上大白鹅红色的冠子、有神的眼睛、扁扁的嘴。

2.引导幼儿添画蓝蓝的湖水、绿绿的杨柳、蓝天白云、展翅
的蝴蝶等等

3.提醒幼儿把大白鹅的脖子画长，

4.提醒幼儿在砂皮上用蜡笔涂色要用力均匀，用先打好轮廓
后填充颜色的方法。

三、分享交流--游戏中引导幼儿结合古诗关注作品，感受古
诗美与绘画美的结合



1.师生一边念古诗一边轮流点幼儿的作品，古诗念完最后被
点到的作品，就请该幼儿来介绍。

2.说说哪只大白鹅最美？它美在哪里？

中班语言教案咏鹅设计思路篇十一

随着主题活动“我喜欢”的主题开始，在最近我们班的小朋
友的交往不是很广泛，只仅限于个别要好的小朋友进行来往，
因此预设这次活动，通过好朋友这首歌，让幼儿了解歌曲的
内容，感受愉快的旋律节奏。并且知道好朋友要互相帮助，
激发幼儿与同伴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的情感。

1、通过观看图片，了解歌曲内容，愿意有感情的学唱歌曲

2、激发幼儿与同伴友好相处的情感。

1、日常活动中，幼儿有互相帮助做好事的经验

2、幻灯片、歌曲录音活动过程：

1、今天你和好朋友在一起做了什么游戏?

2、你喜欢你的好朋友吗？为什么?

1、你觉得他们是好朋友吗？

2、你从哪里看出来他们是好朋友？

3、他们在干什么？小结：好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你帮我来
梳梳头，我帮你来梳梳头。

4、你和好朋友会怎样互相帮忙？指导：幼儿自由讨论，请幼
儿和他好朋友分别说说在一起是怎样互相帮助的。



5、让我们一起听听歌曲的好朋友是怎样互相帮助的

6、教师有表情的演唱歌曲。

7、你听到歌曲中的小朋友是怎样互相帮忙的。

8、请幼儿跟着音乐一边做动作一边轻声跟唱歌曲。

1、请你们找个好朋友边做动作边有表情的演唱。

2、幼儿之间再换一个好朋友一起有表情的演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