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活动春天的悄悄话教案(汇
总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大班活动春天的悄悄话教案篇一

1、准确感知9的数量，认识数字9。

2、能将相等数量的物体放到一起，初步建立起等量的关系。

3、能按活动的要求检查自己的.操作过程和结果。

《春天的色彩》ppt课件、摄像机

（一）开始部分--用目测的方法判断出每种动物的数量。

（二）基本部分

1、把数量相等的小动物放在一起。

现在，池塘里的小动物们要玩游戏了，它们要和数量一样多
的小动物组队一起玩，请小朋友来帮它们找一找，谁要和谁
在一起玩。对了，白鹅是7只，青蛙也是7只，它们一样多，
所以白鹅和青蛙组成一队；鸭子和乌龟都是8个，他们一样多，
那它们组成一队；小鱼和小虾都数了9个，它们一样多，它们
是一队。小动物们组队成功了。

3、认识数字"9"。



（三）结束部分--活动评价教师引导幼儿对应检查自己的操
作过程和结果。

益智区数字排序操作卡。

大班活动春天的悄悄话教案篇二

我班幼儿对于数字的兴趣浓厚，能够准确感知1—8的数量，
并能用相应数量的圆点、小棒等实物进行匹配。信是孩子生
活中既熟悉又陌生的通信方式，通过信这一手段，让孩子在
装信、寄信的过程中把数学的操作渗透其中，让孩子在做做、
玩玩中认识了数字9，并根据物体数量进行数物匹配，进一步
感知了9以内的数量，体验了活动的乐趣。

1．认识数字9，正确感知9以内的数量。

2．能有规律地对物体进行目测，并能根据物体数量进行数物
匹配。

3．有秩序地参与装信、寄信的活动，体验活动乐趣。

数卡（6—9）若干、实物卡（春天景物）若干，小篓子每组
一个、信封人手一个，“邮箱”4个（分别贴有数字卡6—9）。

教学过程

幼儿行为

指导要点

效果、建议

一、谈话导入。



1．认识信封，能用数字表示信封上花朵的数量。

提问：那我们先来看看，小动物们准备给春姐姐的信里寄什
么呢？（出示信封）

幼儿猜测小动物们给春姐姐的信里的内容。

二、引导幼儿主动探索数与实物的配对。

1.出示信封1（封面上画有花朵），引导幼儿根据实物的数量
匹配数字

提问：这个信封上有几朵花?用什么数字来表示呢?

小结：信封上是几朵花就放数卡几

请一幼儿到前面来操作。

2．出示信封2、3（信封上画有数字或者圆点），引导幼儿根
据数字或者小圆点的数量匹配相应数量的实物卡。

提问：我们再来看这两个信封，信封上有什么？

过渡语：小动物们画了许多画，它要请我们小朋友把画装进
信封里，我们怎么做呢?请小朋友动脑筋想一想，幼儿相互讨
论。

请个别幼儿到前面操作。

小结：数字是几就放几个实物、有几个小圆点就放几张画。

幼儿点数信封上花朵的数量

一个信封上面是数字，一个信封上面是小圆点



根据已有经验，幼儿会想到：有几个圆点就放几张画、数字
是几就放几个实物等。

引导幼儿根据数量归类

三、幼儿分组操作。

过渡语：一会儿请小朋友帮忙，把小动物们写好的信装起来。

1．介绍做法及要求：幼儿每人拿一封信，先看清信封上是几
朵花就放几的数卡，是数字几就放几个实物卡。

2．教师个别辅导。

3．幼儿互相交流、检查。

4．教师与幼儿共同检验。

说说信封上是数字几或是几个实物卡，里面就放几个实物卡
片或数字几。

教师可用抽卡片形式帮助幼儿将数与实物配对。

请几个幼儿到前面来讲讲为什么这样放，其他幼儿帮助检测
操作得对不对，如不对帮助纠正。

四、游戏：送信。

1．教师讲解游戏的玩法及要求：全体幼儿带上信代替小动物
给春姐姐送信。

2．幼儿根据要求送信。

要求：信封上有几朵花，就送到标有那个数字的邮箱里。



3．教师与3名“邮递员”（幼儿）共同检查信送得是否正确。

春姐姐收到了信，她好开心啊，她把春天打扮得更美了。小
动物们也要谢谢我们小朋友。再见！

根据点卡送信

将信送到贴有相应数量点卡的邮箱中

请能力较强的幼儿担当“邮递员”的角色。

大班活动春天的悄悄话教案篇三

导语：让孩子们了解春天的相关知识；已经去大自然寻找和
感受过春天。下面小编为你整理的幼儿大班春天活动教案内
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通过看看、听听，感知春天的色彩，感受春天的色彩美技能
目标 鼓励幼儿大胆表达自己对春天颜色的感受情感目标 培
养幼儿热爱大自然、热爱春天的情感。

准备"春天的颜色"教学课件ppt，在ppt上出示春天的花和树等。
准备一个花球。

1、老师播放"春天"的教学课件，引导幼儿仔细观看课件，说
出看到的景物及特征。

老师：春天来了，让我们一起看看课件，看看春天是什么样
的？

2、老师引导幼儿把自己看到的事物特征说出来，示范把幼儿
看到的事物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如（我看到了桃花开出
了粉色的花朵、柳树长出了绿色的树叶等）。



3、游戏老师引导幼儿玩游戏，通过游戏巩固本节课所学的句
型。

老师：你们也爱春天，那就让我们和春天玩个游戏吧！老师
这里有一朵小花球，我们按照顺序传，老师说停，传到谁那
里谁就要说出春天的颜色。

游戏活动进行一段时间后，老师引导幼儿结束活动（小朋友
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了，相信大家现在都很喜欢春天了吧，
我们回家后可以去外面看看春天的颜色，然后和爸爸妈妈还
有朋友们分享一下）。

大班活动春天的悄悄话教案篇四

1、使学生习得朗读诗歌的特殊感情方法。熟练朗读课文。

2、使学生认识8个生字并熟练掌握生字的正确使用方法。

3、使学生掌握“啦”、“哪”、“吧”、“吗”、“啊”这
几个感情用词的正确使用方法。

4、使学生掌握“！”和“？”的使用方法。

5、使学生初步形成爱老师的观念，陶冶爱美的情趣。

教学重点

1、注意感情用词的使用。

2、结合“爱师长”的道德情感教育。

教学时间：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1、导入新课，板书课题

哦，小朋友之间有秘密的时候会说悄悄话。那么，让我们来
看看课文中的两个小朋友有什么秘密呢！

2、教学生字

话：认读熟字“舌--舌头的舌”；用卡片教新的偏旁“訁”。
在黑板上写“舌”，合起来，认一认，言舌--话，说话的话。

路：认读熟字“足”；合起来，认一认，足各--路，走路的
路；走路要用脚走，所以有一个足字旁；注意足字旁的一捺
改为一提，并注意写法，一提是垫底的。

亮：注意上中下三部分的结构和彼此之间的大小关系。

露：分开来，认一认，雨，下雨的雨，路，马路的路；合起
来，认一认，露，露水的露。

跑：足包--跑，跑步的跑

它：动植物的它，注意区分他她它的不同。

师：老师的师

吗：一匹马张着嘴巴--吗

教生字时注意理解字的意思。先让学生指出字的哪部分是学
过的，再教习新字。然后让学生用手指书空，跟着老师念两
遍，同时组两个词。如：点、横折、提……，话，说话的话，
悄悄话的话。

3、指导朗读



这是一篇诗歌形式的文章，朗读出感情能让学生体会其中的
意思。

朗读前先让学生用笔圈出啦、哪、啊、吗、吧这几个感叹词，
老师先示范读一遍，让学生注意听这几个字的读法。然后学
生一句一句跟读。最后点名叫学生读。读的过程中注意纠正
带读字的发音和感叹词的轻重。

可以用比较读的方法，老师故意用错误的发音来读感叹词，
让学生来纠正。重复几次，直到教会。

第二课时

1、复习上堂课的内容

2、思想教育

师：对了，因为上面有露珠哪，太阳光照在露珠上，可不是
一亮一亮的吗。

师：哦，她们要把花儿插在老师的花瓶里。

师：她们为什么要把花插在老师的花瓶里而不是自己玩呢？
大家讨论一下。生略

师：因为她们尊敬老师，喜欢老师。美丽的花总是送给自己
喜欢的人的，对吗？

师：小朋友们想想看，通过什么方式还可以表示你对老师的
尊敬呢？大家讨论一下。生略

经过以上的师生问答和学生讨论，整个课堂的气氛活跃起来，
学生纷纷举手发言。

3、作课堂练习



大班活动春天的悄悄话教案篇五

1、认识本课的生字，了解树木的年轮和树冠的'形成过程和
作用。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摘抄课文中用得好的词语和自己喜欢的对话。

读懂课文内容，了解树木的年轮和树冠的形成过程和作用。

课时安排：1课时。

一、从课题导入，引起学生对课文的兴趣

二、自学课文，合作质疑。

1、把课题读正确、读通顺。

2、边读边思考“阅读提示”中提出的问题，寻找问题的答案。

3、同桌互相交流自己读懂了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读
懂。

4、全班汇报交流，学生互相，互相帮助解决疑难问题。

（1）教师作适当的指导和点拨，在学生说不清楚时适当引导
学生回到相应的段落读一读，议一议，把问题弄清楚。

（2）重点引导学生弄明白以下问题：

什么叫年轮？树木是怎样依靠年轮来记录、指示方向和记录
气候的？

三、分角色朗读课文，体会不同人物说话的语气和语调。还



可以让学生互相合作，把课文表演出来。

四、选择自己喜欢的一组对话读一读，再抄下来，学生抄写
后，可互相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