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语言领域春天的电话教案(大
全7篇)

教案的编写需要细心和耐心，反复斟酌和修改，力求做到合
理、科学、实用。通过阅读以下范文，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
好地理解和运用大班教案在实际教学中的作用。

幼儿园语言领域春天的电话教案篇一

1.通过续编诗歌，进一步了解春天的特征感受诗歌中春天的
美的意境，从而萌发热爱大自然的情操。

2.通过观察图片，能清楚、大胆地表达对春天的感受，丰富
词汇(融化、淅沥淅沥、垂柳、嫩绿、新装、微风、飘扬、抿
着、飞翔、蔚蓝、叽哩哩、绿油油、播种)。

3.学会用“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春天在哪儿呢?......春天
在这!春天在这!”的诗句续编诗歌。

4.通过教师大声读，幼儿动情读、参与演，让幼儿感知故事。

5.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6.通过阅读小图、上下图的对比观察，了解故事的情节，通
过一组图片排序，了解故事情节的发生和发展，培养细致观
察和较完整表述能力。

7.幼儿活动时遵守秩序的观念。

1.让家长利用周末带幼儿去感受春天的景色和快乐的游玩。

2.视频诗歌《春天的秘密》。



3.为幼儿续编诗歌准备11张春天的图片，制作成ppt《春天的
秘密》。

4.儿童歌曲《春天在哪里》。

5.诚邀：亲爱的29班家长们，为了让您更多的了解万婴教育
的理念，快乐教育，快乐人生;为了让您更全面的'理解《指
南》在幼儿教育教学目标的指导;为了响应万婴教育机构每周
园长观摩教学活动开放日;路园长将在3月27日(星期四)上午8：
50分在多功能厅，为我们29班幼儿开展大班语言续编诗歌
《春天的秘密》教学活动，欢迎您的光临，期待您与孩子同
乐!

1.现在是什么季节?你从哪里看到了春天?春天是什么样的呢?

3.根据诗歌内容提问，丰富幼儿的词汇并解词。播放ppt《春
天的秘密》

4.出示图片(油菜花、放风筝)幼儿根据图片续编诗歌。

5.幼儿和老师一起有感情有动作的朗诵续编诗歌(油菜花、放
风筝)。

6.播放ppt《春天的秘密》幼儿跟着ppt一起将诗歌完整的朗诵
一次。

7.请幼儿回家和家人一起去寻找春天的秘密，把拍的照片、
画的画、编的诗歌带到幼儿园和大家一起分享。

8.播放儿童歌曲《春天在哪里》，老师带着幼儿踏着节奏翩
翩起舞，到户外去寻找春天。

另附诗歌《春天的秘密》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春天在哪儿呢?

小河里的冰溶化了，

河水淅沥淅沥的流着，

小声的说：“春天在这!

春天在这!”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春天在哪儿呢?

垂柳换上了嫩绿的新装，

在微风中轻轻的飘扬，

小声的说：“春天在这!

春天在这!”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春天在哪儿呢?

桃花红着脸，

抿着小嘴，

微笑着说：“春天在这!

春天在这!”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春天在哪儿呢?

燕子飞翔在蔚蓝的天空，

叽哩哩的叫着，

小声的说：“春天在这!

春天在这!”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春天在哪儿呢?

绿油油的麦苗，

使劲地从泥土里往上钻，

小声的说：“春天在这!

春天在这!”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春天在哪儿呢?

农民伯伯忙着播种，

拖拉机轰隆轰隆地嚷：

“春天在这!

春天在这!”



哈哈!春天真的来了，

春天真的来了!

我看见了春天的秘密，

我要把它牢牢记在心里。

教学反思：

春天来了，万物都有了性的变化，河里的冰融化了，柳树的
叶子绿了，桃花儿红了，春天还是一个播种的季节，农民伯
伯开始播种了。这些都吸引了幼儿的目光。结合当前春天的
季节，我开展了本节活动《春天的秘密》。

活动目标要求幼儿感受春天的美丽，激发幼儿热爱春天的情
感。能了解诗歌的内容，从而运用自己的已有经验来续编诗
歌，学习用连贯的语言大胆讲述自己发现的春天的秘密。

活动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教师有目的、有意识地拍了
许多相关的照片，并在网上下载了大量的图片绘制图片供幼
儿在教学过程中欣赏，帮助他们理解诗歌的内容。教师将诗
歌内容的图片一课件的形式一张一张展现给幼儿欣赏，让幼
儿更快的理解了诗歌的内容，还为续编诗歌的环节做了铺垫。
通过教师的充分准备，幼儿对春天的景象非常感兴趣，所以
能大胆地对自己知道知识进行描述。整个活动过程中，孩子
们的兴趣非常高，主动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也很高。只是活动
的时间把控不够好，但幼儿在最后的续编环节，表现得非常
投入，师生间的互动效果非常好。

小百科：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第一个季节，指立春
至立夏期间，含节气有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
雨。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幼儿园语言领域春天的电话教案篇二

【设计意图】

春末夏初，我们仍然可以用“第三只眼睛”去回味春天，感
受春天的美好。我选择了《木之绘本——春蝶》中优美的画
面，结合孩子丰富的生活经验，开展了大班语言活动《木子
的春天》。活动以木子为主线，以木子充满稚气的寻找为切
入口“我是一只褐色的小鹿，名字叫木子，我从出生到现在
还没见过春天，春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教师带领孩子们
通过回味、体验、讲述去告之木子春天的美好，从而培养幼
儿语言表达能力，激发幼儿热爱春天、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本次活动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孩子们自由地向木子讲述记
忆中的春天，此时的讲述是零星的、散漫的，第二部分孩子
们带领木子去品尝美丽的春天：春天在花丛里，春天在飞舞
里，春天在梦乡里，由浅入深，层层递进，感受春天是多元
的，立体的，教师在孩子的感受、讲述中提炼出优美的散文
诗，整首散文诗都是来自于孩子。第三部分共同欣赏孩子们
的作品，激发孩子的自豪感。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用连贯、优美的语言大胆讲述和表现春天的特征。

2、感受春天的美好、萌发幼儿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活动准备】

电子杂志。

【活动过程】

一、向木子讲述记忆中的春天。



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本好看的书，叫什么名字？（木子
的春天）

木子是谁呢？（幼儿猜一猜）

师：木子原来是一头小鹿，木子从出生到现在还没见过春天，
孩子们，你们见过春天吗？你能告诉木子春天是什么样的？
（幼儿说说美丽的春天）

让我们带着木子一起去寻找美丽的春天吧！

二、带领木子品尝春天的美好。

1、感知春天在五彩的花丛里。

咦，木子来到了哪里？（花丛里）这是一片什么样的花丛？

它看到了什么样的花？

黄色的花会是什么花呢？红色的呢？

师：太美了，我都陶醉了，孩子们，你们闻到了吗？

花儿开得这么美，你能学一学这些花儿开放的样子吗？（幼
儿摆出各种花的造型）

师：“暖暖的春天来到了，什么花儿开？”我来到你面前，
你可得告诉我哦。

总结：木子看到了：春天在哪儿呢？春天在花丛里。春天是
什么样的？暖暖的，香香的，美美的。

2、感知春天在快乐的飞舞里。

看，把谁也吸引过来了？（蝴蝶）



蝴蝶飞舞起来了，春天里还有谁在飞舞？（燕子、小鸟、桃
花瓣儿、柳条、风筝、蒲公英、小朋友等）

让我们跟着音乐飞舞起来吧！

师：你是谁？幼：蝴蝶

师：春天在蝴蝶的飞舞里。

师：谁能用最优美的`语言告诉大家，春天在谁的飞舞里？是
什么样的感觉？

师：木子知道了，春天在哪儿呢？春天在飞舞里。春天是什
么样的？快乐的、幸福的、美丽的。

3、感知春天在甜甜的梦里。

木子在欣赏中进入了美丽的梦乡，它做了个甜甜的梦，木子
梦里的春天还会在哪里呢？（幼儿创造性讲述）

4、感受春天在我们的爱里。

木子把爱、祝福和春都天带给了妈妈，妈妈问：“孩子，你
找到春天了吗”

木子说“我知道春天是什么样的了，幼儿园的小朋友是这样
告诉我的，你听”

三、完整欣赏诗歌。

让我们把这首好听的诗歌也带给其他小朋友吧。

幼儿园语言领域春天的电话教案篇三

大班语言活动春天在哪里教案反思主要包含了活动目标，活



动准备，活动过程，活动反思等内容，体验春天大自然的美
和诗歌的语言美，能使用一些优美的词句进行创编，适合幼
儿园老师们上大班语言活动课，快来看看春天在哪里教案吧。

1、体验春天大自然的美和诗歌的语言美。

2、能使用一些优美的词句进行创编。

3、体验明显的季节特征。

4、理解诗歌所用的比喻手法，学会有感情地朗诵诗歌。

5、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1、音乐带《春天在哪里》

2、配乐诗朗诵，音乐磁带，录音机。

3、幼儿多次观察过春天的景色，初步了解春天的特征。

1、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播放音乐《春天在哪里》，幼儿边
唱边跳进入草地。

2、欣赏配乐朗诵诗歌。

（1）教师有表情的朗诵。提问：诗歌里说春天是什么？春天
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3）集体朗诵诗歌

3、幼儿结伴在草地四周边观察边创编。教师巡回指导，引导
幼儿根据原诗歌的创编形式，使用优美词句进行表达，鼓励
幼儿大胆想象。

4、请个别幼儿朗诵自己创编的诗歌或词句。



5、将一些好的词句组合成一首优美的诗歌集体朗诵。

6、活动延伸：

（1）鼓励幼儿用绘画方式表达诗歌内容，相互欣赏。

（2）利用散步户外观察等活动，引导幼儿继续观察想象春天
是什么样的。

（3）集体制作一本图画书《春天的故事》。

（4）结合动作进行朗诵表演。

这首诗歌以它优美的.节奏和朴素的语言，赞美着春天的美丽、
大自然的神奇，引导用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观察、体验春天
的特征。本采用挂图的方式让通过具体、直观的画面理解诗
歌的内容，再通过一个个具有引导性的提问帮助幼儿理解诗
歌表达的意境，最后采用分段和整体学习的方法帮助幼儿记
忆诗歌的内容，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诗歌的结构工整，语言
具有韵律感，也便于幼儿的创编活动。

幼儿园语言领域春天的电话教案篇四

设计思路：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在大自然中，处处都表现出春天生
机勃勃的景象，到处充满着春天的秘密。《春天的电话》是
一个有趣的童话故事，用小动物打电话的形式向幼儿报告了
春天来临的信息。故事结构简单、语言重复，符合中班幼儿
的'认知特点，既能激发幼儿观察春天变化的兴趣，又能通过
活动让幼儿学会打电话，发展语言表达能力。

本次活动以小动物发现春天来了，给伙伴打电话的情景贯穿
始终。flash、ppt的多媒体阅读能很好地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让幼儿更直观地感受到春天的特征。教学活动中多采用画面
展示法、设计情境法、亲身体验法。

本活动共有四个环节：

环节一以情境方式导入，激发幼儿倾听故事的兴趣。有趣的
开头，吸引幼儿的注意。

环节二借助多媒体，让幼儿初步了解故事里的人物和事件。
通过教师提问引导，让幼儿知道有好消息要告诉好朋友。

环节三引导幼儿理解故事、学念动物的话。在学说对话的过
程中可进一步感知春天的各种变化，也在讨论中知道要互相
关心好朋友的爱好。

环节四带领幼儿一同寻找春天，感受在教室中不能体验的内
容，真正接近大自然，欣赏春的美景。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春天来了的一些特征学说动物对话。

2、体验互相关心和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材料准备：

1、《春天的电话》flash、ppt。

2、小熊、小松鼠、小白免、小花蛇、小狐狸图片各一个。

活动过程：

一、激发兴趣

1、师：冬天的时候，小黑熊在干什么呢?(冬眠)



2、师：可是，“轰隆隆”的一声把小黑熊给吵醒了，我们一
起来看看小黑熊发现了什么。

二、欣赏故事、讨论

1、教师播放flash，幼儿欣赏故事。

2、教师组织幼儿讨论：

1)故事中有谁?(小熊、小松鼠、小白免、小花蛇、小狐狸)

2)他们为什么打电话?(告诉好朋友春天到了的消息)

3)你从哪些话里可以听出春天来了?

3、师：春天来了，他们想把好消息告诉好朋友，希望好朋友
一起出来玩。那么，我们再来听听，他们究竟是怎么说的。

三、理解故事、学念动物的话

1、教师播放ppt，幼儿找找小动物出场的先后顺序。

2、幼儿在教师的引导下学说动物的话，并说说打电话时为什
么这么说。

3、小结：原来，雪融化了、草绿了、冰融化了、虫子出来了、
花开了，这些都告诉了大家“春天来了”。

四、寻找春天

教师：刚才我们听了故事《春天的电话》，故事中说了很多
春天的变化，现在我们一起到大自然中去找找春天吧!



幼儿园语言领域春天的电话教案篇五

1、体验春天大自然的美和诗歌的语言美。

2、能使用一些优美的词句进行创编。

3、体验明显的季节特征。

4、理解诗歌所用的比喻手法，学会有感情地朗诵诗歌。

5、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1、音乐带《春天在哪里》

2、配乐诗朗诵，音乐磁带，录音机。

3、幼儿多次观察过春天的景色，初步了解春天的特征。

1、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播放音乐《春天在哪里》，幼儿边
唱边跳进入草地。

2、欣赏配乐朗诵诗歌。

（1）教师有表情的朗诵。提问：诗歌里说春天是什么？春天
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3）集体朗诵诗歌

3、幼儿结伴在草地四周边观察边创编。教师巡回指导，引导
幼儿根据原诗歌的创编形式，使用优美词句进行表达，鼓励
幼儿大胆想象。

4、请个别幼儿朗诵自己创编的诗歌或词句。

5、将一些好的词句组合成一首优美的诗歌集体朗诵。



6、活动延伸：

（1）鼓励幼儿用绘画方式表达诗歌内容，相互欣赏。

（2）利用散步户外观察等活动，引导幼儿继续观察想象春天
是什么样的。

（3）集体制作一本图画书《春天的故事》。

（4）结合动作进行朗诵表演。

这首诗歌以它优美的节奏和朴素的语言，赞美着春天的美丽、
大自然的神奇，引导用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观察、体验春天
的特征。本采用挂图的方式让通过具体、直观的画面理解诗
歌的内容，再通过一个个具有引导性的提问帮助幼儿理解诗
歌表达的意境，最后采用分段和整体学习的方法帮助幼儿记
忆诗歌的内容，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诗歌的结构工整，语言
具有韵律感，也便于幼儿的创编活动。

幼儿园语言领域春天的电话教案篇六

1、理解诗歌的内容及诗歌中表现的春天的趣味。

2、感受春天的美，激发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课件，三本书，绘画材料。

1、听着《春天在哪里》的音乐进活动室。

美丽的春天在哪里？美丽的春天还在春姑娘为你们带来的'这
三本书里。

2、理解诗歌内容。



（1）出示第一本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彩色的书）猜
猜书里有什么？

（2）出示第二本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边打开边问）

谁在书里笑了？（小朋友），小朋友是怎么笑的？小朋友为
什么笑了？

（3）出示第三本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边打开边问）

是谁在唱歌，它是怎么唱的？谁还会在春天里唱歌？

3、整体欣赏诗歌，看课件。

春姑娘真能干，还把这三本书写进了一首好听的诗歌里，我
们一起听听。

4、欣赏诗歌，感受春天的美。

诗歌里说春天是三本书，是哪三本书？你最喜欢哪一本？

（1）欣赏第一段后提问：你最喜欢这本书里的哪一句话？

小池塘为什么笑？

（3）播发第三段。提问：你最喜欢听书里谁唱的歌？

5、朗诵诗歌

（1）让我们完整地听一遍这首春天的诗歌（再一次欣赏一
遍），小朋友可以轻轻的跟念，集体朗诵。

（2）和老师一起边看图边念这首诗歌。

（3）春天可真美，让我们一起用好听的声音来念这首诗歌。



（4）游戏：老师念诗歌的前半句，小朋友念诗歌的后半句。

6、制作封面，表现春天的美。

（2）幼儿相互介绍自己画的内容。

（3）小朋友，美丽的春天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让我们一起
去找一找吧！

《纲要》中指出：要“引导幼儿接触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使之感受语言的丰富和优美，并通过多种活动帮助幼儿加深
对作品的体验和理解。”具体地说，就是要培养幼儿爱听、
爱看、爱讲、爱表演儿童文学作品，能理解并复述简短的儿
童文学作品。

大班语言诗歌教案《春天》含反思这篇文章共2380字。

幼儿园语言领域春天的电话教案篇七

１、激发幼儿热爱春天的情感。

２、能有感情地朗诵诗歌，培养幼儿的前阅读能力及口语表
达能力。

３、丰富词汇：融化垂柳嫩蔚蓝

１、带幼儿到户外观察。

２、录音机录音带

３、课件：诗配乐

４、每组一张大的图画纸，绘画用的彩笔若干。

１、律动



２、激趣：听录音，请小朋友把眼睛闭上，听（小鸟唧唧喳
喳的叫声，小河哗哗流水声）。

３、提问：刚才听到这么好听的音乐，你想到了什么？

４、欣赏诗歌：教师说：“听了这么好听的音乐，我眼前出
现了一副美丽的画面，你们想听吗？”看课件，教师朗诵。

５、再次感受诗歌：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大声讲出来。

６、提问：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春天在哪？

(1)小河怎样说？

(2)桃花怎样说？

(3)垂柳怎样说？

(4)燕子怎样说？

(5)禾苗怎样说？

(6)农民伯伯怎样说？

７、幼儿讨论：小朋友，你们又觉得春天在哪呢？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小河的冰融化了。桃树开花了，垂柳
换上了嫩绿的新装。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绿油油的麦苗从
泥土里钻出来。农民伯伯开始种地，春天美极了。

８、为诗歌起名：这么好听的诗歌还没有名呢，谁能为它起
个好名字呢。

９、描绘春天：请小朋友以组为单位，用你的彩笔把美丽的
春天描绘出来。



10、展示作品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