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端午节语言活动教案(通用6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问题来了，
教案应该怎么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
方便大家学习。

小班端午节语言活动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欣赏画面，了解各小动物的走路特点，感受绘本的情趣。

2、在绘本的情景中尝试有序地排列，积累相应的数经验。

3、在观察画面、动作模仿的过程中了解不同角色走路的特点。

4、在情景中初步感知4以内的数量，尝试有序地排列。

活动准备：

1、ppt、音乐

2、操作材料人手一份

3、绘本ppt。

4、小动物图片和蓝色卡纸制作的“小路”。

活动过程：

一、以“羊村”吸引幼儿注意，导入活动。

二、观察画面，模仿不同角色走路的动作，初步感知4以内的



数量。

1、感知数量1，模仿小弟弟神气地走路。

（1）看谁来了？小弟弟是怎么去的？

（2）模仿小弟弟走路神气的样子

2、感知数量2，模仿小鸭子走路的动作。

（1）现在去羊村的路上有几个朋友？

（2）模仿小鸭子走路的动作

3、模仿小兔子走路的动作，感知数量3。

（观察画面）这个朋友是谁？你怎么知道是小兔子？

?观摩体会】

应彩云老师的新课程主题背景下的小班绘本活动《一步一步
走啊走》。

应彩云老师抓住了小班这个年龄段孩子的活泼、好动、注意
力易分散转移的特点，安排了适宜的教学内容，创设了课程
需要的.教学情境，运用了以游戏为主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让
幼儿始终沉浸在所设计的情境中。

尝试了以儿歌形式引导幼儿学习小动物走路特点，使幼儿充
分体验了活动的快乐，并使得幼儿从中积累了相应的数经验，
理解了所学数“1~5”的实际意义，且初步尝试了有序排列。
这种教学模式不仅获得了预期的效果，且真正做到了让孩子
在玩中学，学中玩。

指导策略：在结尾时用老虎的吼声吸引孩子，但为了消除小



班恐惧心理，马上用“好老虎”下定义，并充分调动幼儿从
想说到会说，并模仿动作。

我的思考

对于小班孩子来说，能够说出“虎年吉祥”“虎虎生威”这
样的成语很不容易，应老师还在现场让孩子们模仿“虎年吉
祥”的动作和笑容，应景，又自然推向高潮。

小班端午节语言活动教案篇二

由于小班的孩子年龄较小，对一年四季的'概念、特征认识比
较模糊。现在，冬天来了，而冬天中最富代表性的就是雪景，
引导孩子欣赏雪景的美，在故事和音乐声中感受玩雪、赏雪
的快乐，让孩子走进大自然，热爱大自然。

1、知道冬天会下雪，雪景是美丽的。

2、认真倾听故事，初步意识到帮助别人和被人帮助都是很快
乐的。

3、初步体验人和大自然相互关爱的情感。

1、幼儿初步观察过冬天的主要特征。

2、故事《冬爷爷的礼物》ppt

二、欣赏故事，教师有感情的讲述故事《冬天爷爷的礼物》
帮助幼儿了解故事的内容。

(一)出示冬爷爷的图片及冬天的背景图，讲述故事。

(二)幼儿边观察图片，边一一讨论上述问题，并学习角色对
话，用肢体语言、表情等辅以表达自己的理解。



提问：这是什么?什么季节才有它?雪花是什么颜色的?什么形
状的?

丽丽收到爷爷的送来的礼物后，病好了吗?她怎么从床上爬起
来的?

三、提问讨论，迁移作品经验。

提问：你希望冬爷爷送什么礼物给你?

幼儿自由表达，请部分幼儿在集体中表达自己的想法。

提问：你喜欢冬爷爷的礼物吗?

四、幼儿到户外感受冬天，启发幼儿产生喜欢大自然的情感。

律动：《雪花》。

音乐声中，“小雪花”(幼儿)随着“冬爷爷”(教师)吹的风，
自由地飞来飞去。教师带领幼儿走到户外，感受冬天的气温、
冬天的风、人们的衣着，如果是下雪天还可以感受冬天的雪
景。

小班端午节语言活动教案篇三

故事《脚步声》是幼儿十分喜欢的文学作品，兔奶奶根据三
只羊走路时脚步声的不同，判断是谁来了。利用这个文学作
品，让幼儿学习根据声音的特征进行判断，不但发展了幼儿
细致的分辨能力，而且使幼儿对周围的声音产生兴趣，能够
留意身边不同的声音。通过学学说说中进一步理解故事内容，
使幼儿萌发了初步的角色对话意识。

根据孩子语言的最近发展区，孩子生长的环境，故事里
的“姥姥”这一称呼对于这里的孩子来说比较陌生，所以我



把故事内容进行了一些调整，在故事中称呼“姥姥”改为奶
奶，出现的象声词走路的脚步声也进行了简单化，便于孩子
学说。

尝试分辨大羊、中羊和小羊以及其他动物与人群走路时不同
的脚步声。

操作图片;故事动画;脚步声课件。

一、出示图片，听故事《脚步声》

1、老师分段讲故事，幼儿安静倾听。

重点提问：

a、是谁上山去看兔奶奶了?

b、为什么兔奶奶一听脚步声就知道是谁来了呢?

c、x羊看见奶奶是怎么说的呀?

(幼儿模仿三只羊不同的脚步声，学说三只羊的话。)

2、完整欣赏故事一遍

重点提问：

a、x羊的脚步声是怎样的?

b、x羊见到奶奶又是怎么说的?

(幼儿回忆故事内容，并模仿三只羊不同的脚步声，学说三只
羊的话。)



小结：哦，原来大羊、中羊和小羊的脚步声都不一样，所以
兔奶奶一下就听出是谁来了。

二、经验迁移

1、你还听到过谁的脚步声

(幼儿说一说、学一学)

三、听录音，猜猜谁来了

1、这里还有脚步声，我们一起来听听。

(放录音磁带：其中有妈妈穿着高跟鞋、爷爷用拐杖、小马跑、
大象等各种不同的脚步声。)

重点提问：

a、这是谁的脚步声?

b、你是怎么听出来的?

小结：每个人的脚步声都不相同，仔细听，开动小脑筋，找
找特殊的地方。(幼儿教育)

小班端午节语言活动教案篇四

语言活动“笨老鼠”是一个非常有趣而幽默的故事，通过故
事能使幼儿了解到平时要用好听的声音与别人讲话，这样才
能使别人喜欢。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
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
而这个故事中的对话比较简短有趣很适合小班孩子学说，所
以我将本次活动的重点定为在理解故事的基础上学说对话。
本次活动我用总分的结构并把声音区分成好听和不好听两种



来开展活动。

1、理解故事内容，知道讲话要用好听的声音。

2、理解词语“板着脸、哼哧哼哧”学说故事中的对话。

3、感受故事的诙谐、幽默。

在理解故事内容的基础上学说故事中的对话。

理解词语“板着脸、哼哧哼哧”。

小老鼠、老鼠妈妈、青蛙、猫的卡片；故事图片四张。

一、谈话引题。

二、完整欣赏故事。

1、教师边出示教具边完整讲述故事一遍。

2、鼠宝宝喜欢猫小姐的声音吗？鼠宝宝是怎么说的？（你的
声音真好听，我喜欢）幼儿学说此句。猫小姐好听的声音我
们一起来学一学。这样的声音真好听。老鼠喜欢老鼠妈妈的
声音吗我们一起再来听一遍故事。

三、分段理解故事。

1、教师出示图片一讲述

提问：鼠宝宝觉得老鼠妈妈的声音好听吗？它是怎么说的？
请全体幼儿学说。我们一起来模仿一下鼠妈妈太轻的声音。

2、教师出示图片二讲述

老鼠提问：老鼠妈妈又去请了谁呢？鼠宝宝喜欢青蛙大婶的



声音吗？它是怎么说的？集体学说此句。青蛙大婶难听的声
音是怎样的呢？幼儿学叫呱呱呱。

3、教师出示图片三讲述

四、教师小结。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猫小姐的声音吗？猫小姐的声音不轻也不
响真好听，而鼠妈妈的声音太轻，青蛙大婶的声音又太难听，
猪婆婆的声音太凶了鼠宝宝都不喜欢。看来我们小朋友说话
也要用好听的声音，这样人家才会喜欢。

附故事：

苯老鼠

天黑了，老鼠妈妈摇着摇篮“吱吱吱”哄鼠宝宝睡觉。鼠宝
宝说：“你的声音太轻，我不要你哄！”

老鼠妈妈只好去请青蛙大婶。青蛙大婶“呱呱呱”地叫着，
在摇篮边蹦来蹦去。鼠宝宝说：“你的声音太难听，我不要
你哄！”

老鼠妈妈只好去请猪婆婆。猪婆婆板着脸，哼哧哼哧地
说：“小家伙，你为什么不睡觉？”鼠宝宝哭了起来：“你
多凶啊！快走，快走！”

老鼠妈妈只好去请猫小姐，猫小姐唱起歌：“小乖乖，闭上
眼睛……”鼠宝宝说：“你的声音真好听啊！我喜欢你！”

老鼠妈妈很高兴，去买鱼招待猫小姐。可是等她回来一看，
猫小姐和鼠宝宝都不见啦！



小班端午节语言活动教案篇五

2.教师范唱第二遍，可以边唱边画；

3.教师边指图片边清唱，帮助幼儿进一步理解歌词，可以让
幼儿轻轻跟唱；

4.教师带领幼儿边根据歌词内容边有节奏的朗诵1—2遍；

5.幼儿听音乐可以拍手轻轻的哼唱1-2遍；

6.在《春天》的伴奏下，幼儿做欢快动作。

活动延伸：建议带领孩子观察春天的动物，植物的变化，引
导孩子用自己的身体动作模仿。

3.加深对春天的认识，初步理解歌曲内容，学会跟唱歌曲；

4.萌发对春天喜爱的情感。

活动准备：各种小动物的头饰，事前幼儿对春天已有过认识
和观察。

小班端午节语言活动教案篇六

1、乐意倾听老师讲故事；

2、大胆用普通话回答问题

3、练习说比较完整的'句子

1、大纸箱一个：上面开一个比较大的口，面对幼儿一面布置
成一个小水池；



2、卡纸立体动物三个；

3、小青蛙、鸭子、乌_饰若干；

4、泡沫垫子，在场地上布置一个小水池

1、用三只小动物表演游戏给小朋友看引出话题，引起幼儿兴
趣；

2、分别表演三只动物“扑通”跳下水的过程：

提问：

a小青蛙呢？

b谁不见了？小鸭子？

c小乌龟？

3、将三只动物重叠拿出纸箱问：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是谁？
第三个是谁？幼儿练习完整句式“第一个
是······”“第二个是······”“第三个
是······”。

4、老师重复一遍故事，幼儿随老师一起玩游戏结束活动。

小朋友一起探讨吃点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