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语言领域教案 10 篇 

中班语言领域教案 1 

活动目标： 

    1、看图欣赏故事，感知故事内容，感知故事中每一个人对快乐的认

识，知道并讲述他们的快乐是什么。 

    2、通过讨论活动和问卷调查活动，感知不同的快乐，知道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快乐，能边贯地讲述故事中的对话。 

    3、认真倾听老师介绍调查要求，并按照要求认真完老师布置的调查

统计任务。 

活动准备： 

    小书每人一本 

活动过程： 

    一、音乐活动《森林音乐家》，引出快乐。 

    1、师生随着音乐，表演歌曲一遍。 

    2、教师：在热闹的森林里还有哪些音乐家和快乐的小动物呢? 

    3、带领幼儿演唱仿编的歌曲。 

    4、教师：森林里有那么多快乐的小动物，那么小朋友你快乐吗?你知

道快乐是什么吗? 

    二、自主阅读故事《快乐是什么》。 

    1、教师：驴子奇奇总是耷拉着耳朵。莎莎问奇奇：“你为什么总是这

么伤心呢?你没有快乐的事情吗?”“快乐是什么?”奇奇头也不抬地问，“等你



 

们找到快乐的时候，再告诉我吧!”于是，莎莎就出去帮着找快乐，她跟谁

找快乐的? 

    2、引导幼儿打开幼儿用书，让幼儿自主阅读故事画面。 

    三、带领幼儿阅读故事。 

    1、教师带领幼儿边看画面边讲述故事内容。 

    2、教师：故事里面有谁?莎莎帮奇奇找什么? 

    3、教师：莎莎第一个找到谁?她是怎样问的?鞋匠又是怎样回答的?第

二个找到谁?又是怎样对话的?。 

    4、教师看图讲述故事，在讲到问句以及答句时，放慢讲述的速度，

鼓励幼儿加入讲述。 

    5、师生完整地看图讲述。 

    四、引导幼儿讨论，进一步理解故事内容。 

    1、教师：后来，奇奇找到快乐吗?奇奇的快乐是什么呢? 

    2、教师：鞋匠的快乐是什么?果园里的阿姨的快乐是什么?老师和医

生的快乐又是什么?凶们的快乐一样吗?为什么他们说得不一样? 

    3、教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快乐，快乐是发自自己内心的感受。小

朋友你的快乐是什么呢? 

    4、鼓励大家大胆地在集体面前交流自己的快乐感受。 

    五、和幼儿一起看小书，引导幼儿翻阅画面和老师一起快乐地讲述故

事《快乐是什么》。 

    六、展示《快乐是什么》问卷调查表，介绍调查表的内容，鼓励幼儿

回家后，咨询调查自己家里的人，并用绘画的方式进行记录，还可以请家



 

长在图画旁边的格子里用文字进行记录。 

中班语言领域教案 2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感知故事的主要结构。 

    2、创编故事内容。 

    3、体验创编故事的乐趣。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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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理解故事内容，记清主要情节，初步学习人物的简单对话。 

活动准备： 

    1、故事动画。 

    2、操作材料若干。 

    3、了解春、夏、秋、冬四季特征。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出示课件：大尾巴)猜一猜：这是什么?想一想：它象什么呀? 

    二、理解故事 

    1、想象故事。小松鼠的尾巴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我们来看一看： 

    (1)看(教师演示动画)春天：小鸡尾巴挡雨夏天：蜗牛尾巴扇风秋天：

小兔尾巴扫叶冬天：小猫尾巴保暖 

    (2)说在什么季节?发生了什么事?(让幼儿根据自己对课件的理解随便



 

说说) 

    2、完整欣赏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跟你们说的一样吗?我们来听一

听。(老师完整地讲述故事) 

    3、表演小松鼠真能干，能用它的大尾巴做好多事情，我们一起来学

一学能干的小松鼠，我们一边学一边讲，比小松鼠更能干，好吗?(大家一

起边讲述边表演) 

    三、仿编故事 

    1、讨论： 

    (1)春天，是什么样的?小松鼠出去走走，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2)夏天，是什么样的?小松鼠出去走走，又会发生什么事呢?秋天、冬

天呢?(幼儿讨论) 

    2、仿编新故事 

    (1)引导幼儿想象记录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小松鼠出去走走，又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请小朋友去把它画出来。 

    (2)幼儿相互交流请小朋友相互说一说自己的想象。 

    (3)讲述新故事选择几个小朋友的画讲一讲。能选择到春天、夏天、秋

天、冬天，各一幅，编成一个完整故事。大家一起讲述。如果没有，鼓励

小朋友把没有的回去编出来。 

    活动延伸：继续仿编新故事。 

中班语言领域教案 3 

【活动目标】 

    1、欣赏故事，理解词汇：“聚精会神”、“头破血流”，并初步懂得寓



 

意，做事情前要想一想，不能看到什么就学什么。 

    2、通过提问和有序观察图片，理解图片中情节的发展变化。 

    3、懂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要盲目跟别人学的道理。 

【活动准备】 

    1、自制《小猫刮胡子》图片一套或根据寓言内容制作电脑动画。 

    2、小猫(有胡须)手偶一个。 

【活动过程】 

    (一)教师以谈话引出活动内容。 

    1、教师出示小猫手偶：我是一只小花猫，我的胡须长又长。 

    2、师：小朋友，你们知道小花猫的胡须有什么用吗? 

    3、幼儿自由讨论后，教师巧妙地引出寓言故事。 

    师：可是有一只小花猫把自己的胡子刮掉了，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事情。 

    (二)教师出示教学图片，有表情地讲述寓言。 

    1、教师出示图片，生动地讲述寓言《小猫刮胡子》。 

    2、师：小猫刮胡子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三)教师引导幼儿有序地观察图片，分段讲述故事。 

    1、理解第一幅图片的内容：主人正在做什么?(理解词汇：“聚精会

神”)小花猫在看什么? 

    2、教师通过提问帮助幼儿有序地观察图片，理解寓言情节。 

    3、师：小花猫刮胡子后，追捕老鼠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碰得

头破血流?(理解词汇：“头破血流”) 



 

    (四)教师和幼儿再次看图片，完整欣赏寓言，启发幼儿理解寓言。 

    1、教师指图与幼儿共同讲述寓言。 

    2、师：小花猫能刮胡子吗? 

    3、教师小结：原来，胡子是猫用来探路的工具，它就像一把尺子，

在钻洞时得用它来测量洞的大小。如果没有了这把尺子，猫就不知道自己

能不能钻过去。 

    (五)引导幼儿进行拓展谈话，启发幼儿懂得做事前要想一想，不能看

到什么就学什么。 

    师：小花猫的主人刮胡子对不对? 

    师：为什么主人应该刮，小花猫却不能刮呢?(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不

能看到什么就学什么) 

    师：如果以后你也遇到了一只刮胡子的小花猫，你会和它说什么? 

中班语言领域教案 4 

活动背景： 

    中班孩子的活动量和活动内容，显然要比小班孩子大而多，孩子对自

己身体的兴趣，以及对自己生命的信心，也开始萌芽。 

    活动最好在孩子生活需要的情景中进行，如：体育活动中孩子发生不

安全因素了，或者同伴的身体有些变化了等等。 本活动努力使孩子在了

解自己身体的同时，对自己身体的安全有所重视。 

    当然，在这次活动中，孩子对自己身体“哪些部位会动“的探索，不可

能完整，但是孩子探索的目的，并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如果可以将

孩子敏锐的目光和强烈的兴趣引向更广阔的自然和社会，那么，这样探索



 

活动的结果，又何需去苛求呢。 

内容与要求：了解自己身体能活动的一些部位，对身体感兴趣。 

活动准备：纸偶娃娃，人物动、静活动图片，如跳舞、织毛衣、踢足球

等，记号笔等。 

过程与指导： 

一、做游戏“木头人” 

    ――孩子坚持不了多久，就会动的，老师正好作小结。 

    老师（小结）：人不动是很难受的，因为我们都是有生命的。 

二、跟着音乐动一动 

    ――让灵动的身体与前一个活动“木头人 形成鲜明的比较。 

三、说说：人有哪些活动 

    老师：跳舞是一种活动。（出示图片）她在干什么？织毛衣是一种活

动。（出示图片）踢足球也是一种活动。你们知道，人还有哪些活动呢？ 

    ――了解人的许多活动，感受生命的丰富。 

四、说一说：身体的哪些部位能动人们怎么会有那么多活动呢？是因为人

的身体的许多部位能动。 

    1、边动边记录：你的身体有哪些地方会动的？――记录在纸宝宝

上。 

    2、讲讲哪些地方能动，讨论： 

    这个地方能动使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如果不会动会怎么样？ 

    这里会生什么病？ 



 

    ――通过“能动”和“不能动 的比较（在感受不会动时，可以请 孩子尝

试不动某部位，做一件事，可以有这样的指导语“瞧，不动不行吧”、“动了

才方便呢 等等），感受活动部位，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 

    3、介绍骨折、脱臼。 

    ――与生活保健相融合，如果能与本班孩子的健康情况相结合则更

好。 

五、我们身体会动的地方还很多，我们以后慢慢去发现 

    这个活动还没有完，因为事实上，孩子对自己身体的发现 还没有停

止，可以在教室挂本本子，供孩子进行专题记录。 

中班语言领域教案 5 

    活动目标 

    1．认真倾听故事，理解故事内容。 

    2．学习故事中的对话语言。 

    活动准备 

    1．小鸭子、小兔、小鸟和小龟的木偶或玩具。 

    2．小鸭子、小兔、小鸟和小头饰若干。 

    3．事先和幼儿一起了解鸭、兔、鸟、乌龟的生活习性特点。 

    4．根据幼儿用书自制幻灯片。 

    活动过程 

    1．通过提问引发幼儿活动兴趣。 

    教师：小朋友知道小鸭子会做什么吗？（如会游泳、捉鱼等）请幼儿

边说边模仿小鸭子的相应动作。 



 

    教师：如果小鸭子自己去游泳，没有朋友一起玩，他会开心吗？他应

该怎么 办呢？ 

    2．教师讲述故事，幼儿欣赏。 

    教师利用自制幻灯片，出示小鸭、小兔、小鸟和小龟的木偶或玩具，

完整地讲述故事。 

    3。围绕故事内容提问。引导幼儿理解故事情节。 

    教师：开始时小鸭子为什么会难受？小鸭子在池塘里游泳时先遇见了

谁？后来又遇见了谁，小鸭子对他们说了些什么？小兔、小鸟和小龟都说

了什么？ 

    教师：最后谁和小鸭子一起去游泳了？ 

    教师：为什么小兔和小鸟没有和小鸭子一起游泳？ 

    4。第二次讲述故事，引导幼儿注意倾听并重复角色之间的对话。 

    教师第二次完整讲述故事，讲到对话时，请幼儿跟随老师学说角色的

对话，如：小鸭子说：“你能和我一起游泳吗？”小鸟说：“对不起，我不会

游泳，你找别的 朋友吧！” 

    教师：当小鸭子问“你能和我一起游泳吗？”时，小兔、小鸟和小龟回

答的话一样吗？他们都是怎样回答的？引导幼儿关注小兔、小鸟和小龟的

话（小兔和小鸟说：“对不起，我不会游泳，你找别的朋友吧！’’小龟说： 

‘‘好啊！我和你一起玩！ 

    教师扮演小鸭子，幼儿扮演小兔、小鸟和小龟，重复角色对话。 

    5．故事表演。 

    请幼儿分别戴上不同小动物的头饰，角色。体表演故事，几个小朋友



 

中班语言领域教案

活动目标： 

    1、初步感知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学习简单的对话。 

    2、借助教师的语态及画面中生动的动物形象，初步学习有表情地讲

述故事。 

    3、体验动物们互相帮助的情感，产生爱护大自然的情感。 

    4、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5、领会故事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活动准备： 

    1、故事图卡。 

    2、小动物头饰。 

活动过程： 

    1、出示春天图卡，引出主题。 

    教师：春天来了，什么花开了?(桃花、迎春花)除了它们还有其它很美

丽的花儿也开了，它们是谁啊?(杏花、梨花)它们睡了一个冬天，想要感谢

叫醒它们的朋友，我们去帮她们找找那个朋友吧! 

    2、教师引导幼儿边看图卡，边听故事，边思考问题。 

    例如：教师说：“大象，是你给我们松的土吗?”教师提问：“是不是大

象松的土呢?” 

    是不是小羊松的土呢?小羊怎么说的? 

    是不是啄木鸟、小蜜蜂松的土呢?它们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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