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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课堂教育活动的质量是以每一节课的教育质量为前提和基础的,如果每一节课都

能使幼儿学有所获,就能使幼儿对英语学习产生兴趣,充满信心;反之,如果教师有一节课上

不好,幼儿学得不扎实,就会使之产生学习上的空白点,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夹生饭”现象,
影响幼儿的学习兴趣和信心,就有可能造成幼儿从此对英语产生畏难甚至厌学情绪的严重

后果,影响幼儿日后的英语学习.所以,幼儿英语教师应在幼儿的英语启蒙阶段,组织好英

语课堂教育活动.

　第一节　学前儿童英语课堂教育活动　

一、学前儿童英语课堂教育活动特点

学前儿童英语课堂教育活动除了具有普通教育的一般性质以外,还具有以下特点:
(１)小班时主要侧重英语兴趣的培养和英语氛围的感受,到中、大班时逐渐转向英语基

础知识的掌握和基本技能的培养.
(２)只进行听、说技能的培养,不学习认读和拼写,并且是在听的基础上训练说的能力.
(３)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因此必须安排大量的听说活动,使幼儿掌握吸收所学英语.
(４)幼儿注意时间短,自制力差,教师必须采用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形式和教学手段,想

方设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５)由于幼儿英语教育活动的内容相对简单,因此幼儿英语教师完全可以使用英语来组

织教育活动.
(６)教育活动环节相对清晰,先后次序井然.

二、学前儿童英语课堂教育活动类型

课堂教育活动类型是指根据不同的教育活动任务、目的和要求所划分的课堂种类.课

堂类型的划分和应用对于教育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每一种类型的课都有一定的结构,它
有助于教师正确地、有效地把握各种类型课堂的特点,并有效地完成教育任务.一般来说,
学前儿童英语课堂教育活动有新授课、复习课和活动课三种类型.

(一)新授课

新授课,顾名思义,是给幼儿传授某种新知识的课,是让幼儿通过感知、理解语言信息,
经过机械操练掌握正确的语音语调,最终达到英语语言熟练应用的过程.新授课体现出英

语教育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和对幼儿听说训练的全面安排.幼儿英语课堂教育活动以新授课

为主要课型,它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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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为幼儿感知和理解语言知识提供充分的机会和恰当的范例,为幼儿实践操作创造必

要条件;
(２)教师通过手势、动作、表情、图片、实物、多媒体等的演示,使幼儿在看、听、模仿过程

中,发展直觉思维,促进智力活动;
(３)幼儿英语新授课往往与幼儿已有的知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幼儿原有认知结构上不

断拓展新知;
(４)新授课的教学环节相对完整,即提出新知识—反复机械操练—进行交际训练,最终

使幼儿熟练掌握所学的新知识.

(二)复习课

复习课是阶段性的、巩固与发展已有知识与技能的重要课型.科学研究证明,一般人对

知识的掌握是需要多次重复的.通过复习,既可以进一步发现问题,及时查缺补漏,避免给

后续学习留下隐患,也可起到巩固新知识、加深理解的作用.其主要特点是:
(１)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此处的“新”不是引入新知识,而是有新意.所谓的新意,就是

不按部就班、重蹈覆辙,而是给幼儿以新面孔,产生新异感或在原有知识基础上深化、引申,
从而产生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

(２)强化所学内容,并弥补不足.教师通过复习课把一段时间所教的内容进行归纳、整
理,以系统的方式重新呈现给幼儿,进行及时的反复刺激,在幼儿头脑中树立牢固的印象,逐
步形成新的语言习惯,提高幼儿运用英语的能力.同时,教师还可以针对新授课中训练不足

的方面进行弥补教育,确保幼儿掌握所学的内容.
(３)能够提高英语素质.英语素质表现为扎实的语言基础、灵活的交际能力以及敏锐的

文化意识.而这些素质恰恰可以通过复习课加以巩固和提高.
(４)讲解操练为主.复习课往往需要进行大量的听、说、用的操练活动,最终达到巩固的

目的.
(５)复习形式多,内容广.复习内容一般以幼儿前一阶段所学的内容为主,练习形式也

不像新授课那样受各个环节的限制.
(６)复习不是原地踏步,作同一水平的循环,而是对知识进行系统的梳理、整理,使零散、

孤立的知识形成网络,重点提高应用能力与迁移水平.

(三)活动课

活动课是按照幼儿的兴趣将有关的知识综合起来,以综合能力(如学习能力、动手能力、

交往能力、创造能力)的培养为核心,依照一定的程序,以活动为主要方式进行教育活动的一

种课型.在活动课上,新授和复习兼而有之.其有下面几个主要特点.
(１)活动课将听、说、唱、跳、画、玩、表演等活动形式融为一体,使幼儿在一种非常轻松的

气氛中有序地开展各种活动.
(２)情境是活动课所必需的,由一定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构成外部环境,即活动所需要

的氛围.幼儿的活动自始至终都离不开情境,它能提高幼儿各方面的感受性,使幼儿逐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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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活动的最佳状态.
(３)活动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幼儿英语活动课,就是要通过教育活动中的活动,培养和

发展幼儿的英语交际能力,同时使幼儿能通过使用英语,进行和参与有意义的活动.
(４)活动是真实和有意义的,活动的情境是正在发生或能够发生的,活动的内容有明确

的主题和指向,活动的形式符合英语文化的角色期待.

三、学前儿童英语课堂教育活动设计

学前儿童英语课堂教育活动是幼儿接受语言知识、训练技能的主要阵地,评价课堂教育

活动成败、优劣的标准是教育效果,而教育活动设计基于对学生学习语言特点的了解,以优

化教育效果为目的,是解决教师如何教和学生如何学的操作方法.教育活动设计应在遵循

幼儿英语教育原则的基础上,系统设计教育活动策略,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

(一)备课

一般来讲,教育活动设计主要体现在教师备课环节,备课的过程即是教育活动设计的过

程,因此此阶段教师充当的是“设计师”的角色,教育活动设计的成败,教师的教育理念、专业

素质、工作方法和态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常情况下,课本中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材料已经做了由浅入深、从易到难的安排.但

是,这并不等于说教师可以照本宣科.教师在准备任何一个语言项目时,选择什么作为突破

口? 新旧知识如何联系? 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和教育活动步骤? 需要进行哪些形式的课

堂练习? 这些都需要在课前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教师还要设身处地地预见幼儿的学习困

难,制订出引导和帮助幼儿克服困难的措施.因此,备课是教师能否上好一堂课的重要保

证.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要考虑本堂课的教育目标,幼儿现有的水平和接受能力,还要考

虑如何有效组织教学环节以及如何贯彻教育原则,选用哪些教学方法及教具等等.只有这

样,才能使自己在教育活动中处于主动地位,在有限的时间里,保质保量地完成教育活动

任务.
一般来讲,备课时要做到以下几点.

１．钻研教材

由于幼儿园不规定开设英语课,因此没有统一的教材可以使用,各幼儿园可以根据自己

的情况选用或自编合适的教材.教师首先要认真贯彻«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和«幼儿园工

作规程»的精神,然后仔细钻研本园教材,熟悉教材体例、内容,弄清教材的纵向联系.同时

要开放教材,以本园所用教材为主线,广泛搜集与教育活动内容相关的其他资料予以辅助和

补充.

２．钻研幼儿

每一名幼儿的认知水平、知识基础、兴趣爱好、气质、性格等都是不同的,教师要对本班

的每一个个体进行详细的了解,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确定教育活动目标、
教学方法、教学难点和重点等,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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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选择方法

教师要在钻研教材和研究幼儿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教师要善于从各种教

学流派中汲取营养,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个人教学方法的特点和风格.在方法的选用上,
要勇于实践,精益求精.具体来讲,教师要做到以下几点.

(１)在划分课时的基础上,确定每一课时的教育活动目的,选定教育活动模式.
(２)安排教育活动步骤,决定先教什么,后教什么.教育活动步骤不一定要按课本中各

项内容的排列顺序,而是取决于新旧知识的联系和知识复现的规律.
(３)设计最佳教育活动方案,避免幼儿消极地坐等教师讲解,应考虑如何发挥幼儿的主

动性和表现能力,引导幼儿在感知新内容的过程中,依靠自己的经验,自己发现知识.
(４)拟定课堂教育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各个步骤之间的衔接和过渡.通过恰当的起承转

合,把一堂课中的各项教育活动汇为有机的、和谐的整体,自然顺畅地达到预定的教育活动

目的.
(５)选择并准备必需的教具.

４．设计教案

教师把备教材、备幼儿、备方法、备教具的内容写成有条理的书面教育活动方案,作为上

课的依据,这即是教案.教案要反映出教育活动过程的细节,包括课堂教育活动各个环节中

的步骤、练习形式、操练方式以及各环节和步骤之间、各项教育活动内容和学生活动之间的

起承转合,教具的设计也要写在教案中.写教案的目的是使每节课的教育活动目的和要求

明确化,教案至少应包括知识内容和能力培养两个方面.
课时教案的一般结构如下:
(１)教学对象,即幼儿园、年级、班级;
(２)教材,即使用的教材的名称和卷册数;
(３)授课时间;
(４)教育活动内容;
(５)教育活动目标,包括知识、能力、情感三个层面的目标;
(６)教育活动重点、难点;
(７)教具;
(８)教育活动过程,包括从上课前的问候到下课的全过程;
(９)教后记,即本堂课的心得体会.

四、幼儿英语课堂教育活动实施

上课是幼儿英语教育活动的中心环节,备课以及课后评议都是为上课服务的.一堂课

的好坏,直接体现在上课的过程中,而幼儿英语水平的提高,也直接与上好课与否密切相关.
完整的一堂课一般包括以下环节:热身、新课呈现、训练巩固、小结及布置作业.在三种不同

的课型中,新授课包含了所有的教学环节,活动课、复习课的教学环节是新语言学习课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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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或缩减.在这里,我们只分析新授课学习的教育活动过程,并把它划分为热身、新授课过

程和课堂结束三个大的阶段.

(一)热身

热身是一堂课的开始.俗话说,良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所以,热身阶段对吸引幼

儿的注意力、激发幼儿兴趣、调动幼儿潜能、协调师生情感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它还能起到

温故知新、合理引出新课的作用,并充分保证英语课堂教育活动的顺利进行.
此环节常用的教学方法有下面几种.

１．问候法

教师借助手偶教具或头饰教具等直接与幼儿打招呼,如:“Hi,everybody!”“Whatdayis
today?”将幼儿的注意力迅速引入课堂上来.要注意这种打招呼的方式要不断变换,才能达

到热身的目的,否则幼儿就会失去新鲜感.

２．悬念法

例如:“Alittleguestiscominghere．Guess,whoisit?”

３．拟形声法

例如:教师装扮成唐老鸭走上讲台,“Guess,whoiscoming?”

４．歌曲导入法

教师可以清唱,也可以放录音,带领幼儿唱英语歌,如“GoodMorning”“NicetoMeet
You”等等,激发幼儿对于本堂课的学习兴趣;也可以安排与本堂课内容有关的歌曲,如“The
DaysOfA Week”“ColorSong”等.

５．游戏导入法

“玩”是幼儿的天性,教师在课前精心设计一系列知识性、趣味性强的教育游戏,以游戏

导入,使学生边玩游戏边学习,在丰富多彩的游戏中习得英语,喜欢英语,达到“玩与学”相结

合的目的.游戏的设计一定要新颖,具有科学性和教育性.如在学习“time”一词时,可采用

猜谜语这种方法,选用的谜语一定要用幼儿所熟悉的.如,T:“Ihaveagoodfriend．Hehasa
roundface．Onhisface,therearetwohands．Oneislongandtheotherisshort．Heliveson
thewall．Pleaseguess,whoishe?S:Clock．教师通过让幼儿猜谜语,巧妙地引入“时间”这一

主题,既吸引了幼儿注意力,又达到了教育活动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

６．多媒体导入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以及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化的教学媒体被广

泛地运用到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多媒体导入新课也成为英语课堂教育活动的一部分.在

课堂教育活动中,有些情境是很难用实物、图片等直观教具表现的,用故事和歌谣也缺乏真

实感,有的甚至难以用语言表达,此时多媒体课件的运用就恰到好处了.在表现雨雪、大风、
雾和一年四季的导入时就需要课件的帮忙了,可以先找到下雪、下雨、晴天、刮大风等画面,
配上音乐,做成教学课件,使幼儿在整体上感知教育活动内容.图画中,风、雨、阳光等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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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与绿树、湖泊等景观融合,加上逼真的配音,使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
总之,在导入法的使用过程中,教师要根据教育活动内容、教育活动目标、学生心理、生

理特征以及学习英语的实际情况,选择科学、合理的方法,以提高课堂教育效率,求得最佳的

教育效果.

(二)新授课过程

新授课过程是一堂课的主体部分,需占用大部分授课时间.语言的学习需要经历一个

从输入到输出的过程,具体到幼儿英语教育活动过程,幼儿对英语由听不懂到学会用,要经

历“听一说一用”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教师的教授过程也呈现出三个阶段.在这里,我们

把授课过程的新课呈现和训练巩固两个环节归纳为听、说、用三个阶段.

１．“听”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感知和理解语言信息”.为了做到这一点,教师要“创设情景,展示语言材

料”.在直接法的教育环境下,教师要借助情景、动作、表情、道具等手段和方法,来展示新的

语言材料.对于语言启蒙学习者来说,语言意义的理解和记忆不是一次“输入”就能完成的.
教师要注意材料的展示方式,展示语言材料的方式有很多种,如图片或简笔画呈现、录音呈

现、动画录像呈现等.例如,教授词组“Goodmorning”,教师用图片、录音、多媒体提供背景:
早晨太阳升起来了→公鸡叫了→闹钟响了→早晨起床→穿衣→刷牙→上学遇见好朋友打招

呼的情景.教师可用手偶剧法来创设情景,为幼儿提供“听”的机会,幼儿听并感知小手偶见

面时的情景,从而达到理解.又如教授功能意念句:
—Howareyou?
—I’mfine,thankyou．
教师可以创设以下情景:小狗 Doggy在大街上遇到朋友 Kitty,热情地走上前去,说:

“Howareyou?”Kitty回答:“I’mfine,thankyou．”然后小狗Doggy继续向前走,遇到Little
rabbit,也热情地走上前去,说:“Howareyou?”Littlerabbit回答:“I’mfine,thankyou．”然
后又遇上Littlebear、Littlemonkey,等等.教育活动内容的呈现方式要符合内容特征,同时

要充分、有效地利用教育资源.

２．“说”的阶段

当幼儿对语言信息达到理解之后,在学会使用之前还要经历一个“模仿并照原样说出”
的阶段,也就是操作性练习,这是幼儿学习英语的第二个阶段.操练是为了帮助幼儿掌握语

言知识而进行的重复性教育活动,语言的反复操练不仅有助于记忆,而且有助于打通和建立

语言发生的神经通道,帮助幼儿准确地掌握语言形式,从而达到“脱口而出”的行为效果.既

然是操作性的练习,那显然就是直接的、无须思考的练习.在这一阶段,教师的任务是为幼

儿“设计机械训练的活动”,让幼儿跟着教师模仿和重复.这一阶段的侧重点是语言形式的

训练,即说“准确”.无论是成人还是幼儿,机械单调的语言重复是令人厌烦的,因此教师应

采取多种手段与方式,加强语言训练的趣味性,让幼儿感到易学、乐学,如口形示范、形象比

喻,配以节奏,变换声调、音色,变换训练方式,配以直观教具、肢体语言、情景等等.如:音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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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ai]像大青蛙打哈欠,又如教“morning”,教师可用嘴巴会动的小手偶来示范发音:[m]
闭嘴发声,[ɔ:]小狗嗷嗷叫,并可配以节奏,幼儿跟着模仿.在词义理解上,可借助肢体语

言,如:Kitty、Doggy、Grandpa、car、fat、two、Hello、Thankyou等等,都可以用肢体语言来配

合教授.在句子的操练上,可以使其语境化,如“He’saboy．”教师则可以用若干张不同的男

孩子的照片或图片,让幼儿来描述.这样,尽管幼儿说的都是同一句话,但整个操练活动是

指向运用能力的活动.因此,“模仿并照原样说出”要符合教育活动内容的特征,指向教育活

动目的和运用能力,要针对真实困难,语义、语境、语用都要真实,而且要具有丰富性.

３．“用”的阶段

当幼儿在听懂了目标语言且有了一定量次的语言训练之后,必须设计复用、活用、内化

语言材料的活动,也就是“语言材料的复用、活用”阶段,这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教师

的任务是“设计交际训练的活动”.教师在认定幼儿有一定量的机械训练之后,应及时向交

际训练阶段转换.教师要创设和转换新的情景,将目的语从原来的情景中剥离出来,加深和

内化幼儿对目的语的理解、记忆,给目的语的应用提供恰当的理由和充分的动机,突出本环

节的交际性.第二阶段的标志是幼儿跟随教师进行语音形式的机械重复训练,第三阶段交

际的标志是在一定的语境下,为了一定的语用目的而尝试性地运用所学的教育内容,侧重语

义、内容的掌握,侧重运用语言进行交流.既然是信息交流,此时又存在一个制造“信息差”
的问题,存在“已知”“未知”,制造“听的理由”和“说的动机”.如果教师指着书上的词、句子、
例子做练习,一遍又一遍地让幼儿卡片跟读、重述,是不能激起幼儿学习语言的动机的.孩

子参与活动需要明白原因,即要有明确的目标,如为了“完成一幅画”或者“猜到正确答案”而
寻找信息,即参与本身包含了动机因素.教师的职责就是给孩子创设、寻找动机,使练习有

交际价值,使整个活动变成近乎实际的交际过程.例如,让幼儿猜“How manycardsare
thereinthebox?”就幼儿而言,他没有刻意去想记句型,他只是想猜到答案,等到他结束这种

重复的猜测之后,他们已基本学会使用词语和句型,并在听和用的过程中调整了自己的

发音.

����

FEELINGS
TOPIC:ExpressOne’sFeelings
TEACHINGOBJECTIVES:

１．KnowledgeObjective:Tolearnthenew wordsandpatterns—happy,sad,angry,

scared,tired,I’mhappy/sad．．．
２．AffectionObjective:Todevelopthechildren’slovelycharacterandgoodhabitof

learning．
３．SkillObjective:Topracticelisteningandspeaking



1 �
1

@8,=AB2<1@

７３　　　

IMPORTANTANDDIFFICULTPOINTS:

Toexpresstheirfeelingsfluentlyandcorrectly．
TEACHING AIDS:picturesfor wordsandstory,puppets,blueribbon,crocodile

(toy),piano
TEACHINGPROCEDURE:

１．GREETING
Goodmorning! Howareyou? Today,wehaveafriendhere．Whoishe? (PuppetbeＧ

hind．Thechildrenmayguess．)I’msureyouknowhim,becauseyoulikeplaying“SIMON
SAYS”．Sowhoishe? Simon ! Yes,it’sSimon．(Showthemthepuppetandsayhelloto
theminSimon’svoice．)

２．LEADＧIN
Let’splaythegameSIMONSAYS,ok? (Ok!)So,getready．Areyouready? (Yes．)

SIMONsays,“Touchyourshoes!”(InSimon’svoice)SIMONsays,“Clapyourhands!”SIＧ
MONsays,“Stampyourfeet!”SIMONsays,“Say‘hurry’!”(Hidetheearswithyour
hands)“Clapyourhands!”(Touchthosewhoact)SIMONsays,“Clapyourhands!”．．．Look!

SIMONisveryHAPPY．
(Showthemthepicture‘HAPPY’;pointtoyourmouth,smile)Happy,happy,doyou

rememberthesong“IfYouAreHappy”? (Yes)Good．Let’ssingtogether! Well,let’sget
somemusic．Music! (Letyourassistantplaythepiano)Getready! (Singthesongwiththe
kids)Good! Listen,whenyouarehappy,maybeyouclapyourhands,butifyouarenot
happy,whatwillyoudo? Clapyourhands? No! Soifyouarenothappy,youmaybeSAD．

(Putonthepicture‘SAD’,twohandsonyourheartandshowthemasadface)SAD,

SAD,SAD(inasadvoice,kidsmayfollowyouandact．)

Ifyouarenothappy,youmaybeSCARED．
(Putonthepicture,twohandsbesideyourearsscreaming;showthematoycrocodile

andpretenditisgoingtobitethem．)

Ifyouarenothappy,youmaybeANGRY．
(Putonthepicture,twohandsonyourwaist,stampyourfeetheavilyandmakeananＧ

gryvoice．)

TIRED(Putonthepicture,andpretendyouaresleepy．)

３．ACTIVITYFORLISTENING:

YESorNO:(flashthepicture,andletthemjudge)“happy?”(Yes)“SAD?”(No)．．．
JUMPTO:Let’splayagame．Look! HereIput５picturesonthefloor,let’splay

“JUMPTO”,ok? (Ok．)

Volunteer! Play,good．Comehere．Pleasejumpto“SAD”,jumpto“ANGRY”．．．
SIMONSAYS:Well,let’sstophereandplaySIMONSAYS．Getready．SIMON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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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D’’(kidsactitout);SIMONSays,“ANGRY”

４．ACTIVITYFORSPEAKING:
(Pickupthepictures)Westophere．(Review,flashthepictures)HAPPY(sayitandact

itout,letthekidsfollowyou)HAPPY,HAPPY! (Holdupthepicture,walkaroundthe
class,makesureeverykidcanseeitandyoucanheartheirpronunciation．)．．．

MIME:Ineedavolunteertocomehere．Tim,comehere,pleasetakealookatthispicＧ
tureandactitout．(Timlooksatthepictureandactsitoutwithoutspeaking．)Andyoutell
mewhatitis．(HAPPYorelse)．．．

IFMISSWANG．．．Everybody,look! IfMissWang(pretendyouarescared,letthem
sayhowyoufeel．．．)

REVIEW:(flashthepicture)

５．COMMUNICATION
STORY:

Letmetellyouastory．It’saboutSIMON．
(showthemthefirststory－picture)Look,thisisSIMON! ItisaveryhotdayandSIＧ

MONisveryhottoo．Heputsonhissunglasses,see? Yes,theyaregreenandblack．Sinceit
issohot,SIMONwantstoswim．(thesecondstory－picture)SohesaystoMonkey,“MonＧ
key,Monkey,let’Sgoswimming．ok?’’Monkeysays,“No!”SoSIMONisverySADandhe
walksaway．HewalksandwalksandhemeetsDuck．HesaystoDuck,“Duck,Duck,let’sgo
swimming,ok?”Ducksays,“Ok!”ThistimeSIMONisveryHAPPY．“Oh.I’mhappy!”
(showthemthethirdstory－picture)Look,theyareswimming．Theyareveryhappy．When
theyseetheCrocodilesleeping,theyarescared．SIMONsays,“Sh．．．bequiet,donotwakeit
up．”(showthemthefourthstory－picture)ButtheCrocodilewakesup,andheisveryANＧ
GRY,“Hey,whatareyoudoing?”SIMONandDuckrunaway．“Let’srun!”Theyrun,run,

andrunhome．(showthemthefifthstory－picture)Look,theyareveryTIRED,andtheygo
tosleep．(TheEnd)

Well,letmeaskyousomequestions:
“What’stheboy’sname?”
“Isitacoldday?”
“Whatdoestheboywanttodo?”“DoesMonkeysay‘YES’totheboy? Ishehappy?”
“DoestheDucksay‘YES’tohim? IsheSADornot?”
“IstheCrocodileHAPPYorANGRY?”

DRAMA:

Ineedsomevolunteerstoactitout．Volunteer!．．．
REVIEW:(flashthepicture)JOANA,pretendyouareSIMON,howdoyoufeel?
(EncouragethemtosayI’msad/tired/angry．．．)MICHEALE,pretendyouareSI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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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howdoyoufeel?．．．
６．THEEND
Classify“ANGRY”and“HUNGRY”
“ANGRY”isnot“HUNGRY”．Well,it’ssnacktimeandmaybeyouarehungry．So,let’

sgoandhavetheSNACK．Everybody,followme．Let’sgo!
(教案编写王小群)

　　分析:这节课教授的是“happy”等五个形容词和“I’mhappy．”的句型.整节课可分成

听、说、用三个阶段.
开始,教师为了让学生感知和理解所要教授的形容词,用“Simonsays”这一游戏和复

习歌曲引入新课,引出happy等五个新词.在展示材料时,教师不是单纯地使用语音信

息,而是辅以多种手段和方法,如图片、教师的体态语、表情、音调等等,并且采用了游戏、
歌曲、表演、哑剧、戏剧等多种教学方法.

在“听”的阶段中,教师设计了“FlashCards”“JumpTo”“Simonsays”等活动,为学生

创设了听的情景.
在“说”的阶段,教师不是让学生简单地模仿,机械地重复,而是让他们参与模拟情景

中去说,在“Mime(哑剧)”游戏中,教师让一个学生做动作,让其他同学猜形容词,制造出

“已知”“未知”的双方,制造出交际动机,使孩子乐此不疲.
在“用”的阶段,教师通过讲故事、演故事,让学生积极参与情景体验、空间体验,融扮

演、体验为一体,制造出较强的交际动机,不知不觉中学会了本课教授的５个新词和１个

句型,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三)课堂结束

幼儿英语课堂教育活动时间比较短,幼儿在有限的课堂教育活动时间中学习的英语随

时可能被汉语所淹没.同时,幼儿英语课堂活动很丰富,幼儿往往容易出现兴趣转移.因

此,在课堂教育活动结束时,对本节课的教育活动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可以留住和保持幼儿

的兴趣,把幼儿的兴趣和教育活动延伸到课堂以外,从而强化幼儿的大脑神经对所学新语言

的记忆.因此,一堂课的结束部分也不应轻视,它具有以下作用:一是对本堂课的总结,再现

当堂所学内容;二是布置作业;三是留下悬念,给下节课作一个铺垫.
结束一堂课的常见方法有以下几种:

１．延伸法:接续并延伸故事、情景

例如,本节课讲述了一个LittleMonkey和LittleBear交朋友的故事,结束时就可以这

样设计:“LittleMonkeyhasanewhouse．Let’sgotovisititwithLittleBear．”

２．转换法:转换成室外活动

例如:“Well,it’ssnacktimeand maybeyouarehungry．So,let’sgoandhavethe
snack．Everybodyfollowme．Let’s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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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悬念法:交代故事、情景将在下一堂课上继续

如:“Lily和 Tom 要带小老鼠出去玩,他们会去哪里呢? 小朋友们先自己猜一猜,下节

课老师再告诉你们.”

　第二节　幼儿英语教育说课活动　

“说课”是教育教学改革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是近年来教育界在强化教师教学基本

功训练活动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的教学研究模式,是进行教学研究、教学交流和教学探讨的一

种新的教学研究形式,也是集体备课的进一步发展.所谓幼儿英语教育说课,就是幼儿园英

语授课教师在有限时间内(一节课的１/４~１/３),以口头(现场说课展示)或书面(撰写说课讲

稿)的形式,系统地阐述自己对某一节英语教育活动的教学设想、教学思路及其理论依据.
幼儿园英语教育活动说课是以课堂英语教育活动为背景,以教材中的单元或自己设计的教

育活动内容为课题,以«纲要»、现代教育理论与学前教育原则为指导,来探讨一节课的组成

部分(教育要素、方法、手段)的最佳排列与组合,并合理地规划教育活动程序,使它们在课堂

教育活动的时空中形成一种优化的结构形式.幼儿英语教育说课活动不失为一种培养学前

英语教师的素质、考察学前英语教师教学基本功的有效方式.幼儿园英语教育活动说课是

一种高层次、高水平的教研活动,说课对当今幼儿英语教师来说是一门高超的教学艺术.
对于从事学前英语教育的教师来讲,职前的说课能力的培养将对于职后的专业化发展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幼儿英语教育说课活动的要求

(一)幼儿英语教师说课活动的作用

１．有利于培养学前英语教师的理论素质及提高实践技能

说课不仅要回答“怎样教”的问题,而且要以现代教育理论为依据阐明“为什么要这样

教”.这就要求:(１)幼儿英语教师应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说课活动促使教师不断地学习

教育教学的理论,接受最前沿的学前双语教育的理念,不断用新的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
(２)幼儿英语教师应具备较高的实践技能.说课要求教师用语言表达出自己的英语教育活

动目标的设置、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组织、教学环节的安排、环境创设等内容,以及为实现这一

目标的途径(即阐明所设计组织的活动及活动的层次关系).幼儿英语教育说课活动促使学

前英语教师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新的提高与突破.

２．有利于学前英语教师科学地备课,改进教案质量

说课和教案的目的性一致,都是为了组织好一节英语活动.说课和教案都要求教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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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教育活动目标,掌握和吃透活动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并根据活动内容,采用正确的教学方

法和教学手段,以期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３．有利于提高教育活动的效率

教师通过说课,可以进一步明确教育活动目标,安排好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的途径,理清

教育活动的思路,把握好活动环节的节奏与衔接.这样,就可以在教育活动中克服重点不突

出、活动安排层次不清、指导不到位等问题,以此提高教育活动的效率.

４．有利于提高教研活动的实效

通过说课,授课教师阐述自己英语活动的设计意图、理论依据、组织技巧、活动安排.听

课教师了解教师水平,明晰授课教师应该怎样去教,为什么这样教,从而使教研的主题更明

确,重点更突出.另外,还可以通过对某一专题的说课,统一思想认识,探讨教学方法,提高

教学效率.

(二)幼儿英语教育说课活动的特点

“说课”是一种课前或课后行为,课前说课属于活动准备的一部分,课后说课则与活动后

的反思总结有所不同.它是教师通过对教育活动目标本身的分析,表述具体课题的教育活

动设想及其理论依据.通俗地讲,就是要说清: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这么教.它具有交流

性、说理性、高层次性及预见性等特点.

１．交流性

说课活动常常发生在正式上课前,向同行系统地阐述自己对某一节课的教学设想及其

理论依据.通过现场说课、讲课、听课、评课,教师之间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双向交流,共同

提高;对钻研课题和教育活动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协同攻关,统一认识,以研促教,以评促改.
由此可见,学前英语教育说课活动可以促进学前英语教师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２．说理性

备课,可以从教案看出“怎样教”;上课,可以从课堂教育活动看出“怎样教”.而说课不

仅要说出“怎样教”,还要说清“为什么这样教”,要让听者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

是说课区别于备课和上课,形成其独有特征的主要方面.说课要求教师从教材、教法、学法、
教学程序四个方面分别阐述,而且特别强调说出每一部分内容的理论依据,即运用教育学、
心理学等教育理论知识去阐明道理.

３．高层次性

由于听课的对象不是学生,而是懂教材、熟业务并具有一定教研水平的领导和教师,所
以教师要学习先进的教改经验和教学方法,学习有关教育理论,充实说课理论依据,特别是

对教材的处理、教法的选择及语言的推敲,比以往备课更为精心,教学结构更趋合理.

４．预见性

说课要求教师不仅讲出怎样教,还要说出学生怎样学.所以,说课者要对所教学生的知

识技能、智力水平、学习态度、思想状况、心理特点及非智力因素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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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会有什么困难,说出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和解决的办法.
说课者还要说出自己设计提问的关键问题,估计学生如何回答,教师应该怎样处理.

(三)幼儿英语教育说课活动的教育目标

幼儿英语教育活动是一种高层次、高水平的教研活动,它对于当今学前英语教师来说是

一门高超的教学艺术.幼儿英语教育说课活动的教育目的在于指导学前英语教师理论联系

实际地进行学前英语教育活动的设计,以此提升学前英语教师的专业素质与实践技能.幼

儿英语教育说课活动具有以下几个教育目标.

１．科学性目标

科学性目标是学前英语教育说课活动应实现的首要目标,它是保证说课质量的前提和

基础.科学性对说课的基本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活动内容分析正确、透彻.学前英语教育活动说课中,教师不仅要从微观上弄清各

知识点的内涵和外延,做到准确无误,更重要的是要从宏观上正确把握本节活动内容的本领

域、本年龄段的地位、作用及其本身的知识结构体系,深刻理解各知识点之间的关系.
(２)学情分析客观、准确,符合实际.在说课活动中,学前英语教师要从幼儿学习本活动

的原有基础和现有困难两个方面分层次地、客观准确地分析学情,为采取相应的教育活动对

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３)教育活动目标的确定符合«纲要»要求、活动内容和幼儿实际.教育活动目标包括认

知目标、情感态度目标和能力与技能目标,其确定都要与内容分析和学情分析保持高度的一

致性,并要有切实可行的落实途径.
(４)教法设计紧扣教育活动目标,符合活动类型特点和领域特点,有利于促进幼儿发展,

可行性强.在说课活动中,教师既要说清本节活动的总体构想及其依据,又要说清具体的教

育活动设计,尤其是关于重点、难点的教法设计的构想及其依据,使教法设计思路清晰,具有

较强的可操作性.

２．理论性目标

在说课活动中,教师不仅要说清其教育活动构想,还要说清其构想的理论与实际的两个

方面的依据,将教育教学理论与课堂教育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

统一.
(１)说课要有理论指导.在说课中对内容的分析应以各领域基础理论为指导,对学情的

分析则以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为指导,对教法的设计应以教学论、教学法及学前英语教育理

论为指导,力求所说内容言之有理,言之有据.
(２)教法设计应上升到理论高度.学前英语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往往注意到对教法本身

的探索、积累与运用,而忽略了将其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并使之系统化、规律化,因而浅化了

教育实践的功能.在说课活动中,教师应尽量把自己的每一个教法设计上升到教育、教学理

论高度并接受其检验.
(３)理论与实际要有机统一.在说课活动中,既要避免只谈做法不谈依据;又要避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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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理论,脱离实际;还要避免为增加理论色彩而张冠李戴,造成理论与实际不一致不吻合的

现象.要做到理论切合实际,实践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理论应与实践高度统一.

３．实效性目标

任何活动的开展,都有其鲜明的目的.说课活动也不例外.说课的目的就是通过“说
课”这一简易、速成的形式或手段,在短时间内集思广益,检验和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教研

能力,从而优化教育活动过程,提高教育活动效率.因此,“实效性”就成了说课活动的核心.
为保证每一次说课活动都能达到预期目的,收到可观实效,要做到以下几点:

(１)目的明确.大体上,说课可用于检查、研究、评价、示范等多种目的.在开展说课活

动前,首先要明确目的,也就是将要开展的是哪一类型的说课活动,以便做好相应的准备

工作.
(２)针对性强.这主要是针对检查性、研究性两种说课活动而言的.只有加强了说课的

针对性,才便于说课人和评课人的准备以及对问题的集中研究与解决.
(３)准备充分.说课前说课人、评课人都围绕本次说课活动的目的进行系统的准备,认

真钻研«纲要»和活动内容,分析学情,做到有的放矢.说课人还要写出条理清楚、有理有据、
重点突出、言简意赅的说课稿.

(４)评说准确.评说要科学准确,指导性强.说课人说完之后,参加评说的人要积极发

言,抓住教育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和教育活动中带有倾向性、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进行重点

评说.主持人还应该将已达成的共识和仍存在分歧的问题分别予以归纳总结,以便在教育

活动中贯彻执行或在今后继续进行研究.

４．创新性目标

说课是深层次的教研活动,是学前英语教师将教育活动构想转化为教育活动之前的一

种课前预演,其本身也是集体备课,是备课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研究性说课,其实

质就是集体备课.在说课活动中,说课人一方面要立足自己的教学特长、教学风格,另一方

面更要借助同行、专家参与评说,众人共同研究的良好机会,培养创新的意识和勇气,大胆假

设,诚心求证,探索出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进而不断提高教

学质量.只有在说课中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才能使说课活动永远新鲜,充满生机

与活力.

(四)幼儿英语教育说课活动的类型

幼儿英语教育活动说课的类型可分为:检查性说课、研究性说课、评价性说课、示范性

说课.
(１)检查性说课主要用于领导检查教师的备课情况.检查性说课一般来说主要针对以

下问题:教师的工作态度、教师的专业知识、教师的教育活动组织能力、教师的教研能力等.
(２)研究性说课主要用于同行之间切磋教法.研究性说课应主要针对承上启下的活动、

难度较大的活动、结构复杂的活动以及教师之间意见分歧较大的活动等.
(３)评价性说课主要用于教学评比、竞赛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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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示范性说课则是为了给教师树立说课的样板,供其学习、参考.

二、幼儿英语教育说课活动的设计与组织

(一)活动内容与幼儿情况分析

１．依据«纲要»分析活动材料的内容

活动材料内容是教育活动的一个基本要素.深入细致地分析内容、把握内容是设计好

每一节活动的基础,是教师能够驾驭教育活动过程、取得最佳教学效果的基本前提.因此,
教师必须分析«纲要»对于本次活动的要求,分析本次活动的意图及活动内容的地位和作用.

分析活动内容的前后联系、内容的重点、难点、能力点、情感态度教育点,确立本次活动

目标,建立目标体系.
(１)确立认知目标:通过学习,幼儿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上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是掌握

还是理解、了解、知道等等.
(２)确立情感态度目标:通过学习,幼儿所应养成的良好的情感态度和审美观.
(３)确立能力目标:通过学习,幼儿在身心发展上,如能力、意志、性格、体力的发展上要达到

一个什么标准.一般而言,能力是由观察、思维、记忆、想象等构成的,其中思维能力是核心.
活动目标制约着活动设计的方向,对教育活动起着指导作用.因此,教师要紧紧抓住活

动目标,以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说明实现活动目标的进程、步骤、组织及目标实现程

度的检测等方面的基本思路.
(４)说明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的策略.
一般来说,教学重点是活动内容知识结构中带有共性的知识和概括性强的知识,教学重

点除知识重点外,还包括能力和情感的重点.教学难点,是那些比较抽象、离生活较远或过

程比较复杂的知识.在教育实践中常见的教学难点有三种:第一种是与教学重点相同的教

学难点,既是教学重点,又是教学难点;第二种是教学难点并不是重点,但与重点有着直接关

系;第三种是与重点无关或没有直接关系的教学难点.确定教学难点要依据内容知识体系、
幼儿认知能力以及教育条件等,并要具体分析教学难点和重点之间的关系.

教师高超的教学技艺体现在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上,这是教师在教育活动中投入精力最

大、付出劳动最多的方面,也是教师的教学深度和教学水平的标志.因此,教师在说课时必

须有重点地说明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的基本策略,也就是要从知识结构、教育活动

要素的优化、内容的选择和思维训练、教学方法和教具的制作使用上、反馈信息的处理和强

化等方面去说明突出重点的步骤、方法和形式.

２．幼儿是学习的主体,分析幼儿是教师英语教育活动的关键

学前英语教师不但要对幼儿已有的知识经验和学习兴趣进行分析,而且还要就幼儿学

习新知识、新技能的基础和态度进行分析,更要对幼儿身心特点、学习基础差异所形成的学

习方法进行分析.以此做到在教育活动过程中增强幼儿主体意识,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实
现教与学的和谐发展,使教育真正做到有的放矢,达到预期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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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程序设计与准备

１．说明优化教育活动过程结构的设想

教师在说课过程中,要说明构思整个教育活动过程的总体指导思想;说明教与学两种活

动的有机结合的设计及其理论依据;说明典型教学环节的价值取向及其理论依据;说明教育

活动程序的设计及其合理性.
活动的形式设计要体现集体—小组一个人的设计思路,要说明本次活动内容与目标的

关系及具体活动及其间的关系.明确活动的流程(平行式、递进式、交叉式).教师要考虑有

关交叉内容放在哪个活动中会延伸出更多的活动,教育活动目标也更加深入.教师还要考

虑通过活动的层层递进,为幼儿创设“最近发展区”.教师要说明怎样组织好教育活动的过

程,通过导入、组织教育活动、游戏、反馈强化、发展与延伸等控制手段和语言、提问、演示讲

解、指导等基本技能,促进教育活动过程有序地发展.同时,还要说明师生互动的设计与思

路.要说明教育活动过程运行中怎样处理好教师、幼儿、内容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哪些关键

性问题和环节上体现以教师为主体,在哪些环节体现以幼儿为主体,做到教师的主导与幼儿

的主动性的最佳结合,知识结构的内在规律和幼儿认知规律的最佳结合,掌握知识和发展思

维能力的最佳结合,做到最佳状态的情感交流和情感调控等.

２．活动环境准备与创设

在说课中,教师要说明活动环境准备与创设,包括幼儿活动中必备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准

备,教育活动中必要的情感、心理准备以及教具、学具等物质准备.还要说明幼儿操作材料

的准备、活动场地的准备、环境布置等.同时还要说明教师的语言准备.

３．说明活动效果的预测

活动效果是活动目标的归宿和体现.活动效果的预测,既是教师实现活动目标的期望,

又是实现活动目标的自我把握程度.教师在说课时,要对幼儿的认知、智力开发、能力发展、
思想品德的养成、身心发展等方面做出具体的、可能的预测,说出活动评价、反馈与调节的措

施及构想.

(三)说明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的选择

教师要说出根据活动内容、幼儿实际、教学条件等选择设计的教学方法.这是教师说课

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主要考查教师对教学方法的研究和选择,并清楚每一种教学方法的

制约因素、特点、选择标准等,完全可以在自己的个人教育观念之下进行合理选择和优化组

合.教学方法是师生为达到一定教育活动目标而采取的相互关联的动作体系,它有多样性、

综合性、发展性、可补偿性等特点.教师在说课时要说明选择某种教学方法或综合运用几种

教学方法的根据、作用、适用度等,阐明其价值性.
教学手段是师生在教育活动中相互传递信息的工具、媒体或设备.教师在说课时要从

教育活动内容、教学环节、幼儿特点出发,说明使用教学媒体的有机性、适度性以及教学媒体

的选择及如何对幼儿进行学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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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教育活动过程是教与学的统一过程,这个过程必须是教法和学法同步的过程,因此

教师在说课时还要说明怎样教会幼儿学习的方法和规律.在学习方法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

幼儿的自身因素与情境因素,如分析幼儿的认知基础、心理特征及对学习该内容的可接受

性,分析幼儿思维方式与学习习惯对该内容的适应性,分析可能产生的差异.
教师在说课中要说明教育活动策略,如探究式学习、自主式学习、合作式学习等的特点,

并说明通过更多的引导、更多的环境创设,提供支持,激发幼儿的好奇心、求知欲,倡导幼儿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幼儿积极思维,展开想象,自主获取知识、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

(四)课后反思和自我评价说课

幼儿英语教育活动的课后反思型说课是指幼儿教师在教学活动结束后,以一定的教育

教学理念为指导,口头、书面或用相关的辅助手段阐述自己刚刚结束的教学活动的教学设

计,与听课老师一起就课程目标的达成、教学环节的安排、师幼互动的情况、教学效果与质量

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反思,并提出自己在教学活动中的感受、体会、想法、疑问,从而达到改进

教学活动与提高教师素质的教学研究活动.

１．幼儿英语教育活动的课后反思说课的作用

(１)它有利于学前英语教师规范教师的教育行为,转变教育观念.这一观念可以深入教

师教学的微观层次:从教学设计的思路、要达成的目标、幼儿的学习情况、教学方法的选择等

方面做具体的探讨,从而对教师的教学行为起到调整与改善的作用.
(２)通过反思型说课,可以促成教师反思实践能力的提高,促使教师形成对教学活动的

一种开放性、批判性的接纳态度.
(３)有利于教师专业化发展,能够全面促进教师素质的提高,使其成为研究型、专家型

教师.

２．幼儿英语教育活动的课后反思说课的教育目标

(１)课后反思型说课用于提高教师反思教学实践的能力,促使教师形成对教学活动开放

性、批判性的接纳态度.通过教师积极参与评课,教师们学会了在民主、平等、宽松的精神氛

围中倾听不同的声音,在对话的过程中敢于暴露自己,不断地对自己及他人(研究人员、园
长、其他教师)发表的观点进行质疑、批判与超越,以真诚的态度、开放的心态接纳他人,在提

出富有启发性、建设性意见的过程中得以成长.
(２)通过教师反思型说课,开辟教师专业化成长的有效途径,提高教师专业素质.课后

反思型说课要求教师不仅要反思教学活动中进行的一些细节、具体的教学行为、教学策略,
更要反思教学活动背后的深层观念,如儿童观、知识观、课程观、学习观.因此,课后反思型

说课不仅促进了教师对教育教学理论的理解与应用,使教师学会运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自

己的教学实践,从而提高教师反思教学实践的能力,是教师提高专业素质、专业化成长的良

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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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幼儿英语教育活动的课后反思说课的设计与组织

(１)反思教学活动方案与幼儿发展的符合度

反思教学活动内容对幼儿可持续发展价值及与幼儿兴趣、需要的切合性.幼儿教育是

使幼儿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丰富的内在品质的奠基工程.教学内容

要从幼儿的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入手,立足于幼儿发展的最基本问题,不能以牺牲幼儿的长远

发展来换取幼儿眼前的成效.所以,教师在反思时要分析在选择教学内容时是否处理好知

识与智力、知识与情感、知识与创造性等方面的关系,从认知、情感、社会性等方面促进幼儿

全面和谐的发展.

①反思教学活动目标对于幼儿的发展水平符合程度,是否处于幼儿的最近发展区内.

教学目标是教学所要达成的结果,没有目标的教学活动是盲目的.所以在反思中,一个

重要的内容就是教师要说目标,分析目标的定位是否准确,目标是否切合幼儿的最近发

展区.

通过一个教学活动,应该整理、扩充或提升幼儿已有的零散的生活经验,应该解决幼儿

认知上的一些“症结”,应该引起幼儿进一步关注某事、某物、某现象的好奇心.如果教学活

动不讲目标,只讲幼儿快乐,活动场面热烈,那么这样的教学活动也是不成功的.而且,如果

目标本身定位就不准确,再好的教学结果也只能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所以,教学活动中,

教师首先要学会反思自己的教学目标.当然,教师也应注意到教学过程的重要性,但不能用

过程完全排斥活动的目标.

②反思利用幼儿已有的知识经验、学习的方法推进、个体发展与群体提高的情况.

课后反思分析要求教师反思分析所进行的教学活动是否利用了幼儿已有的知识与经

验,是否利于实现幼儿由旧知向新知的迁移,是否关注了幼儿的学习方法,是否关注了全体

幼儿等,使教师从内心深处深刻体验“关注学习过程”的含义.

把握幼儿学习的特点,分析他们的学习方法,有针对性地指导幼儿从已有的学习经验中

检索、获取有用的信息,鼓励他们大胆动手,勤于思考,使所有的幼儿都能积极参与到整个探

究活动中,培养他们独立探究、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同时关注班级中的

特殊个体并予以帮助指导.

(２)反思教师教学策略的实效性.反思教师根据所要组织的教学活动的目标、内容及幼

儿的学习情况,所选用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等教学策略是否对环境创设提供支持,激发幼

儿的好奇心、求知欲,是否倡导幼儿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幼儿积极思维,展开想

象,自主获取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３)反思活动中幼儿的参与度.从幼儿参与教学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来反思.

广度是指幼儿参与活动的数量.反思幼儿参与活动的广度可以反映活动内容是否能够

引起幼儿的兴趣,是否符合幼儿的已有经验;活动目标是否符合幼儿的认知水平,教师是否

提供了适宜的帮助和指导;活动是否促进每一个幼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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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是指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反思幼儿参与活动的深度可以反映

出活动的内容及目标是否为幼儿的发展创立了“最近发展区”,是否符合幼儿持续发展的目

标,是否关注到幼儿的纵向发展.

反思教学活动中产生了哪些非预期结果? 该结果对自己有哪些影响? 教师是怎样处理

的,处理后有什么样的认识? 该认识对于今后教学的改进、调整有什么样的帮助?

三、幼儿英语教育说课活动范例

大班英语“OneBigRedApple”说课稿

一、活动内容分析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教师在选择语言教育内容时应着重考虑能否使新

旧语言经验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否则,语言教育活动所提供的语言经验将不会对幼儿产生

影响.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注意活动内容的连续性,即每一类活动内容都要由具有内在联系

的经验组成,每一次获得的语言经验都能成为以后语言学习的基础.

根据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我班幼儿的实际水平,将本次活动的目标定位为:

(一)在认知方面———运用颜色、大小、水果、动物等单词(这些是幼儿经过小班、中班上

学期的学习而获得的,能比较熟练地运用和表达,不会为此次活动造成困难).

(二)在能力方面———通过游戏模式,学习、理解并运用名词短语的顺序,并巧妙渗透语

音语调教学,帮助幼儿体验英语语言的美感(体现重点难点部分).

(三)在情绪情感方面———体会参与英语活动和英语游戏的乐趣.在游戏法、分享法、情

景法、赏识教育中体会成功的快乐.

二、幼儿状况分析

根据我们班的幼儿的实际水平———经过小班和中班对英语一系列的学习,幼儿已经掌

握了部分水果、动物类的名词以及数字、大小、颜色等数词和形容词,能用已学过的英语单词

进行表述,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发现孩子有对单词组成短语的意愿,但同

时也存在一定的困惑.如他们在学会了“苹果”,接着又学会说“红色”后,对如何表达“红苹

果”有了疑问,是该说redapple还是该说applered产生了疑惑,并向老师求助,因此生成了

这次“OneBigRedApple”的活动.此次活动我选择了不同以往的活动形式,主要目的是帮

助幼儿将已掌握的英语词汇整理、串联、运用,形成符合语法规范的、较为完整丰富的语言

链.本次活动打破了以往一节课只学几个单词、几句日常用语的传统模式,而是从类的概

念、从语言顺序、从促进幼儿语言的使用功能等入手,大胆尝试,注重幼儿语言的运用,并启

发幼儿进行创意短语组合.

三、活动程序设计

(一)突破重点:理解运用名词短语顺序

首先,我出示一列立体的火车模型,自然地出示各个车厢里不同的单词卡片,在复习单



1 �
1

@8,=AB2<1@

８５　　　

词的同时,帮助幼儿轻松地梳理出四类单词.为幼儿随后的操作及理解“数量＋大小＋颜色

＋名词”这一模式做了铺垫.

其次,利用直观、生动形象的火车模板,以车厢颜色的固定顺序为支架,使幼儿在有趣的

操作中体会并建立模式,并能进行有效的自我检验,从而形象直观地掌握了英语语法中名词

短语限定词顺序,使活动的重点得以有效突破.

最后,在提升环节中,我将分解的名词短语火车模板放入一个盒子中,并以变魔术的情

景模式,“变”出整合的单一形象图片,使幼儿能够将建立起来的模式运用到日常的事物中,

成为活动效果反馈的有效指标.

在模式的理解建立的过程中,我的思路是:

教师示范—幼儿示范—幼儿合作操作—幼儿合作分享(在活动中注重幼儿与伙伴间的

相互学习).

(二)解决难点:完整正确地说出名词短语顺序,并体会“升—升—升—降”的音调变化.

利用魔力火车,复习相关单词,调动前期的认知经验,为本次活动服务(集体说).教师

示范建立模式阶段,每当限定词增加时的集体说,逐步丰富、提升难度,最终达到完整地说

(集体说).幼儿的示范操作环节中,全体幼儿获得的是替代经验(集体说).幼儿分组操作

时,教师针对不同幼儿,进行指导,该阶段幼儿的逐一表述得到适时指导与鼓励(单独说).

分享展示环节,幼儿在集体中展示并尝试完整表述,获得成功体验.最后的提升拓展环节,

借魔术的情景,调动幼儿注意力及参与表述的积极性(争相说).通过以上的练习,完成对难

点的突破.

设计“体会升—升—升—降的音调变化”这一难点,是由于我们在备课的过程中发现幼

儿在进行短语组合时,读出来的onebigredapple都是平声,像是一个个独立的单词摆在那

里,孩子们并没有感受到短语抑扬顿挫的语音语调的美感,于是我想出了一个方法,除了老

师语音语调的强调、手势的运用,还通过出示向上向下的箭头符号帮助幼儿直观地理解,为

幼儿提供支架.通过教师示范、幼儿示范、幼儿操作、幼儿分享等环节,通过操作摆放升降调

符号,使幼儿在领读、跟读、自主读的过程中,自然地从动作、视觉、听觉再到语言表达上感受

名词短语“升—升—升—降”的音调变化,注意了幼儿学习英语时语音语调的启蒙,实现了突

破难点的目标.

四、活动环境准备与创设

本次活动我初次尝试由被动地使用教具向主动地操作材料过渡.在本次活动中,我使

用火车这一教具兼学具的材料,通过火车车厢的不同颜色与卡片颜色之间的配对,既为幼儿

的操作活动提供支架,又增加了自检性,在幼儿分组操作的过程中,当老师不能及时地一对

一指导时,幼儿可自己通过车厢颜色和卡片颜色的一一对应来检验自己操作的正确性.然

后,在动手操作的同时进行相关的语言表达,突破以往语言活动单纯的语言表达的形式,让

孩子在操作的过程中练习语言,达到教师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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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法指导

１．情景教学法:本次活动的开场热身歌曲选择了我班孩子熟悉喜爱的“TheWheelson

theBus”(汽车上的轮子),一是帮助幼儿融入英语活动的氛围,调动起孩子的兴趣;二是引出

活动的关键材料魔力火车,让幼儿自然过渡到活动的情境中.后面出现的幼儿感兴趣的魔

术师形象,将幼儿引入变魔术的情境中,使幼儿主动思维、积极表达,将活动最后整合提升到

使用、运用语言的最高目标.在活动结束环节以改变歌词的方式,将本次活动的内容巧妙地

融合到孩子熟悉的歌曲旋律中,将一些关键词进行替换,“TheFruitsontheTrain”拓展了孩

子的思维.

２．演示法:教师把实物或教具展示给幼儿,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本次活动中的演示法

是教师对火车模板选、贴、读的操作示范,使幼儿更有兴趣学习.

３．操作法:它是幼儿建构活动的基本方法.所谓操作法是指幼儿动手操作,在与材料的

相互作用过程中进行探索学习.本次操作主要是借火车模板,让幼儿在选、贴、读的同时不

断巩固名词短语的顺序模式.

４．游戏法: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它具有教育性、娱乐性、创造性等特点.幼儿有好动

的特点,所以在教学过程中穿插适当的游戏,能够帮助幼儿在快乐的游戏中轻松地学习.

５．重复法:不断重复单词与短语顺序,刺激幼儿印象,强化巩固记忆.

六、学法指导

幼儿英语教育是英语的启蒙教育,而幼儿英语游戏教学往往是提高幼儿学习兴趣、发挥

其主动性、积极性的有效途径.幼儿活泼好动,好奇心强,表现欲强,善于模仿参与.因此,

幼儿英语教育应该以激发幼儿学习兴趣为出发点,多以游戏为主,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环境

中学习英语.

幼儿学习,往往是为了当前的快乐而学习,而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学习的.因此,教师

当前设计的学习活动要对他有吸引力,能激发他的兴趣,他就会去学;相反,他不感兴趣,你不

可能强制他去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强迫状态下,就算他去学了,那也只是一种无效的学

习.因此,要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手段来引起幼儿对英语学习的兴趣.比如,在此次教学活动

中,我采用了游戏化、情境化、生活化的教学方法,让幼儿在活动中能够动手、动脑、动口;在幼

儿学习兴趣犹存的时候就结束英语教学活动,让幼儿对下一次英语学习有一种期待的心情;相

反,如果每次学习英语总是让幼儿感到腻烦了才结束,那么幼儿就会厌倦英语学习.

要将英语教学当作一种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手段,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我们应该通过英语教学来促进幼儿的思维能力、记忆力、自信心、自我表现能力等积极情感

的发展.另外,幼儿是很容易被感染的,因此教师要以积极的情绪和浓厚的英语学习兴趣去

感染幼儿.如果教师对英语教学没有兴趣,组织教学时无精打采,那么就很难激发幼儿对英

语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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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自我评价与反思

(一)教—学—评的结合与体现

在本次英语活动中,教、学、评都是在针对火车模板操作的基础上展开的.特别是在

“评”的环节上,进行了对重点、难点掌握与突破情况的评估.

１．个别幼儿操作火车模板,不但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同时也检验了个别幼儿的理解掌握

情况.

２．全体幼儿操作模板并展示,使幼儿的掌握情况完整、清晰地体现出来.

３．在重复分享环节,幼儿读出名词短语,教师依据幼儿表述出的限定词的数量、顺序、音

调等指标,选用三种不同颜色的心形贴纸进行评估标记.在对幼儿回答问题后的鼓励,我改

变了以往英语活动统一发放小贴纸的做法,而是自己制作了三种不同颜色的心形贴纸.当

幼儿回答后,根据他们的不同表现奖励给他们不同颜色的贴纸,在孩子的眼里这些贴纸都是

老师奖励的,评价的标准却在老师的心里,老师对孩子的掌握情况可以通过他们身上不同颜

色的贴纸一目了然,对课后的帮助指导做到心中有数.

评估的等级分为:

A:能独立按名词短语的顺序正确地读出,音调准确.

B:能按名词短语的顺序正确地读出,音调不准.

C:在老师的帮助下,按正确的顺序及语调读出名词短语.

(二)课后反思及今后努力方向

一方面,在组织课堂游戏方面,我总是想让幼儿充分地表达、巩固掌握学习的知识,因此

导致延时,这样会使幼儿对英语学习的兴趣降低,并且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总是不放心,担

心孩子说不出来,造成老师说得过多,缺乏让孩子自由表现、表达的机会;另一方面,老师的

肢体动作非常重要,往往一个眼神就会令幼儿兴奋不已.所以,老师一定要以夸张的动作和

表情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我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充分,幼儿分辨对错是根据成人的动作

表情的,所以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我们一定要多用一些动作、手势、表情给幼儿肯定和鼓励,

增强幼儿的自信心,使幼儿知道这样做是对的,调动起幼儿学习英语的兴趣和积极性.作为

一名英语教师,尤其是一名幼儿英语教师,最重要的是努力为幼儿创设一个良好的英语学习

环境,以老师的激情去感染、带动孩子.

今后,我要在英语教学中多揣摩、多思考,准确把握自己班级幼儿的实际水平,选择适合

幼儿英语学习的知识内容.以激发幼儿学习英语兴趣为主,而不是让幼儿机械地去读英语、

背英语.幼儿的知识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没有日常生活的积累,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知识

量.所以,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要为幼儿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幼儿敢说、想说、愿意

说,充分发挥我的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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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假设你是一位幼儿园大班的英语教师,你本次课的授课题目是“Body”,主要教学内容

是eye,face,mouth和ear四个新单词,请你设计本次课的教学过程并选择好合适的教学

方法.

２．假设你是一位幼儿园中班的英语教师,你本次课的授课题目是 Animals,主要教学内

容是tiger,monkey和rabbit三个新单词,请你设计本次课的教学活动并准备好恰当的

教具.

３．利用课余时间,观看一段学前儿童英语课堂教学视频,尝试进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