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自己音乐教案反思(汇总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我自己音乐教案反思篇一

一.幼儿的年龄因素

幼儿时期的孩子由于他的年龄特点，他们的认知水平还很低,
对客观环境的适应能力差，适应方式简单，控制及调节情绪
能力差，偶然的害怕、恐惧是幼儿对周围环境、事物的正常
反应方式，想要通过此次活动完全克服幼儿一个人睡的害怕
心理是不可能的,站在成人的思维方式来引导幼儿如何克服一
个人睡的害怕心理也是太过于理想化的设想,所以我对于幼儿
年龄特征这一因素来考虑对此次活动进行了重设.1.在活动过
程中,可以不单单只用小兔子的形象来设计故事情节,还可以
通过更为贴近幼儿的生活中常遇到的一些情景来帮助幼儿克
服理解一个人睡的害怕心理,使得幼儿这一年龄能够更好的接
受与理解;2.不要一味的从成人的思维方式来引导,可以通过
班中某一幼儿在夜里一个人睡不怕黑的例子,用榜样的方式让
其他幼儿学习;3.年龄小的孩子往往不知道害怕，他对某些事
物的恐惧往往是受父母师长影响的,所以也可以通过与家长的
交流,告诉家长如何更好的在孩子年龄小的情况下培养筑就孩
子克服恐惧的信心和勇气。

二.幼儿的个性差异因素

幼儿由于遗传素质、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不同，幼儿的`类型、
气质和性格也会千差万别。在此次活动中我可能忽略了班级
幼儿个性差异这一心理特征,没有明确意识到个体是整体的组



成部分,而是单单的从整体来考虑如何帮助幼儿克服一个人睡
的好怕心理,没有对个体案例的引导,所以我对于这一疏忽因
素进行了活动重设.1.可以男女生分开坐,各自讨论在夜里一
个人睡觉时的好怕心理,再进行发言,我想男女生在这一讨论
后的结果应该是有一定差异的;2.让班中个性明显的幼儿发言,
如特别内向或是特别外向的幼儿说一说他们的心理,通过对个
体的了解,把握教学引导方向,组合、扩展、补充，以达到教
育的整体效果.

三.幼儿身边的环境因素

事物发展变化归根到底都是环境因素作用的结果,幼儿对夜里
一个人睡的害怕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环境的影响,这也是我
在设计活动内容上忽视的一个教学过程与因素.重设:1.通过
提问了解,可能是因为家境条件,有些幼儿不是一个人睡,也没
有拥有属于自己一个人睡的房间,那就更没有一个人睡的心理
了,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应该有具体的教育引导方案;2.幼儿
从小的父母身边成长与在祖辈身边成长也是有一定的成长环
境的区别,特别是在祖辈身边成长的孩子,往往被溺爱的较多,
怎么样让孩子从"保护"的阳光下出来,怎么样学会独立思考与
独立克服困难,也可以作为此次活动的补充内容之一.

愿每个孩子都能成为勇敢的健康的孩子！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我自己睡觉活动反思。

我自己音乐教案反思篇二

我上了防范侵害保护自己？这一课，自我感觉是遗憾和收获
并存，成功与不足同在。下面就这一堂课进行反思。

一、我的教学设想



这节课的设计考虑的是怎样才能丰富学生经验，使学生获得
积极的、深层次的体验，怎样才能给学生足够自主的空间、
足够活动的机会。因此，在教学环节上设计是以歌曲导入引
起学生的注意并切入课题。接下来按照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的思路通过案例分析、情景研讨、特别关注等环节使学生
形成防范侵害的意识，学会自我保护的方法，懂得用智慧和
法律保护自己。新课标对教师要求“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
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掌握和运
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设计中我将本节课的重点定在用智
慧保护自己、亮点定位于“情景研讨”，让学生在特定的情
景中运用智慧想出保护自己的方法。这样既可以让学生真正
的学会保护自己的方法指导自己的生活实际，又可以让学生
体会到合作学习的乐趣，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锻炼学生的
表演、运用能力。“特别关注”这一环节放在“情景研讨”
之后是为了让学生在兴奋的高点积极思考、回答，从而收到
更好的教育效果。在自评质疑、课后拓展中让学生进一步发
现新问题，找出更多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将课堂教学延
伸到课外，真正能指导于实际。

二、成功与不足

从整节课看，我认为我的教态自然，由始自终情绪饱满，教
学设计思路清晰，环节紧凑，材料选择能贴近学生实际，在
教学中能真正帮助学生解决一些问题，落实我们思想品德课
的真正目的。例如，在“情景研讨”中我选择了一幅小同学
遭社会闲杂人员勒索钱财的情境。之所以选择这一情境是因
为我在十四中听课时曾听该校的师生提过：在开学近两个月
的时间里初一学生中已发生几起类似案例，而这种侵害在城
郊结合部学校较为常见，所以我选择这类案例让学生出主意、
想办法，让学生有话说有收获。从上课的情况看还是有一定
的效果。此外，对课件出现的意外我能及时的引导、处理。
例如导入音乐出现了卡壳现象，我能将这一状况联系到我的`
导入语中：生活就象刚才音乐出现卡壳一样，不会事事如意。
接着话锋马上转入课题这既解决了小意外又利用其联系课题，



使其还为这节课的教学服务。以上算是这节课的成功之处吧。

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第一，对学生的回答有时不能及时
的进行引导、延伸、巩固。例如在让学生谈本节课的收获时，
学生提到了学会自我保护的方法，我当时仅仅是肯定他的回
答后就让其坐下，没有进一步问他知道了哪些方法，这是处
理失当的。如果我进一步问他方法的话既可以重申本课的重
点又能加深学生的知识印象，相信会更好些。第二，对学生
回答激励的语言过于简单，不太注意语言的美感和变化。我
对学生的肯定多是说“不错”、“很聪明”，其实对学生的
激励与赞赏可以有其他的词语，例如你真棒、我也赞同你的
观点、你的想法很有新意你是从哪些方面考虑的等等。作为
一名老师从多角度赞赏学生也许更能让学生感受到老师的肯
定和激励。第三，在“情景研讨”中因课件出现一些问题，
提要求的幻灯片很快就过去，而我在讲要求时没有很明确指
出要学生用小品表演的形式展现想到的方法，让部分学生对
这一环节的要求理解不明确，准备不充分，影响了这一环节
的教学效果。

三、再教设计

如果重新再上这节课我会将“情景研讨”部分做以下修改：
要求学生在最短的时间里将方法表演出来，然后问学生他们
用的是什么方法，在运用过程中他们注意到了什么。之后两
个组换图思考：你们还想到了什么不同的方法？这样可以让
学生将问题想得更深想得更透，也许效果会更好些。

这节课有遗憾但也有收获，有成功也有不足。总结经验，吸
取教训，发扬优点，改进不足相信我能做得更好。

我自己音乐教案反思篇三

一、知识经验的准备



只有充分地了解自己，才会自信的介绍自己、展示自己。首
先，我发挥家长的力量，通过给孩子讲小时候的故事、名字
的含义以及家长与孩子的交流讨论，帮助孩子了解自己是与
众不同的个体；其次，通过完成教师课前设计的话题来丰富
孩子的知识经验，在“不一样的我”主题活动的开展中，幼
儿积累了知识和经验；再次，教学活动中设计了幼儿喜欢的
多种形式开展活动。

二、组织形式的多样化

我自己音乐教案反思篇四

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的挣扎，那天的勇敢，以及充
满温暖的阳光，我在那美好的一天，柔和的光晕下，看到了
自己，完整的自己。

——题记

“依一，陪我上个厕所。”下课铃打响没多久，邻桌女生走
来。看似是请求，语调却像在陈述一件事。

我看了看桌上计算了一半的题，不想被打断的思路，但
是……我咬咬唇，拒绝的话语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看着女
生渐渐不耐烦的表情，我微不可查地叹息了一声，放下
笔：“走吧。”

她微微一笑，“早知道会这样”的神情令我皱了皱眉头。似
乎浮起一些莫名的水汽，打湿了我的眉角，心里潮潮的，像
海面上永远干不掉的雾气。

其实，我是拒绝的吧，我想。

好在下午有我最爱的语文课，让我觉得这天也不算太坏。我



拿出上课要用的东西，坐在桌前安静地等待上课铃声响起。

“依一！”教室门口有男生在大声叫我的名字。我转头看过
去，他继续大声喊道：“依一，去办公室搬一下化学作业本。
”

我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犹豫着走过去，鼓起勇气说：“可
是……可是还有一分钟就要上课了呀！”“知道快上课了还
不快去搬？”

我转头看向正和同学嬉闹的`化学课代表，用力咬咬唇，心中
原本平静的海，翻起层层波浪，叫啸着不断击打着我的心岩。
我快速跑出教室，向办公室冲去。

当我好不容易抱着一大摞化学作业本回到教室时，上课铃已
经响了几分钟。我在语文老师凉凉目光地注视中，将作业本
放到讲台，然后慢慢回到了座位上。

我心里一片混乱，隐约传来失重的感觉，仿佛自己被卷进了
那个巨大的，黑不见底的漩涡中，阴沉得要喘不过气来。

其实，我是不愿意的吧。既然不愿意，为什么不能拒绝呢？
一味地隐忍顺从，唯唯诺诺，那不是我。

绝不是我！

我不能继续被他人支配了，我暗暗对自己说。和煦的阳光透
过窗轻轻柔柔地洒在我身上，予我以温暖和鼓励。

下课了。

邻桌女生向我走来。

“去上厕所去吧。”一如既往的语调。



“不，你自己去吧。”我抬头坚定地看着她。她眉头微颦，
面露惊讶，似乎是不习惯我的拒绝。

我始终不为所动。

我想，我是属于自己的，不需要听从他人，按他们的想法去
做，我要做回真正的自己。看向窗外，阳光明媚，一如我内
心风平浪静，彩虹朦胧美丽。透过薄纱似的云彩，我看到了
自己——完整的自己！

我自己音乐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产生观察自己的兴趣，喜欢自己

2、用语言表达自己所观察到的，并积极参与游戏

活动重点：

产生观察自己的兴趣，喜欢自己

活动难点：

用语言表达自己所观察到的，并积极参与游戏

活动准备：

1、《小朋友的书——我自己》

2、大镜子1~3面

活动流程：



一、观察教师的身体各个部位

教师动身体的哪部位，幼儿就说出其名称。

二、引导幼儿照镜子

要求幼儿把头抬起来，看镜子里的自己。引导幼儿使用另一
种方式来认识自己。

三、幼儿在镜子面前做不同动作，引导幼儿表述：我看到了
自己，我喜欢自己

四、游戏“听指令做动作”

五、看书，引导幼儿边看边说其中的内容

活动反思：

这是一个小班社会活动《我看到了我自己》，对于小班的幼
儿来说观察，了解自己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本次活动我
在幼儿的积极参与中还是比较好的完成了教学目标。

在第一环节中老师指自己身上的部位，让幼儿来回答，孩子
们还是可以很精确的回答回来的，但是当我用比较准确的量
词来让幼儿回答自己身上的各个部位时，孩子们的这个量词
还是用的不够精确，如：一双眼睛，一只嘴巴等，于是我针
对幼儿的知识缺陷处进行了填充，没教几遍后，发现我们幼
儿已经可以很好的运用这几个简单的量词了。也从指指点点
自己的各个部位，说说看看自己的各个部位，产生观察自己
的兴趣，喜欢自己。用语言表达的方式积极参与到了本次游
戏中，从游戏中也学到了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