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欢乐的舞蹈教案 欢乐的小雪花教学
反思(通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优秀
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这里我给大
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欢乐的舞蹈教案篇一

12月23日我在园内开了一节语言课。我为本次教学活动设置
的目标是：

1、感受诗歌的美好意境，练习发准卷舌音“窗、沙”。

2、通过谜语、问答以及歌唱等方式，进一步感知和理解诗歌
的内容。

3、形成主动积极地参与表演的意识。

诗歌《小雪花》在小班学字宝宝时幼儿已经学过了，因此本
次活动我将重点放在了根据诗歌内容进行动作的创编和表演
上。活动一开始，我用猜谜语的方式引起幼儿的兴趣，很自
然的导出了“小雪花”。接着让幼儿欣赏诗歌，并根据诗歌
内容对幼儿进行提问，引导幼儿说出诗歌里的内容。然后，
我让幼儿分男女生对练，女孩子念：“是谁敲着窗户，沙沙
沙沙沙；”男孩子念：“是我，是我，我是小雪花。”接下
来，我用歌唱的形式呈现出诗歌内容，在后面的动作创编和
表演中幼儿充分发挥了主动性。大胆的编动作和表演，使教
学气氛活跃，幼儿顺利的掌握了诗歌内容。结束时，幼儿随
着音乐像小雪花一样飘出了活动室。整个教学活动到次结束。

课后我对这次活动进行反思发现：（1）我在教学中没有对幼



儿的卷舌音进行练习和纠正。（2）在分组对练时可以多进行
几次，让幼儿自由的对练。

（3）在创编的过程中，幼儿形成了主动、积极地参与表演的
意识。（4）整节课，教学效果不错，气氛活跃。（5）在教
学中也能对幼儿的表现进行正面引导，作出反应。

本园老师评价我这次活动效果不错，但是在新授诗歌内容和
幼儿发音环节要加强。教学环节清晰，特别是后半部分充分
发挥了幼儿的主体性，教师的引导性。整节活动环节流畅。

通过这次的活动反思，相信以后的语言活动我会开展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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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的舞蹈教案篇二

一、激发兴趣，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美育是以美感人，以情动人，它是x情感来打开审美者的心灵
大门，发展审美能力。在教学中以情施教，运用情感手段来
挖掘教学中的美，达到寓美于情，以情育美的效果。在教学
中我对教学内容的设计、方法、手段、课件的设计及教师的
语言、教态、仪表等方面都给学生以高尚的美感体验，来陶
冶学生审美情操，满足学生对美的需要。在导入部分，让学
生欣赏两段情绪截然不同的音乐，学生边欣赏边看图片，通
过听觉带动视觉，即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丰富学生的
想象力，从而让学生体验了美。

二、感悟歌曲，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在歌曲新授时我就把学习过程转化为一种审美的心理活动过
程。在教学中我在范唱“欢乐的小雪花”歌曲时，通过优美
悦耳的歌声、优美的舞姿，让学生深刻体会到歌曲的情绪，



体会到歌曲的风格，感悟到歌曲的意境，以达到情感和审美
的和谐统一。

三、与美术学科整合，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美育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培养人的想象力、创作力。教师引发
学生想象的时候，要善于引导学生寻找主题，帮助学生去开
辟创新的新天地。这堂课上学生通过想象雪花的美丽的身资，
用剪刀剪出自己心中美丽的小雪花，再通过歌声表达在雪花
飘飘的日子里，小朋友在锻炼的的情景，这整个过程学生都
在体验美，创造美。

音乐教学不仅是让学生掌握音乐的技能、技巧，更重要的是
要挖掘学生的音乐潜能，激发对音乐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
对艺术美的感受，表现和创造，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善于
运用一切美的教学手段来唤起学生的美感，使他们在轻松、
活泼的音乐气氛中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培养和提高他
们的审美能力。

总之，我觉得在音乐教育中，教师要善于动脑，挖掘音乐教
材中的审美因素，从感性入手，以情动人，以美感人，激起
学生强烈而浓郁的音乐审美动力和审美渴望，培养提高学生
的审美能力。

欢乐的舞蹈教案篇三

这篇课文介绍了西双版纳傣族人的一项重大节日——泼水节。
在第二课时的教学过程中，我紧扣“欢乐”，从傣族人的动
作、准备清水的讲究、泼水时的场景让学生来感受这是欢乐
的泼水节。由于学生对泼水节不是很了解，在读完课题后，
我就立即讲了一个关于泼水节来历的神话故事。所有学生，
甚至是刚刚才做过小动作的学生也不由自主地收回了心，凝
神倾听着。当讲到大力士怎样把可恶的收税人打死，学生们
特别是男生更来了劲。看到他们兴致勃勃的小脸蛋，我决



定“放第二把火”，让他们观看泼水节时候的视频，这时学
生们不仅对泼水节的来历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对泼水的场
面也有了可想象的画面扶持。我让学生们找哪些词语可看出
这是一次“欢乐的泼水节”？学生们纷纷举手：迎来、早
已……当说到“清水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时我灵机一动，随
机问：同学们，假如我们这个教室就是泼水节的现场，我们
小朋友也在参加这次的泼水节，你会把水泼向谁？这个问题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开始范围还很小，说泼给班里
的同学、老师、亲人，祝他们吉祥如意。后来范围越说越大，
说泼给全校师生，我们祖国，还有说泼给全世界，让世界不
再有战争，让世界上充满和平，让人类吉祥如意。是呀，这
只是一句句稚嫩的语言，却传递给我这样一种感动：孩子，
真的是美好的，他们乐观、积极、向上、和平，他们是播撒
爱的天使。这堂课在这样融融的气氛中结束了，带给我的是
许多意料之外的东西，值得珍惜！

《欢乐的泼水节》一文紧扣“欢乐”记叙了居住在西双版纳
的傣族人民欢度泼水节的情景，对学生初步进行尊重各民族
风俗习惯的教育。

第二自然段是课文的重点部分，具体生动地写了泼水的欢乐
场面。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抓住文章的重点段落、重点句子、
重点词语进行教学，贯彻了以读为本的教学原则，通过学生
的自读、感悟，来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由于泼水节离我们小朋友的生活比较遥远，比较陌生，因此，
如果仅靠朗读来进行教学的话，学生就没有深刻的感性认识。
基于这点，在教学过程中最好运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播放
傣族人民泼水的录像片段给小朋友看，使学生如临其境，这
样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就更加深刻了，这一点是最遗憾的。

欢乐的舞蹈教案篇四

《欢乐的泼水节》叙述了居住在西双版纳的傣族人民欢度泼



水节的情景。全文紧扣欢乐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在刚开始教学时，先让学生看着课题说说你想知道些什么？
选择自己喜欢的自然段读一读，充分调动了孩子的主观能动
性，声情并茂地朗读，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进入课文美好的意
境。

读读、想想、演演、练练时学习的一种好方法。我播放美妙
动听的葫芦丝《金孔雀与凤尾竹》，将学生引入情境之中，
再现泼水节的情景。学生在角色体验中感悟傣族人民的快乐。
为了让学生了解泼水节的意义，我出示以下的填空题：

我把清水泼在老人身上，祝老人 。

我把清水泼在孩子身上，祝孩子 。

我把清水泼在姑娘身上，祝姑娘 。

我把清水泼在小伙身上，祝小伙 。

我把清水泼在 身上，祝 。

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还训练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欢乐的舞蹈教案篇五

这节课总算讲过了，感觉还不错。备课的过程是快乐的。课
余时间，我几乎是在电脑备课室度过的，只要搜集到有关泼
水节的资料就马上保存，只是想让自己了解得更多，能够带
给孩子更多的东西。同时，这个过程有艰辛，也有不少的惊
喜，当我一次次查阅到一些精美的图片、疯狂的泼水节视频，
看到了自己不曾了解的“美”的东西，我也是“欢乐的”。

《欢乐的泼水节》一课，生动描写了傣族泼水节的盛大场面，



表现了欢乐、祥和的气氛。本文紧扣“欢乐”记叙了居住在
西双版纳的傣族人民欢度泼水节的情景，初步进行尊重各民
族风俗习惯的教育。全文有三个自然段，第一自然写凤凰花
开了，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到了；第二自然段是全文的重点部
分，共有五句话，具体生动地写了泼水节的欢乐场面，第一、
二句写人们做的准备，第三、四句写泼水的场面，第五句点
出了泼水的象征意义；第三自然段略写了泼水节的其他活动。

我确定本课教学的重难点为“透过语言文字感受到泼水时的
欢乐”。 为了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在教学中我以读悟为主，让
学生通过想象、表演等手段，在情境中朗读，在朗读中感悟，
获得美的体验。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是这样做的：

1、利用图片、音频、视频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由于我们的学生对泼水节、西双版纳了解很少，在课文开始，
我通过“热情好客的傣朋友听说我们班的同学没参加过泼水
节，今天特意为我们补过一个。想参加吗？请同学们闭上眼，
让老师带你们到西双版纳吧！”的开场白把学生“带到”西
双版纳，紧接着出示一组关于西双版纳的图片，学生不知不
觉进入了情境中，进入了文本。

2、体验中感悟。

通过让学生亲自“滴”香水，“撒”花瓣，“拿”起
瓢“灌”，“端”其盆“泼”来体会这些动词。当视频欢乐
的泼水节出现在孩子们的眼前时，他们完全被生动直观的情
景吸引了，于是我借助欢快的音乐带领学生参与互动泼水的
活动，让学生从一名活动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尽
情狂欢，感受泼水时的欢乐。 “你把水泼给了谁，你想祝福
他什么？” “我撒在老师身上，我祝愿您??” “我撒在祖
国身上，我祝愿您??” “我撒在全世界的小朋友身上，我祝



愿您们??”学生们纯真的心灵得到了一次爱的洗礼。

3、在体验中朗读。

在体验了激动、欢乐后让学生带着这样的心情朗读。这样的
朗读是情真意切的，不再是装腔作势。学生兴致勃勃地谈自己
“泼水”时的感受和体验，并带着这种体验把课文读好，我
想语文教学中的“大道无痕”大概就是如此吧。

课堂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这节看似已经较好完成教
学任务的课同样让我感到有些遗憾。

1、而对于极个别性格内向不敢表现的孩子，老师只顾着完成
教学任务，他们常常是以“看客”的身份存在，一节课“默
默无闻”，甚至于有些在课堂上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混”
完了一节课。如何让这些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该是今后努
力的目标之一。

2、朗读指导还不是很到位，低年级的学生还是停留在字的理
解上，所以在指导朗读时可以提醒学生把哪个词语读好了，
情感也就出来了。

3、我的语文素养、驾驭课堂的能力有待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