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柳树姑娘教案课后反思(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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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教案应该怎
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柳树姑娘教案课后反思篇一

《柳树姑娘》是一首曲调优美、轻快的简易二声部合唱歌曲。
歌曲为3/4拍，羽调式，一段体结构。全曲以“x·x”为基本节奏
型。抒发了人们对美丽的春天的赞美之情。在本课中，我渗
透了新的教学理念将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和参与音乐活动放在
重要位置。只有当学生参与到音乐活动中去，成为音乐课堂
的主体，自己主动地去探寻、领悟时，才能使他们全身心地
进入音乐，从而获得音乐审美体验。

在组织教学中的师生问好环节，我专门设计了一个师生合唱
小活动，即采用《柳树姑娘》一样的二声部合唱方式来进行
师生问好。这样既在课堂开始时候就活跃了气氛，也为后面
的二声部合唱教学打下了基础。

在导入环节，我用四年级学生都熟悉的贺知章的《咏柳》唐
诗来导入，使学生感知到春天的美，柳树的.美。并以“同学
们的朗诵引来一只调皮的知了”为过渡，教授符点四分音符。
在以往的教案中，往往都是强行灌输四分音符后有一个小点
为符点四分音符，很多孩子并不知道它的时值到底有多长。
于是我又设计了一个竞答小游戏，让学生们来猜知了的叫声
是哪一种节奏型，从而让学生知道符点四分音符的时值是一
个四分音符连一个八分音符，也就是一拍半。这样就能深入
符点四分音符这一知识点。

三年级开始歌曲二声部合唱就已经开始慢慢渗透学习了，这



首柳树姑娘其实算二声部的一个伴唱的形式，相对于合唱来
说简单多了。所以我直接用了师生合作这一方法，学生唱主
旋律，我来唱二声部伴唱，用合作的形式，让学生聆听体会。
又运用对比法，学生能够通过老师的范唱体会顿音的作用。
师生的合作作为一个衔接，最后让生生合作，两声部互相聆
听感受。

在歌曲处理环节我根据歌曲的旋律在黑板上画了柳树，河水，
小鸟。这个环节充分调动了孩子们的积极性，让他们从枯燥
的歌曲学唱中解放出来。跟着旋律一边画一边唱，既较好的
处理了歌曲，又比较有趣。课堂中的不足：

这是一节上给实习生的公开课，我力求做到各项知识点的落
实，在歌曲教学方面也尽力做到面面俱到。但不足的地方也
有很多，如在歌曲中装饰音出现的地方未能告知是前倚音，
拍拍子时有些学生乱拍，应告知轻拍或跟着老师拍。在歌曲
演唱部分有三拍子的地方好多学生没唱完就停了，在教唱时
没有准确的给予学生如何演唱的知识，只是运用单纯的教师
示范，学生并不能很好的理解。这些问题在上课时都没有注
意到。希望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能够改进，有进一步的提高！

柳树姑娘教案课后反思篇二

《柳树醒了》的教学重点是识字，难点是背诵课文。教学时
让学生在聊中学，在游戏中巩固。背诵课文的难点在于“春
雷”、“春雨、“春风”、“春燕”几个词学生容易混淆，
所以学习课文时帮助学生分析出，柳树醒了后首先要洗澡，
然后梳头。洗澡需要春雨，梳头需要春风。这样，学生就可
以在愉快中识字，在轻松中学文了。

1、认识“雷、醒”等8个生字，会写“说、话”等6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能通过朗读感悟春天的
美。



3、能发现春天里事物的变化。

一、承接课前，精巧导入：

1、课前播放歌曲《春天在哪里》

2、春天在哪里呢？是不是藏在你的书包里了，快把你画的美
丽的春天拿出来，再加上一个赞美春天的词，让我们相互欣
赏一下。

3、小朋友眼中的春天可真美呀！万物复苏，小柳树呀也醒了。

二、聊中识字，生生互动

1、听录音范读课文，注意听准每个字音。

2、自读课文，提出要求：边读边将不认识的字圈出来，将生
字多读两遍。

3、学习生字：a、综合运用所学的识字方法，四人小组坐在一
起聊一聊，互相交流字音字形，解决不认识的字。b、请一位小
老师用生词卡检查识字情况，出示不会的，一起解决。

4、出示带生字的句子，小组分读帮助不会的同学认会。

5、小组竞赛：看老师的画或动作，听老师的语言说出一个字。
a、画闪电（雷）b、闭上眼睛再睁开（醒）c、画柳枝（枝）d、硬
的反义词（软）e、做梳头的动作（梳）f、要字少一横（耍）

6、开火车

三、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自己读课文。要求：读正确。



2、同桌互相读，哪节读的好就夸夸他，哪节读的`不好就帮
帮他。

3、推荐几位读的最好的，师生评议。

4、说一说通过读文，你知道了什么？

柳树姑娘教案课后反思篇三

《棉花姑娘》是新课标人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第八组
第30课。这是一篇童话故事，叙述了棉花姑娘请求啄木鸟、
燕子、青蛙等为自己治病的故事，透过这个童话故事，让孩
子们了解燕子、青蛙、七星瓢虫、啄木鸟分别吃什么地方的
害虫的科学常识。

教学中的优点：

一、首先能够进行充分的准备，我为孩子们准备了头饰、挂
图、录音等教具，对于激起孩子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用心
性有十分良好的作用，孩子在课堂上表现出爱学、学的情绪，
起到了用心的教学作用。

二、在教学生字时，能够详略得当，指导细致到位。我把生
字分成部件去指导书写，这样既节约了时间，又能够对孩子
做到细致的指导。

三、提问题时能够以一个大问带动全文的学习，而不是把文
本肢解成一个个小问题去浪费学生的时间。孩子们在一条贯
穿始终的线索的引导下学习，能够说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足之处：

一、比如：教学中，学生指出“圆圆的”一词要读得圆一些，
这是件好事，但我没有及时引导更为重要的词语“很快”



和“惊奇”就应怎样读更好，使得此处的品读理解只停留在
浅层次上。在鼓励学生方面，今后就应像赵志祥老师说的那
样，对学生不要太吝啬要多看一看他们进步的地方，让他们
经常尝到成功的喜悦。

二、在课后，有学生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老师，为什么棉
花姑娘生病了，她要自己找医生，农民为什么不给她打点药
水治病呢”我笑着说：“我想如果你是照顾这些棉花姑娘的
农民伯伯，必须会帮她们治病的是吗”“嗯，是的！”孩子
笑着走开了。我发现我们的孩子真是十分会思考问题，我总
是去关注一些课本上的文字，想着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让学
生学习，其实孩子们想的角度往往是不同于大人的，而我有
时却忽略了这一点，有很多时候，在这方面孩子们往往给我
上了一课。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必须会把自己的经验多多发扬，把自己教
学中需要改善的地方进行有意识的修正，让每一堂语文课都
有自己的特色和亮点。

柳树姑娘教案课后反思篇四

《柳树姑娘》是一首活泼轻快，优美动听的三拍子歌曲。作
品以拟人的手法，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春风吹来，柳枝甩进池
塘轻歌曼舞的这一景象，向人们展现一幅春意盎然的美丽图
画。首先，我带领学生欣赏我制作了一个音乐片段，以柳树
为画面，以《柳树姑娘》音乐为背景音乐，让学生在观赏中
感受音乐的旋律。接着我用提问的形式了解孩子们观赏的情
况，“从画面中你看到了什么？柳树一般生长在什么地方？
柳树的特点是什么？微风吹过柳枝会怎样？树叶会发出怎样
的声响？”通过这些提问，让学生了解到柳树的特点，为后
面的学习奠定了基础。随后带领学生练声，用小树叶在风中
发出沙沙的声音进行连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分别用
强弱两种声音来练习，为后面学习mp、mf打下基础。用学生
优美的歌声引出柳树姑娘的歌声，欣赏动画《柳树姑娘》，



从而引出课题，让学生很自然的进入了学习内容。学生从优
美的画面中感受歌曲的情绪，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

我引导学生通过反复欣赏，让学生掌握了歌曲的节拍和歌曲
的优美，并感受到歌曲前8小节的节奏规律，从而引导学生学
习了四分音符和附点四分音符在节奏上的变化。然后带领学
生学唱简谱，最后随音乐伴奏能准确的进行演唱。“怎样用
我们的歌声表现出柳树姑娘的柔美呢？”来激发学生更深入
的学习，引导学生注意曲谱上的标示，学生对f和p的强弱唱
法掌握的很好，那mp和mf又是什么意思呢？通过我的讲解和
示范，学生很快掌握了歌曲的演唱技巧。

歌曲学会了，最重要的是合唱部分，听音乐很难让孩子们听
出歌曲的第二声部。于是我请一部分孩子唱第一分部主旋律，
我来唱第二部分，并请一部分孩子欣赏，然后请孩子们说一
说老师和同学们是怎样合唱的，让学生知道老师在前四句话
后都加入了伴唱“啦啦啦”。于是我引导学生看曲谱，看清
楚是在第几拍开始唱“啦啦啦”，并看清楚曲谱上的顿音记
号。通过我讲解和示范，学生很快就掌握了演唱方法。并带
领学生随音乐唱第二部分的伴唱，并提醒学生要唱出轻快的
感觉，来表现柳树姑娘在微风中歌唱的情景。最后把学生分
成两大组进行表演唱，有伴唱，有强弱，效果真的很不错。

柳树姑娘教案课后反思篇五

本首歌曲是一首三拍子节奏的音乐。歌曲中前半部分旋律连
贯、优美，后半部分旋律活泼、轻快。这首歌曲的旋律和歌
词适合大班幼儿演唱。

为了调动孩子演唱的兴趣，我在活动的开始，以谜语的形式
朗读儿歌，将歌词作了修改，变为“有个姑娘，辫子长长，
风儿一吹，甩进池塘，洗洗干净，多么漂亮!”请孩子们猜一
猜，谜语中说的是谁?有孩子猜是“长头发的女孩”，也有孩
子猜出是“柳树”，我请他们分别说出自己的理由，并再次



将歌词朗读，让孩子们进行分析比较。最后，孩子们一致同
意，谜语中说的就是“柳树姑娘”。

第二环节，我先出示了各种柳树的图片，请他们来观察柳树
的形态，让他们对柳树进行一下描述。幼儿的说法很多，有
的幼儿说他看到柳树发芽了;有的幼儿说看到柳树的'枝条很
长的;有的幼儿还用手来比划了一下柳树是怎么样在风里飘动
的……我通过幼儿的讨论，最后总结了一下柳树的特点，柳
树姑娘静静地坐在河边，她那长长的辫子随风飘动着，一阵
微风吹过，她的头发就被甩进了池塘，不停地摇摆着，好像
是要把自己的秀发清洗地干干净净似的。这时，我又提出疑
问，什么是“甩”?为什么“风儿一吹，甩进池塘”?让孩子
们说出自己的想法，并用动作来表演一下。引起了幼儿的共
鸣，多感官的了解歌词的意思，为学习歌曲奠定基础。

第三环节，通过对歌曲的欣赏，让幼儿先感受《柳树姑娘》
这首歌旋律的美。在他们已经理解了歌词后，我让他们将谜
语中的“有个姑娘”改成“柳树姑娘”进行朗读，接着，播
放了歌曲录音，并让孩子跟着录音进行演唱，很快，孩子们
就初步学会了这首歌。

第四环节，幼儿掌握了歌曲以后，我引导幼儿用唱衬词的方
法，学习简单的二声部合唱。在教师的带领下了解二声部的
演唱方法，学唱在每句最后一个字后面唱衬词“啦啦啦”，
并进行男女合作尝试二声部演唱。不过由于我班孩子第一次
接触二声部合唱的方法，所以演唱中难免还是会出现不整齐
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教师用手势进行指挥，帮助孩子们更
直观的感受两个声部，同时也使他们更好的学唱二声部，顺
利解决了活动难点。

一节课下来，幼儿在听听、唱唱、中充分感受歌曲优美、活
泼的旋律。整个活动幼儿都在轻松、自然、愉快的氛围中积
极、主动地参与着，幼儿初步学唱了歌曲《柳树姑娘》，抒
发了对柳树的喜爱之情，也能够体会到歌曲中的情感，培养



了幼儿感受美、表现美的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