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乐一家人教案大班数学(优质6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
学习。

欢乐一家人教案大班数学篇一

要改变长期以来传统思品课的弊端，就必须改变陈旧的教学
方法，就必须紧密联系学生实际、生活实际，就必须让我们
的课“活”起来，让我们的学生动起来，在活动中促进学生
自主发展，在积极主动的学习中加深感受、体验、探究和感
悟，这样做才可能达到此项活动课程的总目标。

在本堂课中，我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做的：

新课程明确指出：本课程教材主要不是作为知识载体来供老
师讲授的，它是教师引发儿童的活动工具，是儿童开展活动
时可利用的资源，教师应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联系当地和儿
童的实际，及时地把社会中科技信息、儿童生活中新的问题
和现象及时吸收到教学内容中去，不断提高品德教育的针对
性、实效性和生动性。

所以我们应该打破教材框架，灵活地处理教材、运用教材。
例如活动一开始，我就改变教材平铺直叙的手法，通过课件
比较“爱爱”和“淘淘”在家截然不同的表现，感受到作为
孩子要多替家人着想，并产生在家做“开心果”的情感动力。
又如在让学生了解相关生日常识时，并不是翻开教材读一读
就算了，而是巧妙改变为竞赛台，让学生把课前的调查通过
竞赛的方式展示出来，增强了兴趣，发展了课外搜集资料的
能力，体验到成功的乐趣，充分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兴趣是学习之魂。《品德与生活》作为一门活动型的综合课
程，它所呈现的文化是一种儿童文化，力求“童心”、“童
趣”。如果教师能够把握教材和儿童的特点，精心设计各种
丰富多采的活动形式，就容易激发学生的强烈情绪，调动学
生的主体能动性，使他们主动活泼地学习。如在“做个开心
果”这一环节中，先让学生通过课件的对比，讨论怎样才能
在家做个“开心果”，然后通过四人小组合作表演反馈，展
示出学生对家庭及家人的理解、对生活的感悟，甚至把对自
身经历的反思融为一体，通过自编、自导、自演、互评的形
式，不断对照自己的言行，实现生生互动的自我教育目的。

品德与生活课主要以学生的生活为基础，培养学生良好习惯，
激发学生热爱生活的情感。在给母亲过生日时，能结合生活
实际让学生自己动脑筋、自己出主意为妈妈过生日，充分体
现了自主性。在送礼物时，教师设计了让学生自己用所学的
知识制作礼物，不仅燃发了对母亲的敬爱之情，而且在活动
中锻炼了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如：歌唱能力、泥工能力、绘
画能力、交际能力、动手能力，把美术、音乐、品德进行有
机地整合，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开放性、创造性。看
来，教师巧妙选择活动形式，：让学生感到新鲜，得到锻炼，
让课堂充满活力，就能达到预期效果。

新课程理念告诉我们，儿童的现实生活是课程内容的主要源
泉。教师虽然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明确了生活中该怎么做，
不该怎么做的道德行为准则，但是事过境迁，学生往往会淡
忘课堂内所要求的。所以我们教师应把视线转移到家庭、社
会中，与家长携手并进，形成家校合力，共同关注其行为习
惯的养成。教师在全课尾声中布置与家长共同填写“向日
葵”图：把每天为家人所做之事填入到向日葵中，并将此项
习惯持之以恒，使活动真正开展起来，以提高品德教育的实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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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颂》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主题，考虑
到旋律简单易唱，所以把本课设计成欣赏与唱歌相结合的形
式。在学科的整合方面，在讲述贝多芬时，我充分整合了文
学，历史、美术，将教学内容丰富多彩，灵活多样。

赋予音乐生命，让学生感动。我用贝多芬双耳失聪的故事感
染学生，先让学生心灵受到震撼，由文字的领悟到音符的感
动，抓住学生的心弦。我感觉这种方法比单纯的讲授要生动
的多，学生更容易接受，效果特别好。

把知识点熔于练习中，易于巩固。在练习唱谱的过程中就把
一些难记的知识点掌握了，像各种强弱记号的掌握，学生在
唱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印象会更深刻。

教师要有主持人的才能，能引导学生发言，理顺他们的思路。
这节课中许多地方都设计了引导学生发表感想的情景，但学
生的感受会千变万化，教师要心中有数，通过你的语言进行
引导，让一切不要偏离主题。这让我感到，老师的综合素质
特别重要，它决定你这位教师的受欢迎程度和你的人格魅力。
所以教师更需要不断充实自己，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当然，这节课也存在不足之处，如：在时间控制上，练唱的
时间过长；让学生发言的时间不够充分。还有同学们对贝多
芬的了解不多等情况准备不足等。

总之，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和同学们一样，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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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标准》中提到：“音乐课的全部教学活动应以学生
为主体，师生互动，将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和音乐活动的参与
放在重要位置”新课程标准不再是让学生被动地接受学习，



而是教师要充分利用各种手段激起学生的兴趣，通过聆听音
乐、表现音乐和音乐创造，体验音乐中的美和丰富的情感。

自主学习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和调动师生双方的积极
性，蕴欢乐与知识于其中，让学习显得更轻松活泼。自主学
习相当重要，这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给与其美好
的童年记忆，迎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行为特征。在课件辅助
下，教师指导学生通过聆听、感受、表演等多种形式体验音
乐课间十分钟的快乐场面。通过器乐创编及拓展，体现新标
准中的“重视音乐实践”和“鼓励音乐创造”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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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活动中，幼儿的学习兴趣很高，孩子们对于歌曲的重难
点掌握的比较好。在形象的图谱的提示下，合着音乐的美妙
的旋律，幼儿较快的学习了歌曲，并能把握歌曲的情感。

小百科：《欢乐颂》其实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终曲乐
章。《第九交响曲》是于1822年秋天开始进入创作阶段的。
但贝多芬却几乎花了大半生的时间来酝酿、来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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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教学活动中，我秉承艺术教育感受在前的理论，我先让
幼儿欣赏感受乐曲，然后再通过动作、表情来猜歌词，调动
幼儿学习的积极性，这为后面的学习打下基础，然后又通过
提问让幼儿回答问题，接下来教师出示图片引导孩子说歌词，
这样有利于幼儿更好的记住歌词。再通过提问，让幼儿从歌
词中找到快乐的地方，让幼儿能用欢快的情绪唱歌。

本次活动的重点是让幼儿进行二重唱，在幼儿通过看谱会唱
歌的基础上，幼儿分组演唱，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

从本次活动的环节来看，孩子们学得还是可以的，但由于借



班上课，幼儿的情绪没有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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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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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