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珍珍的小黄伞教案 绘本阅读活动小
蓝和小黄教学反思(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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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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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珍的小黄伞教案篇一

《小蓝和小黄》课后反思

《小蓝和小黄》这是一节主题活动中《让我试一试》的一个
小主题活动，对于这个绘本《小蓝和小黄》大家都比较熟悉，
孩子们也看过，它是美国作家李欧*李奥尼的作品。这本绘本
放在小班，简单的画面在带来充分观察的同时，更给幼儿带
来了想象和联想的时间和空间，孩子更容易在轻松的观察、
聆听中，将自己生活中的经验投射到故事中，享受故事情节，
体验阅读的快乐。在活动中，看似简单的'经验迁移和情感投
射，是通过孩子们渐渐丰富和积累阅读的情感体验有关。

小班幼儿对于常见的颜色名称已有一定的认识也能说出它们
的名称，而且也喜欢各种漂亮的颜色。而在这节语言活动中，
通过小蓝和小黄的故事让幼儿学会理解故事内容，并让幼儿
了解蓝色与黄色在一起能变成绿色的道理。在理解故事中幼
儿对于我所提问的问题都能用故事中的语句来回答，学习欲
望比较强，积极性高。由前面环节的铺垫下，幼儿在最后的
环节中都能亲自尝试，而且参与涂色，对折接压，观察颜色
的变化，幼儿的实验结果让他们开心，觉得真有意思，原来
蓝色和黄色合在一起会变成绿色，对于小班幼儿来说，好奇
心强是他们的天性，而从中所变出来的也是他们最纯真的笑
容。



活动后发现语言活动中带点科学探索性，幼儿会掌握的更加
好，因为她们可以在玩中学，玩中乐学到相应的知识。但是
在活动中我也发现了班中幼儿的不足之处：

1.在讲故事时，教师提问过多，影响了幼儿完整的欣赏故事。
设计的问题：谁是蓝爸爸，谁是蓝妈妈，你是怎样看出来的？
孩子们能分出来，但说的理由与老师预设的答案相差太多，
在活动中老师过于追求寻找答案，导致了孩子对听故事失去
兴趣。

2.在小蓝小黄变魔术的时候，加了太多的水，颜色变的很淡，
但是到最后孩子们还是很积极的开心地将其实验完成，在活
动中老师始终起到了引导、支持、合作的作用，让幼儿从中
获得了知识，掌握技巧。

好的一节活动，是要慢慢地磨，不断地反思，这样才会有更
加地出色教学活动！

珍珍的小黄伞教案篇二

带孩子们阅读了绘本《小蓝和小黄》之后，对活动反思如下：

1、这本绘本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绘本，是有关颜色混合后而产
生变化的科普绘本。在这简单的画面中，给孩子们带来充分
观察的同时更给孩子们一个想象和联想的空间。书中小蓝和
小黄拥抱后变成了绿色，观察颜色的变化后对于小班幼儿来
说，好奇心强是他们的天性，在掌握简单的科学知识的时候
又不觉得枯燥，反而觉得很有趣很新奇。现在孩子们的信息
量很大，个别孩子也会把颜色英文的读法也一一述说。

2、在小小魔术师活动中，孩子们以玩的方式，个个都很积极
地、开心地将实验完成。孩子们的实验结果让他们很开心，
觉得很有意思。经过自己的'动手操作，他们更准确地知道原
来蓝色和黄色合在一起变成的就是绿色，所变出来的也是他



们最纯真的笑容，最终孩子们从中获得了知识，也掌握了一
些调色的小技巧。

3、一切科学知识都来源于生活，这本绘本中，我们的主要作
用是让孩子们了解生活中的科学，更要让孩子们学会生活中
运用科学。

珍珍的小黄伞教案篇三

试教了两次绘本阅读《小蓝和小黄》，我的活动反思如下：

1、教具大绘本摆放位置太低，后面一排的小朋友看不到，活
动过程中不断有小朋友说看不到。活动进行到一半，后排的
小朋友已经有点坐不住了。可以把大绘本固定在高一点的位
置，比如画架上固定起来。

2、孩子的座位安排也不恰当。其实孩子们坐成一排，教具放
在低一点的位置孩子们也都能看到。本次活动需要孩子多次
上来操作，坐成两排的话，后面一排的孩子要出来就得花费
一点时间，这就是时间的隐形浪费。所以最好做成一排，可
以有个弧度。

3、导入部分，介绍两个好朋友。我先出示小蓝，让孩子们猜
猜他叫什么名字，孩子们说“圆圈”、“蓝色”等等，我又
说他叫小蓝，否定了孩子们的答案。这样的猜测完全没有必
要，我可以直接说“先来认识一下第一位好朋友，他叫小蓝，
跟小蓝打个招呼吧”，这样更简单、利索。

4、跟小蓝、小黄以及后面的颜色朋友打招呼时，有些小朋友
积极性不高，声音不响亮。我可以模仿颜色朋友的口吻，热
情地跟孩子们打招呼，作为一个示范，也能让孩子们被我的
热情感染，情绪高涨起来。

5、在看到“捉迷藏”、“拉圆圈”游戏时，需要孩子们用已



有的生活经验猜猜他们在干什么，玩什么游戏。当有孩子回
答他们在做什么时，我的提问是“为什么”，这很难回答。
提问“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会更好，更直观、易懂。

6、回应孩子们的回答时，我更多的采用重复孩子的回答的`
方法，还用了很多“是不是”、“对不对”的无意义问句，
显得很啰嗦。我的回应应该更简练，从孩子的回答中提取关
键信息，归纳。比如我提问最喜欢和好朋友玩什么游戏，有
小朋友回答说“灭火”，我当时的回应是“哦，灭火游戏”。
现在想来，我可以这样回应“哦，扮演消防员去灭火的游戏，
你可真勇敢”，这样既拓展了孩子们的经验，也肯定了这位
孩子。

7、让个别幼儿上来找躲好的颜色朋友时，下面的小朋友注意
力开始分散了，我可以说“他找到一位好朋友了，但这位好
朋友不肯出来，我们一起帮他喊喊吧，深红深红快出来”。
这样下面的孩子也参与进来了，上面的孩子更有成就感。

珍珍的小黄伞教案篇四

《小黄鹂鸟》是湘版教材四年级下册第三课《草原上》的教
学内容。此单元以“草原上”为主题，内容有内蒙古地区的
民歌二声部合唱歌曲《小黄鹂鸟》以及音乐欣赏、蒙古风格
的舞蹈特点等。

今天的课堂主要内容是学习二声部合唱歌曲《小黄鹂鸟》，
要求学生能用准确和相对均衡的声音表现草原上小牧民和黄
鹂鸟一唱一合的情景。声部学习和处理有一定的难度。首先
我主要从欣赏音乐入手，创设音乐情景。运用导语：“今天
老师要带大家去一个美丽的地方。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欣赏
一段优美的音乐，想象一下你到了哪里？”然后进行歌曲教
学。采用听唱、模唱的.方法。引导学生发现两个声部的不同
之处，准确练习。然后引导学生用柔和的声音进行合成。在
一次次的失败练习中逐渐靠近成功。课堂最终还是结出了果



实。最后我运用结束语：老师特别想说的是，无论做什么事
情，只要你全神贯注，富有信心，就一定能成功。从大家的
歌声中，老师看到了比大草原更美的风景，希望每个同学都
能拥有一个草原一样宽广美丽的胸怀！

课后反思教学：首先这节课上的很真实。真实体现在了每一
个教学环节。体现在与学生之间不断发生的互动、对话、交
流、沟通中。而且收到的效果还是较为满意的。我想说，真
实是一种艺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追求，常态是真实的外
壳。新课程要求音乐教学要有真实性，贴近生活，理论联系
实际的理念和做法是正确的，只有具备了真实性，才能解决
困惑，帮助成长，课程才能被学生喜欢。

本节课总体富有条理，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只是从导入环
节，可以看出，学生在音乐欣赏方面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听赏
和思考习惯。和音乐能够产生共鸣的学生数量稀少。这也是
自己今后备课上课要引起注意和加强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节课，我深深体会到，真实是音乐新课程期待的核心，只
有真实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使学生感到音乐课的价值，使
教师不断规范和完善自己的教学行为。真实的课堂有利于学
生形成健康人格；有利于提高音乐教育的实效性。

一个好习惯的养成需要不断的强化、反复，学生如此，教师
亦如此。作为教师一定要有耐心、信心、恒心，不断运用科
学的思想和教育方法培养自己良好的教学习惯，培养学生的
良好学习习惯。相信，当我们和我们的学生在快乐中收获了
习惯、收获了性格，那么我们的课堂教学也一定会充满快乐，
一定会是成功的。

珍珍的小黄伞教案篇五

《小蓝和小黄》这是一节主题活动中《让我试一试》的一个
小主题活动，对于这个绘本《小蓝和小黄》大家都比较熟悉，



孩子们也看过，它是美国作家李欧x李奥尼的作品。这本绘本
放在小班，简单的画面在带来充分观察的同时，更给幼儿带
来了想象和联想的时间和空间，孩子更容易在轻松的观察、
聆听中，将自己生活中的经验投射到故事中，享受故事情节，
体验阅读的快乐。在活动中，看似简单的经验迁移和情感投
射，是通过孩子们渐渐丰富和积累阅读的情感体验有关。

小班幼儿对于常见的颜色名称已有一定的认识也能说出它们
的名称，而且也喜欢各种漂亮的颜色。而在这节语言活动中，
通过小蓝和小黄的故事让幼儿学会理解故事内容，并让幼儿
了解蓝色与黄色在一起能变成绿色的道理。在理解故事中幼
儿对于我所提问的问题都能用故事中的语句来回答，学习欲
望比较强，积极性高。由前面环节的铺垫下，幼儿在最后的
环节中都能亲自尝试，而且参与涂色，对折接压，观察颜色
的变化，幼儿的实验结果让他们开心，觉得真有意思，原来
蓝色和黄色合在一起会变成绿色，对于小班幼儿来说，好奇
心强是他们的天性，而从中所变出来的也是他们最纯真的笑
容。

活动后发现语言活动中带点科学探索性，幼儿会掌握的更加
好，因为她们可以在玩中学，玩中乐学到相应的知识。但是
在活动中我也发现了班中幼儿的不足之处：

1.在讲故事时，教师提问过多，影响了幼儿完整的`欣赏故事。
设计的问题：谁是蓝爸爸，谁是蓝妈妈，你是怎样看出来的？
孩子们能分出来，但说的理由与老师预设的答案相差太多，
在活动中老师过于追求寻找答案，导致了孩子对听故事失去
兴趣。

2.在小蓝小黄变魔术的时候，加了太多的水，颜色变的很淡，
但是到最后孩子们还是很积极的开心地将其实验完成，在活
动中老师始终起到了引导、支持、合作的作用，让幼儿从中
获得了知识，掌握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