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爸爸妈妈好音乐教学反思 爸爸妈妈的教
学反思(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爸爸妈妈好音乐教学反思篇一

《生气的爸爸妈妈》讲述的是一对爸爸妈妈怄气吵架后，宝
宝想办法让爸爸妈妈不吵架的故事。

活动中，我先提问孩子，“你们见过爸爸妈妈吵架吗？爸爸
妈妈吵架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表情和动作？”“我爸爸
和妈妈吵架的时候脸会板着的，看起来有点怕怕的，”“爸
爸和妈妈吵架的时候，我妈妈会不和爸爸说话，不理爸爸”
孩子们开动自己的小脑筋，把爸爸妈妈吵架时的情形都说出
来了，于是，我出示图片，“以刺猬妈妈和狮子爸爸”导入，
先让幼儿看看图片上有谁？看上去怎样？充分发挥幼儿的想
象，让他们猜测爸爸妈妈生气的原因。接着我开始分段讲述
故事，以夸张的手法及语气讲述故事，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故事的转折处是宝宝一不小心磕了一下，爸爸妈妈由心疼孩
子、关心孩子，自然而然消了气，妈妈也没有象故事开头那
样要拉着宝宝回外婆家，而是抱着宝宝坐在沙发上，爸爸也
赶紧拿来了毛巾，给宝宝敷伤口，一家人又坐在了一起，不
分开。最后，我利用故事对孩子进行了教育，让孩子们思考
有什么办法让爸爸妈妈别吵架，而自己又不发生任何意外的
情况。孩子们想出了办法，有的说：“我要唱歌给爸爸妈妈
听”有的说：“我可以给爸爸妈妈表演个杂技”还有的孩子
说：“让爸爸妈妈带我到公园去玩”孩子们的想法都很好，
最后我告诉孩子们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和爸爸妈妈说“别
吵了，我们是亲亲热热一家人”说完，孩子们也跟着说了一



遍，“亲亲热热一家人”。

通过本次活动，孩子们知道了家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的集
合，充满着温馨，孩子从出生起就和家人亲亲热热地生活在
一起，孩子渴望妈妈温暖的怀抱，期盼和爸爸一起游戏，也
许爸爸妈妈之间偶尔会有争吵出现，也许家人之间会有些不
开心的事情发生。有时是为了孩子的事，有时是为了其它的
琐事，但到最后家人始终能亲亲热热地在一起，因为最后他
们都能达到解决问题的共识，同样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也能取
得一致，不采用打骂的方式。

爸爸妈妈好音乐教学反思篇二

看纪念演出；参加座谈会；参观纪念馆。按照以上四个部分，
依次阅读课文，来理解全文回顾历史，面向现实，呼唤和平
的强烈愿望。

2、自己动手搜集一些有关战争的图片和资料，并结合你的理
解数数自己的感受。

3、同学之间相互帮助搜集一些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出一
期简报。

4、文中对那位日本人是什么态度，为什么？结合新闻和报纸
的'相关报道，了解现在日本人对战争的反省情况，并发表你
的看法。

爸爸妈妈好音乐教学反思篇三

“生气的爸爸妈妈”是语言活动：故事。这个活动的重点是
让孩子们理解：一家人不能分开，即使在有误解、有隔阂的
时候。活动前我作了充分的准备，准备好了图片，还准备了
材料包：有妈妈和爸爸的'形象图，有开心的，有生气的，妈
妈头发有点乱，好像剌猬，爸爸怒瞪双眼，好像狮子。我逐



一出示故事挂图，边用生动的语言进行讲述，孩子们听得可
仔细了。特别是出示高兴的爸爸妈妈和生气的爸爸妈妈图片
进行对照比较时，都大声说喜欢高兴的爸爸妈妈。故事形象
地描述爸爸妈妈呕气吵架的情形。故事的转折处是“我”不
小心磕了一下，爸爸妈妈由于心疼孩子，关心孩子，自然而
然的消消气，故事描述的是生活中的真实情景，教育的目的
则是要让幼儿明白应该怎么做，因此，在活动过程中我注重
了以一几个问题：

1、不能过于渲染宝宝的头撞得怎么疼，而应该描述为只是碰
了一下。

2、活动的最后环节，应该引导幼儿思考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爸
爸妈妈别吵架，而自己又不发生意外情况。整个活动孩子们
都挺活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活动最后环节上引导幼
儿思考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爸爸妈妈别吵架时，孩子们没想出
什么好办法。经过我的引导之后，孩子们有个别人回答的还
不错。

爸爸妈妈好音乐教学反思篇四

限制性教育一直存在我们的教育行为中，其弊端显而易见。
我们应当消除不必要的限制教育，让孩子们更加自由、快乐、
自主地游戏。

角色游戏开始了，伴随着一小阵吵闹声，我转头一看，原来
是净尧扮演的妈妈和宇鑫扮演的爸爸在发生争吵。我走过去
询问到：“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淑人兴奋地说：“我
的爸爸妈妈在吵架。”我笑了笑，觉得这正是适当介入幼儿
游戏进行指导的好机会，于是我以客人的身份到这个娃娃家
做客，以聊天的形式劝解他们。虽然两个人似懂非懂，但毕
竟停止了争吵，接下来大家又开心地玩游戏。

可没过多久，净尧和宇鑫的争吵又开始了，而且比上次更严



重，其他娃娃家的“爸爸妈妈”也跟着起哄，学着吵架。我
一时控制不了场面便发出“停止游戏”的指令。游戏结束后
我组织幼儿讨论：“为什么净尧和宇鑫会吵架呢？”问题一
抛出，孩子们便七嘴八舌说起来。有的说：“爸爸要去超市、
妈妈也要去超市。”思霖说：“爸爸不爱妈妈了。”……我
又问到：“那其他小朋友跟着吵架，怎么玩游戏呀？”“请
他们到安静区、”“以后不能玩游戏了。”……最后我和孩
子们达成共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限制了幼儿玩角色
游戏的时间和内容。

在一次晨间活动中，我偶然听到两个孩子的谈话：“爸爸，
我昨天去吃肯德基了。”“妈妈，我昨天也去吃了。”在接
下来的活动中，幼儿都不叫对方的名字，而是以“爸爸妈
妈”来代替。接着是区域活动，一开始我先告诉幼儿今天玩
区域的内容：“小朋友，今天的区域游戏玩……”我还没说
完，一个孩子大声说到：“我们玩娃娃家。”为了让幼儿吸
取上次的`教训，我还是没有让他们玩。在活动过程中，总是
有孩子跑过来问我能不能玩娃娃家，总能听到孩子不叫同伴
名字，而叫“爸爸妈妈。”看到这情景我马上阻止，当然没
有达到本次区域活动的目的。

“我们玩角色游戏。”回想起来，这段时间幼儿玩角色游戏
的时间很少，我突然感到当初处理方法的不当。角色游戏是
幼儿反应社会、反应成人活动的一种游戏。孩子在社会、家
庭中体验到的经验反应在角色游戏中。净尧“妈妈“和宇
鑫“爸爸”的“争吵”是他们是家庭生活的真实经历，但他
们的“争吵”与我当初提出的游戏要求相冲突。为了让幼儿
意识到自己没有遵守活动要求，我限制了幼儿的游戏时间和
内容，使孩子们的情感没能在游戏中得到很好的寄托，导致
他们在平常的活动中以“爸爸妈妈”代替同伴的名字，而在
游戏过程中，我过早地介入指导，且指导内容不明确，使幼
儿失去自己探索解决家庭争吵方法的机会。

我想，孩子们在角色游戏中的“争吵”并不是故意捣蛋，而



是家庭生活的真实再现，如果当初我把“爸爸妈妈的争吵”
放在一个真实的情景中，让他们自己作出判断，在组织讨论，
改变以往的“限制性”那会是怎样的？于是，我决定让幼儿
回家认真观察爸爸妈妈争吵后是怎样和好的。

过了几天，我利用餐前准备组织孩子讨论：“爸爸妈妈有没
有一直吵架呢？他们吵架后是怎么和好的？”孩子们说了很
多，有的说爸爸先向妈妈说对不起，有的说爸爸带妈妈
和“我”去吃肯德基，有的孩子说：“爸爸妈妈吵架了，我
就不理他们，他们就和好了。”我又问：“那小朋友在玩娃
娃家时有的‘爸爸妈妈’在吵架，那你们该怎么办呀？”宇
鑫说：“我会买花给妈妈。”若宇说：“我就不跟妈妈吵架，
给娃娃喂饭。”淑人说：“我去买肯德基给爸爸吃。”……
孩子的回答充满着童趣。通过讨论，不仅让幼儿懂得了解决
游戏中发生问题的方法，同时也让我知道限制教育的错误性。

限制性教育一直存在我们的教育行为中，其弊端显而易见。
我们应当消除不必要的限制教育，让孩子们更加自由、快乐、
自主地游戏。

爸爸妈妈好音乐教学反思篇五

4.当然，由于时间关系和学生的具体差异，在拓展拓展延伸
上有一些学生更多地处于被动状态，也不能让一些自主学习
能力好的'学生把自己的资料参与其中，如收看了中央电视
台“探索&8226;发现”栏目关于日本731部队揭秘后的观后感，
又如看中央电视台伊拉克战事报道后的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