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红帽课后反思 童话故事小红帽的歌教
学反思(汇总7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小红帽课后反思篇一

我正疑问着我在哪儿，小红帽已经发现我了。她问道：“大
哥哥，你迷路了吗？”“是啊，我不知道我在哪儿，可我认
识你啊，小红帽。”我笑着答道。小红帽满带疑问的
说：“你认识我？”可我不认识你啊？”我依就笑着
说：“因为我是一个万事通啊！不过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
叫陈浩宇。我还知道你的帽子是你外婆给的，今天你要去看
望她，不是吗？”“哇！大哥哥、你真是一个万事通呀！”
她惊奇的答道。我自信的说：那当然，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
你一路上一定会遇到重重困难！我可以帮助你哟！”“好啊！
你一定要保护我哦！”她用可爱的童声答道。

我们继续往面走，两旁出现了一片花海，颜色有红、橙、
黄……我提出一个问题：“小红帽，我们来采几朵花送给你
奶奶吧！”小红帽说：“好哇！我可以用这个多余的皮筋扎
起来！”我们包好后便继续往前走去。

我们被一条小河拦住了，我发现旁边有一座“独木桥”也就
是一条大木头而已，我们一一走过去，我们差点摔下去，幸
好我平衡力强，不然就要去见阎王爷了！

我们终于到了，我怕大灰狼在里面，我把门口的小斧头拿了
出来，进去后，一个躺在床上的“人”动了一下，等小红帽



还没有说话，那“人”就跳了起来――是大灰狼！我朝它挥
起斧头砍去，大众狼死了！外婆得救了，大灰狼被猎人拖走
了。我又把小红帽送回了家。“叮叮铃铃……”闹钟响了，
原来是一场梦啊！

小红帽课后反思篇二

x月15日，在教研中心的统一组织下，全市的小学音乐教师一
起在xx小学观摩了二位优秀音乐教师的展示课。通过这次学
习观摩，我受益匪浅。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邢老师执教的二
年级《小红帽》一课，她的教态自然、大方，课程环节设置
合理，整个授课过程，亮点不时出现。记得一位名师说过，
人如其课、课如其人，授课的境界越高，课的痕迹越淡，终
至无痕。听了邢老师的课，我感受到了什么是音乐课上的无
痕教学。

课堂上，我们见到的不是一位谆谆教导的老师在教授唱歌，
而是一位亲切活泼的大朋友带领小朋友在做游戏。我脑海中
闪现的更多的是少儿频道中月亮姐姐的形象。

例如在上课伊始，邢老师带来了一个小礼包，同学们随音乐
依次往后传，音乐停的时候，拿着礼包的同学打开来看是什
么礼物？欢快的音乐响起，一个神秘的礼包在孩子们手里有
节奏地传着，马上轻松、快乐的感觉就充满了课堂，孩子们
的音乐细胞也跟着手中传送的礼包活跃起来。他们边传边拍
手感受着歌曲的节奏，歌曲在无形中得到了巩固，同时也拉
近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随后是一个大灰狼挖坑的游戏，
老师设置情景，一条通畅的音符小路，被大灰狼破坏了，谁
能来恢复小路的原貌，孩子们充满了好奇，非常踊跃地帮忙
铺路，很快路铺好了，音符也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这样的
游戏还有许多，像对口型、歌曲接龙等等，一个个生动有趣
又富有音乐性的游戏，把孩子们带回了幼儿园里做游戏的场
景，丝毫察觉不到上课的痕迹。



这堂课的又一成功之处是让一群生龙活虎的二年级的学生真
正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随着音乐
流动，调动学生的听觉动、视觉动、思维动、手指动、全身
动，让学生在“动”中充分体验音乐的各个元素，感受音乐
美。首先是手指的“动”，如在学习节奏的时候让学生想像
手里拿着双响筒，边读节奏边打双响筒，感受声音的强弱；
初识旋律，请同学伸出小手划一下旋律线，感受旋律走向；
唱歌时全身律“动”，让学生全身投入音乐，体验着歌曲的
欢快。学生通过不同形式的“动”，充分感受音乐的变化，
体验音乐的美。

从邢老师的课上，我们能看到她扎实的教学基本功，无论是
弹、唱、表演、肢体语言都是如此到位。那抑扬顿挫的语调、
娓娓道来的语句把我们领进音乐的世界，陶醉在美的音乐之
中。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次举手投足这些隐性、无声的
语言都有力地激发了学生的情感，调动了学生参与课堂的积
极性。如：教师范唱歌曲的时候，不是只限于把歌曲唱美，
而是随着歌曲的情绪加上了优美的律动，学生马上感受到歌
曲的情绪，不知不觉也跟着动了起来，整个课堂充满了欢乐。
运用体态语帮助学生形象地掌握音高。例如：歌曲中“当太
阳下山岗，我要赶回家”。这两小句前面的旋律完全一样，
只有最后一个字的音高不同，前面的“岗”字，对应的
是“duo”，后面的“家”字，对应的是“mi”，为了把这前后半句
进行区别，邢老师启发学生从歌词意思上来理解：“太阳下
山了”，表明太阳到山的下面去了，所以要向下唱，“我要
赶回家”，家在山脚下，因此比前面要唱得稍高一点。而且
边解释边加上手势引起学生注意。这些形象的语言和手势，
让学生很快就唱出了这两个字的音高。

最让我欣赏的是课堂的真实性，课堂结束，小小音乐会环节
表现突出而得到奖品的同学，把道具小红帽交给老师，可能
他们以前也上过这种课，觉得道具下课交给老师是理所当然
的，但邢老师却微笑着说：“小红帽送给你了。”学生高兴
地带着礼物走了。这个小小的插曲让学生和听课的所有老师



都感觉到，这是一堂真实的课，丝毫没有做秀的成份。

邢老师的课从始至终充满了新鲜感和音乐性，设计新颖，挥
洒自如，学生投身在音乐里，投身在体验中，享受着音乐，
享受着课堂，没有“刻意地学”却真正学到了。看不到每个
环节的转折，真正做到了无痕。我想只有老师对作品十遍、
几十遍地聆听、演唱、分析、揣摩，才能做到这么完美的`设
计，课后研讨时有位老师这样来评价这节课，“精备作品，
设计无痕”，我将牢记心中，并附之于实践！

小红帽课后反思篇三

教师 念雯慧

《小红帽》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时《小红帽》也是一个童
话故事。《小红帽》深受幼儿的喜爱，故事中人物形象鲜明
生动，善恶美丑昭然若揭。在欣赏故事之余，我体会到：要
找准教材与幼儿内在情感的结合致关重要。我知道孩子对这
一课肯定很感兴趣，于是就认真准备想给孩子上一堂精彩的
音乐课。。

上课时我先戴了一顶红色手工制作的帽子，问小朋友
们：“你们发现老师今天和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啊？他们看到
我戴了个帽子很是喜欢。然后给幼儿观看了动画片《小红
帽》。观看过后，我顺势导入今天学习的歌曲《小红帽》，
孩子们带着极大的兴致和热情很快就学会了《小红帽》这首
歌。在接下来为歌曲《小红帽》编排舞蹈动作这一环节，我
给孩子们自由发挥，然后分组表演，第一组不仅表演的很精
彩，而且时间也恰到好处。但到了第二组上台表演时，却出
现了严重超时问题。最后，我播放了《小红帽》的音乐，让
大家唱起歌，跳着舞出教室。

较贴近孩子的认知，为幼儿提供了较大的创作空间。在表演
中，我特别注意培养幼儿相互协作的能力。



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孩子的学习还是愉快的。的确，孩子是
个鲜活的个体，这就决定了课堂上孩子反应的变化莫测。有
时候常会出乎老师的预料。好奇、好动又是幼儿的天性。课
堂上，哪怕是一丁点的小事，孩子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沸腾起来。特别是像音乐这样的美感和动感很强的科目，需
要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充实课堂。因此，课堂秩序就更难
调控。这时，就需要教师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因势利导孩子，
将孩子的兴趣、注意力引导入"正轨"，让幼儿在轻松的氛围
中逐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当然，有了兴趣孩子自然就会学好，教师在课堂上的引导，
教态，语言都会激发孩子的兴趣，感染孩子的情绪。教师只
有在课后不断反思，才能进步，这节课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小红帽课后反思篇四

谈如何应对教学中的“变”

《丑小鸭》是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代表作之一，符合
儿童的心理特点，学生对这篇童话很感兴趣，引发了他们很
多方面的思考。在教学中，学生的发言，远远超出了我预想
的范围。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应对教学中的“变”。

一、教学设计因学生的提问而“变”。

在教学《丑小鸭》这课时，我是用课前看有关丑小鸭故事的
方式激趣导入新课的。故事放到一半时，我对学生说：“我
们要上课了，故事只能看到这了，你还想了解丑小鸭的哪些
事？”在上课前我也曾设想过学生会提哪些问题，比如丑小
鸭以后的命运会如何？后来大家喜欢丑小鸭了吗？可学生提
的问题和我原来设想的完全不同。他们有的说“想知道丑小
鸭为什么这么丑？”有的说“丑小鸭为什么会变成白天鹅
呀？”有的说“丑小鸭会找到他的天鹅妈妈吗？”还有的
说“天鹅蛋为什么会跑到鸭妈妈那？”显然，学生提出的这



些问题，就是他们学习课文的兴趣所在，如果不理会他们的
问题，依旧按照老师设计的教学思路走，就会使学生失去学
习的兴趣，也会使提问环节形同虚设，肯定不会收到好的教
学效果。所以在教学中必须及时调整教学设计，把学生的问
题巧妙的融合到预定的教学设计中。我设计的教学思路是请
学生谈谈通过读课文，都了解了丑小鸭的哪些事，让学生以
读悟情。当学生说到知道丑小鸭长得很丑时，我就适时将问
题推出，问：“丑小鸭为什么这么丑哇？”学生说他的样子
丑，和别的鸭子不一样，和鸭子比，他个又大，嘴又扁，羽
毛还是灰色的。难怪哥哥姐姐欺负他，公鸡啄他，连养鸭的
小姑娘也讨厌他。还有的说，他根本不是只鸭子，是只小天
鹅。这时我又顺势引出课前的问题“丑小鸭显然不是只鸭子，
那天鹅蛋为什么会跑到鸭妈妈那里？”这两个问题都是学生
提出的，所以他们特别感兴趣，思维活跃，发言积极。有的
同学说，是天鹅妈妈粗心，把蛋下在了鸭窝里；有的同学说，
是鸭妈妈好心帮天鹅妈妈孵蛋；还有的同学说，是因为天鹅
妈妈要到南方去过冬，来不及照顾小天鹅了。我肯定了学生
的说法，告诉他们，天鹅是一种候鸟，和大雁一样每到秋天
都要到南方过冬，他们都是集体一起活动的，天鹅妈妈必须
和队伍一起走，不能掉队，也许就这样留下了这个天鹅蛋。
这样，不但使学生理解了课文内容，还向学生潜移默化的渗
透了个人要服从集体的意识。以学生为主体，适时的改变教
学思路，也增强了教师自身的驾驭课堂，驾驭教材的'能力和
应变能力，这个“变”，“变”得有价值。

二、教学设计因新生成的教学资源而“变”。

三、教学设计因教学效果而“变”。

[1][2]

小红帽课后反思篇五

《一个苹果》这篇课文，课文记叙了在上甘岭战役中，八位



志愿军战士在防炮洞中，尽管干渴得厉害，却舍不得吃完一
个苹果的感人故事，歌颂了志愿军战士互相关怀、体贴的阶
级友情。这是一篇情感性很浓的课文。我在教学中引导学生
通过具体的语言文字进行情感体验，使学生的情感、教师的
情感、文本的情感三者达到共鸣。在教学中具体体现了以下
几个方面。

一、注重了一个“情”字

主要运用了“激情引趣，渲染情感”的阶梯性阅读教学方法。

就是在教学中实现了层层深入、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使情
感逐步升华，水到渠成。

二、突出了一个“巧”字

教学中，我只设计了一个问题：“谁该吃这个苹果？”让学
生抓住人物的具体描写深入研究，既体现了教师的主导地位，
又充分地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牵一发而动全身”，由
这一问题辐射全篇，体现了巧妙。

我在教学中设计了一个副板书：“他渴呀！他应该吃这个苹
果，但是……”并围绕这个问题巧妙地贯穿了全文，同时让
学生情感逐步地升华，深深地体会了战友间阶级友爱的情感。

三、注重了一个“法”字

在教学中，我注重教给学生读书的方法，培养学生的阅读能
力。教学中我引导学生运用了边读书、边画、边批注的读书
方法；教给学生抓住重点词语体会课文的方法等，培养了学
生阅读能力。

四、体现了一个“谐”字



在教学中，做到了欣赏学生，运用激励的语言评价学生，尊
重学生，关心后进学生，如开始的脑筋弯弯绕游戏，对读得
慢学生的尊重等，真正地做到了师生关系的民主和谐。

小红帽课后反思篇六

《小红帽》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时《小红帽》也是一个童
话故事。《小红帽》深受幼儿的喜爱，故事中人物形象鲜明
生动，善恶美丑昭然若揭。在欣赏故事之余，我体会到：要
找准教材与幼儿内在情感的结合致关重要。我知道孩子对这
一课肯定很感兴趣，于是就认真准备想给孩子上一堂精彩的
音乐课。。

上课时我先戴了一顶红色手工制作的帽子，问小朋友
们：“你们发现老师今天和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啊？他们看到
我戴了个帽子很是喜欢。然后给幼儿观看了动画片《小红
帽》。观看过后，我顺势导入今天学习的歌曲《小红帽》，
孩子们带着极大的兴致和热情很快就学会了《小红帽》这首
歌。在接下来为歌曲《小红帽》编排舞蹈动作这一环节，我
给孩子们自由发挥，然后分组表演，第一组不仅表演的很精
彩，而且时间也恰到好处。但到了第二组上台表演时，却出
现了严重超时问题。最后，我播放了《小红帽》的音乐，让
大家唱起歌，跳着舞出教室。

较贴近孩子的认知，为幼儿提供了较大的创作空间。在表演
中，我特别注意培养幼儿相互协作的能力。

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孩子的学习还是愉快的。的确，孩子是
个鲜活的个体，这就决定了课堂上孩子反应的.变化莫测。有
时候常会出乎老师的预料。好奇、好动又是幼儿的天性。课
堂上，哪怕是一丁点的小事，孩子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沸腾起来。特别是像音乐这样的美感和动感很强的科目，需
要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充实课堂。因此，课堂秩序就更难
调控。这时，就需要教师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因势利导孩子，



将孩子的兴趣、注意力引导入"正轨"，让幼儿在轻松的氛围
中逐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当然，有了兴趣孩子自然就会学好，教师在课堂上的引导，
教态，语言都会激发孩子的兴趣，感染孩子的情绪。教师只
有在课后不断反思，才能进步，这节课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小红帽课后反思篇七

案例：

进教室时我手中拿了一顶“小红帽”，学生们都很好奇的看
着我手中的“小红帽”。

师：“同学们，老师手里的小红帽漂亮吗？”学生们一下子
就被我手中的那顶镶满亮珠片的“小红帽”给吸引住了。

师：“那好，让我们一起跳段“小红帽”之舞吧。”律动之
后，我让学生观看动画片《小红帽》片段，进一步吸引住了
学生的注意力。课堂顿时安静下来，学生们都聚精会神地盯
上了电视机。观看过后，我顺势导入今天学习的歌曲《小红
帽》，学生们带着极大的兴致和热情很快就学会了《小红帽》
这首歌。

我趁势肯定了第三小组的创意，也鼓励其他小组的同学进行
创作。（学生们是鲜活的个体，这就决定了课堂上反应的变
化莫测。有时候常会出乎老师的预料，但却能让课堂充满活
力，我们做老师的就要及时应对学生，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
复。）

紧接着，我又将学生的活动引入高潮，带学生玩起了《小红
帽》的游戏——拯救小红帽，学生们欢快的笑声充满了课堂，
他们边玩边唱，兴致可高了。歌曲在无形中得到了巩固。最
后，我播放了《小红帽》的音乐，让大家唱起歌，跳起舞蹈



出教室。

教学反思：

好奇、好动是小学生的天性。课堂上，哪怕是一丁点的小事，
学生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沸腾起来。特别是像音乐这
样的美感和动感很强的科目，需要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充
实课堂。因此，在这节课中，我利用了影片、歌曲、表演、
游戏让学生全身的投入其中，将学生的兴趣点、注意力全部
激发，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人人参与，心随乐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