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小鸡教案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既然
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画小鸡教案反思篇一

《小鸡的一家》是一节科学认知活动，目标在于：知道鸡与
人类的关系，培养幼儿爱护小动物的情感。感知并比较公鸡、
母鸡、小鸡的基本特征，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活动调动幼
儿参与的积极性，能够了解小鸡一家的不同的形态特征。

在上第一研《小鸡的一家》的时候，感觉课的开头很平淡，
只是有意识的向小朋友介绍鸡爸爸、鸡妈妈。小朋友的注意
力也不太集中。由于是小班的上学期，小朋友们的注意力还
是不太集中，为了能够使小朋友的注意力集中一点，我在上
二研的时候，在开头的部分用情景表演的形式来引出小鸡的
一家。

本节课我让幼儿观察图片方式，来激发幼儿对公鸡、母鸡、
小鸡深层次的了解和热爱，也引发了小朋友们一连串的问题
和思考，把公鸡和母鸡、小鸡进行了对比，比一比它们有什
么不一样，比较一下它们是怎样的叫的，吃什么食物，在幼
儿兴趣的基础上，让幼儿直接参与其中的活动，让幼儿形成
一种对事物深入、持久的关注与探究的学习习惯，使幼儿不
断的去思考去想象。

在这节课中，我认为比较欠缺的地方是：在整节课中最主要
的目标是让幼儿认识公鸡、母鸡、小鸡的外形特征及生活习
性，我只是用图片的形式来让幼儿来观察，感觉很单调，幼
儿只能看着这两张图片来比较，如果能带幼儿看看真实的小



鸡、公鸡、母鸡我想小朋友们兴趣会更浓一些，毕竟这是小
班的幼儿对任何事情都是很感兴趣的。还有一点再最后小鸡
和小朋友一起去草地上做游戏的时候，有点脱节，不是每节
课要加个结束才结束也可以换换别的方面，在以后的教学活
动中我会吸取别人的优点，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使自己的课
更一层次的进步。

画小鸡教案反思篇二

《小鸡的一家》教学反思在这堂课中我在发声练习、讲授重
点节奏型和模唱旋律等基本教学过程中添加了许多新颖的教
学环节。在发声练习的过程中，采用的不再是单纯的唱音阶，
我将公鸡、母鸡和小鸡添加到发声练习中，从而可以很自然
的引出本节课的主题。

之后关于重点节奏型的讲解，我通过小鸡们的歌唱声音和内
容引出，更形象更容易被学生接受和消化。本节课我采用手
势唱谱法，让学生用肢体来感受音的高度，相比单纯的听唱
更容易让学生掌握固定的音高。在本节课的活动环节，我采
用的是学生分组整体表演的形式，充分让每一名学生参与其
中，让每一名学生有事可做，让每一名学生在本节音乐课中
都表现了自己。相比较找个别同学来展示，一些性格内向、
羞于表现自己学生，整体表演可以使这部分同学得到很大的
提高。

课后我尝试着将其进行改进，在本节课的导入环节，用提问
的方式引导学生说出自己、父母和老师每天要完成的事情，
从而和本节课中的鸡爸爸鸡妈妈联系在一起，使本节课的情
感态度和价值观得到更加鲜明和具体的体现。在表演歌曲的
环节，我将整个班级分为两组，一组是打击乐组，另一组是
舞蹈组，在表演过程中两组同学要一起来演唱歌曲。通过边
唱边表演避免了学生光是展示一种形式的状态，可以让学生
更加熟悉歌曲。



相信通过不断的反思，可以让初入职的我迅速成长为一名合
格音乐教师。

画小鸡教案反思篇三

我在准备这节课的时候就在想怎么才能把这首歌加入一
些‘花样’好来更好的帮助我进行教学，使学生们能够更有
兴趣的进行学习呢？这节课我一共磨了2次，上了3次，改了6
次，每一次修改我都在想怎么上会更好，我所这设定的教学
目标及这节课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都较为简单。

在课堂上让学生多听多感受是我一贯的风格，在这节课上我
只想着让学生多听多感受尽快熟悉旋律尽快能够跟着哼唱，
问题设置过于简单并没有起到好的效果，只顾着让学生多听
却忘了让学生带着有效问题听才会有效果。

回想自己的这节公开课，我知道自己有点赶进度，在上课时
涉及到的乐器伴奏、歌曲表演都是一带而过的，并没有充分
利用起来，不够细致，没有到达预期的效果。通过这个活动，
从备课、磨课再到上课，我收获了很多，发现了很多自己的
小问题小毛病，也学到了一些解决课堂教学的方法，观看其
他两位老师上课也让我有所收获，男老师有他们自己的一种
教学方式，幽默、轻松，在课堂导入环节上充分的调动起来
孩子们的学习热情，环节的设计也是我也学习的。

很感谢老师们的宝贵建议，我会积极去改正，也请老师们监
督，指导。

画小鸡教案反思篇四

《小鸡的一家》教学反思《小鸡的一家》是小学音乐义务教
育教科书人民音乐出版社二年级上册第四课的，沐浴着新课
改的春风，浸润在新教材的滋润中，我在此次课的准备中对
小学低年级的音乐教学又有了新的认识。



1、教学设计力求新意，教学环节力求扎扎实实我的教学梦想
是能为学生打造一个生动的、有趣的、专业的、全方位的音
乐课堂，基于这个想法，我一直在探索如何打造这个多彩的
课堂，可在实际的教学中我发现，扎扎实实的做好课堂常规
和课堂教学是最重要的，打个比方，就像溜冰一样，如果基
本的都做不好，谈什么花样滑冰？盲目的冒险，只会摔的很
惨。本课的'重难点之一是用轻巧的声音唱好闭口音“叽”，
于是，我结合之前学过的开口音“wo”和”ge”改变了一个发
声练习曲，进行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练习，有趣生动，也把歌
里三种形象的歌声都练习了，为学习歌曲做了铺垫。在教唱
的环节也是从扎实出发，把每一个重难点的练习都放在每一
个精心设计的环节里，在“顺其自然”中解决每一个小问题，
如果遇到不准确的地方就停下来及时纠正。使得学习的过程
的每一步都扎扎实实，在这个基础上，第二段和第三段的歌
词学生们就可以很快的自己学会了。

2丰富课堂，让学生体验一个五彩的课堂小学低年级学生是好
动、好奇、好模仿的，小学低年级的音乐课堂也应该是丰富
多彩的，把教学内容渗透到形式多样的各种音乐活动中，让
学生在“玩”中学，在学中玩。比如：在创编形象的表演中，
在小乐器的使用中，在同学们戴上头饰分组分角色的形象表
演中，学生们都乐在其中，“玩“的不亦乐乎，也很好的完
成了课堂任务。所以，丰富课堂教学形式，让学生体验五彩
课堂，给学生一个真正的快乐的音乐课堂。

画小鸡教案反思篇五

《小鸡的一家》人音版第三册第四课《咯咯哒》中的第二首
学唱歌曲，歌曲旋律活泼生动，三段歌词有趣地表现了鸡爸
爸、鸡妈妈、鸡宝宝各尽其职快乐生活的有趣场景。

《小鸡的一家》是新教材中的一首演唱歌曲，在选课的时候
我就在想到底选哪一课比较好，是选择比较熟悉的《母鸡母
鸡叫咯咯》还是选择新教材《小鸡的一家》呢?最后我选择了



第二首歌,我想通过这次机会来挑战锻炼一下自己，不过上的
好与坏，过程是最重要的。

我在准备这节课的时候就在想怎么才能把这首歌加入一些'花
样’才能更好的帮助我进行教学，使学生们能够更有兴趣的
进行学习？通过反复推敲、课堂实践、研读教材、设定了教
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及这节课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

在课堂上让学生多听多感受是我一贯的教学风格。因此教学
设计上依然少不了这个环节，并且每次感受都能给学生设给
学生不同的有意义的学习疑问，让学生带着有效问题去听、
去赏，会对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在各个环节的衔接上忌话多忌话碎，做到课的衔接过度自然、
简练，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恰当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准
备课时，我就在想，多媒体的运用对于我本节课的设计并不
是多么合适，尤其在分段教学听赏歌曲中的大公鸡、老母鸡
和花小鸡的时候。因此，我果断摒弃，坚持使用教学光盘，
事实证明这也是正确的决定。

本节课我所涉及的重难点就是：感受、听辨音乐中的动物形
象和音乐特点，能够快乐的演唱歌曲。能够唱对歌曲中的附
点节奏，并且能用打击乐器为歌曲作准确、生动的伴奏。教
学中，我紧紧围绕教学目标展开教学，将歌曲中的音乐形象
在认读歌词及分析角色特点的过程中轻松得以解决。

教学中，恰当运用打击乐器为歌曲进行伴奏，并给与学生探
索运用为歌曲伴奏的机会。歌表演时，为了让学生编创动作
能更加的形象，我引导学生想像大公鸡雄赳赳、气昂昂的姿
态；老母鸡朴实勤劳的样子；花小鸡调皮可爱跑东跳西找虫
子的乖巧，学生喜欢并乐于去表现。

回想自己的这节课，我知道也存在不足。比如，歌曲中一二
段的最后一个乐句处的八分休止符号，只是“点到为止”，



并没有过多实际练习过程，另外教学光盘的范唱也不标准，
存在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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