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文明创建表态发言稿(实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
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学唱歌教案反思篇一

这是一首具有童趣的歌曲，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我设计
了“四唱”。

1、引发兴趣唱；

2、发现难点唱；

3、学习节奏唱；

4、创编歌词唱。

学生基本完成本节课的教学任务，能够体会歌曲欢快的情绪，
用轻快的声音来演唱歌曲，同时掌握本节课的难点知识——
四分休止符和反复记号。

根据听课教师建议以及自己实践后的感悟，发现在最后一个
环节的创编歌词唱还需要完善，因为是小动物的歌曲，所以
在备课时应不仅仅只注意到ppt的制作，还可以制作一些小动
物的头饰，更加立体真是，也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
生的兴趣。同时，在评价机制上，仅仅只是采用激励性的语
言也会显得比较单调，应思考看看还可以才用更多更好的方
式。



学唱歌教案反思篇二

小班幼儿对于科学活动的学习兴趣浓厚，幼儿常常可以在科
学中想一想，动手做一做，通过各种感官活动来体验科学活
动的乐趣。在本次科学活动《会唱歌的瓶宝宝》中，我的本
次教学活动的目标主要1.让幼儿以大胆探索让瓶子发出声音
的方法，并运用“弹、吹、拍、转”等动词完整地讲述自己
的发现;2.通过比较感知物体的软硬与声音的关系，这两条为
主来开展活动的。

在本次科学活动的中，我出示的材料都是幼儿生活常见，都
是幼儿熟悉的。

比如在第一个环节中，我先出示了一个空的瓶子，让幼儿听
听瓶子会发出声音吗?小班的幼儿对于声音、动作等十分敏感，
因此一个导入环节就可以激起幼儿的学习兴趣。然后，我让
幼儿猜想怎么样才可以让瓶子发出声音来，在这个环节中，
我发现我们班幼儿的思维还是蛮好的，都能很好地回应教师。
有猜想就要有操作验证的环节，所以接下来我让幼儿操作玩
一玩瓶子，看看用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的瓶子发出声音，会
唱歌。以上几个环节幼儿与教师的互动都是蛮好的。

在第二个环节中，我出示了许多的材料，让幼儿用材料来制
作一个会唱歌的瓶宝宝，比如黄豆、绿豆、红豆、棉花、海
绵、珠子等平常常见的材料。在制作这个环节中我缺少了一
个猜测环节，如果在幼儿动手操作之前让幼儿先想一想哪些
材料放进瓶子中，摇一摇可以发出声音来，接下来再去让幼
儿操作，验证，这样的环节就比较好了。还有在这个操作的
环节中，有个别幼儿可能没有听清楚老师的要求，我的要求
是每个小朋友选择一种材料放入到瓶子中，但是个别幼儿在
瓶子中放进去了几种材料，这样与我的设想又有点出入了，
就不能验证出来致谢是什么材料才可以让瓶宝宝唱歌了。

在这个科学活动《会唱歌的瓶宝宝》中，我发现自己在组织



科学活动的不足之处，让我了解要如何能更好的上好一节科
学活动，让幼儿在科学活动中体验到乐趣，掌握一定的科学
知识。

学唱歌教案反思篇三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往往
需要语言作为中介，语言在人类的生活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
用。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如何抓住这个关键期对幼
儿进行语言教育呢？今天，我结合新《纲要》精神，就幼儿
园语言教育涵义的理解、目标的制定、内容的选择三方面进
行讨论和反思。使我们对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有更清楚的认
识。

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幼儿实
施语言教育，帮助他们获得倾听、表述、欣赏、阅读等语言
经验，促进他们运用语言的能力。使他们认知、情感、行为
等方面得到发展。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
对幼儿倾听、表述、欣赏、阅读能力的培养，最终使幼儿运
用语言的能力得到提高。语言教育活动有哪些特点呢？我认
为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一、语言教育活动是特殊的语言学习过程；幼儿的语言是在
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中，尤其是在与人们的语言交流中获得
发展的。家庭中，成人与成人之间的语言交流，成人与儿童
的语言交流，都为儿童提供了重要的语言模仿和语言学习的
环境。游戏中同伴之间的语言交流，为孩子提供了语言交流
实践的环境。还有各种影视节目的出现，更是丰富了儿童的
语言环境，但是要促使儿童的语言得到很好的发展，就要通
过组织正规的教育活动，对其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语言教
育，可以这样说，幼儿园的语言教育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语言
学习过程。

二、语言教育活动的目的是使幼儿获得语言经验；幼儿的语



言发展，是通过在日常的语言习得和有组织的语言教育活动
中获得的语言经验实现的。生长在不同环境的幼儿，由于其
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在与周围人们进行语言交往时所模仿和
使用的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不同，所获得的语用技能有差异，
因此他们所获得的关于语言方面的经验也不同。这些不同的
语言经验也就导致了幼儿语言发展的差异。在正规的语言教
育活动中教师将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幼儿集中在一起，按照
一定的教育目标，有目的地为幼儿提供一定的条件和情景，
使他们在与这些条件和情景的交互作用中，获得丰富的语言
经验，并借助这些经验掌握语言的形式和内容，增长理解语
言和表述语言的能力。

三、语言教育活动是整合的教育过程；语言教育活动整合性
主要体现在教育目标的整合、教育内容的整合、和教育方式
的整合3个方面。1、教育目标的整合。2、教育内容的整合3、
教育方式的整合。

教育方式的整合是指组织语言教育活动时，以多种形式来构
建。我们知道幼儿心理发展的突出特点是情绪性，善于模仿，
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更是幼儿心理发展的显著特点，凡是他
们感兴趣的，觉得希奇的事物，都能留下深刻印象，并在活
动中注意力集中，因此内容的选择因注重趣味性、新颖性，
以提高幼儿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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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唱歌教案反思篇四

新课标下一年级音乐课的内容非常丰富，欣赏，创编，器乐，
歌唱教学等等几乎每堂课都有涉及。也听了很多其他老师的
课，但细细想一想，包括自己在内，课堂上是热闹了，但几
乎都没有对学生的歌唱教学的环节做出很好的处理。

为了学生的体验和创造力培养的需要，这一切都很重要。但
作为有歌唱内容的音乐课，没有听到学生动听的声音，确是
一种遗憾。直到我去秀城实验听了一堂《蜗牛与黄鹂鸟》。

这堂课主要是歌唱教学，《蜗牛与黄鹂鸟》应该是一首耳熟
能详的曲子，怎样用一节课的时间来教学确实要花一番功夫。
上课教师就在歌曲的艺术处理上做文章，让学生模仿蜗牛和
黄鹂鸟的不同语气，不同学生对这些动物的'语气也都有着他
们不同的见解，通过学生自己的理解和他们的不同的身体语
言，不仅使歌曲的艺术形象非常丰满，而且学生在这个过程
中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才能。

从中不难看出，歌唱教学是要淡化技能，不能不要技能，我
们要寻求“化技能于无痕”的歌唱教学方法，让歌唱教学这
一块内容丰满起来。

学唱歌教案反思篇五

《谁唱歌》是一首有趣的问答歌，第二课时主要是让幼儿做
出各种小动物的不同动作，然后带上头饰用一问一答的方式
演唱歌曲，体会问答歌的乐趣，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幼儿说说：
“除了刚才我们唱到的小动物外，你还见过哪些小动物？是
怎样叫的？”进行歌词替换，此环节是活动的难点。



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幼儿的兴趣较高，积极举手发言，以生
活经验结合想象做各种小动物的动作，演唱歌曲，活动气氛
活跃。尤其是幼儿带上小动物的头饰模仿各种小动物的动作
唱歌，回答森林爷爷的提问此环节，幼儿都积极参与到游戏
当中，兴致较高，并且在玩的过程中幼儿不仅知道各种小动
物的叫声、动作，还体验到问答歌的乐趣。不过，此活动在
解决难点歌词创编这一环节时，由于我的设计不够完善和引
导语具有启发性不够，导致幼儿没能创编出歌词，而是演唱
我预先创编好的歌词，没有达到预设的目标、预想的效果。
今后，我在引导幼儿歌词创编时，会多加注意自己的引导语，
并结合活动的内容以及幼儿的生活经验，准备教具、设计提
问，充分发挥幼儿的想象、扩展幼儿的思维进行歌词创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