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教案效果分析万能(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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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
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班教案效果分析万能篇一

通过教学反思，教师可以将学会教学与学会学习结合起来，
努力提高自己教学方式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可以取得理想的
教学效果。

教后记是活页教案中很不起眼的一小块，写好教后记首先是
教师责任心的具体表现，是教师课堂教学自我反馈的一种好
形式。

教后记其实就是教师在教完课后，对教学预案设计和实施过
程进行回顾，总结和反思，将经验、教训等记录下来，作为
改进教学的依据和提炼教育科研课题的资料。它是对已完成
教案的完善和补充，是课堂教学的总结和升华，对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提升教师的教学业务水平，有着很重要的促进作
用，教师（特别是新教师）必须重视并及时写好教后记。

小班教案效果分析万能篇二

一般说来，教后反思（再备课）可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反思课堂中问题情境设计的趣味性、典型性与层次性

课堂教学中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学生能力是在一个接一个的
问题情境和问题解决中实现的。为了使学生积极地进入思维
状态并能获得成果，所设计的问题必须是典型的、有趣的和
具有层次性的，要符合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而这些在经



历了教学实践后，当然就有了更深的体会和更好的改进。此
时，再反思和进行教案的改进，就变得更有针对性。

（二）反思解题方法、解题结果、问题延伸与突发问题的处
理

教学时，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学生往往会迸发出许多思维
的火花--新颖的观点、巧妙的构思、多样的解法、问题的延
伸，也会产生一些认识上的错误，这些往往又是教师始料不
及的突发性问题。教师在课堂上要珍惜、利用这些思维的火
花及认识的错误，因势利导加以探究，教后更应从科学性、
严谨性与学科的意义等方面去反思、审视它们，分析学生思
维的火花及认识错误形成的原因，总结因势利导的优化方法
和处理突发发现问题的灵活技巧，然后加以整理记录（再备
课），使以后的教学胸有成竹。

（三）反思教学方法和师生情感交流方式是否合理、得当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一节课的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
本课的教法设计和实施，也取决于师生情感交流是否顺畅得
当。对某一教学内容，教师采用哪种方法更合适有效--是启
发讲授还是激励探讨，是讲练结合还是指导自学，是实验演
示还是实验操作……采用的教法能否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
参与兴趣，能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否有利
于学生的知识掌握和能力发展，是否有利于师生的情感交流，
是否体现了以人为本、以学为主的新课程精神，这些在教后
反思中也会得到较为清楚的'回答。这样，教师便能总结成功
因素，分析失败原因，坚持优良的或改进、改换不当的教法
和情感交流方式。

小班教案效果分析万能篇三

目标。活动中，以幼儿喜爱的乐器——小鼓“唱歌”的形式
导入活动，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我把学唱歌曲与有趣的



科学探究活动相结合，让幼儿在探究活动中感受、体验击鼓
的不同力度和频率与鼓面上的小米粒的动态变化的关系这一
物理现象，获得知识和经验，有效地帮助了幼儿理解、记忆
歌词，避免了生硬的歌词解说。另外我在“小鼓还能怎么
唱”和“鼓敲击轻、重引起的米粒变化”的环节中，请幼儿
大胆想象、操作和体验，为幼儿提供了探究和表现自己的舞
台。其次，是教学的组织方面，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我注重
游戏教学的方法，动静交替，层层递进。在活动中，注重以
游戏形式贯穿始终，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充分调动幼
儿的参与积极性，较好地达到了教学目标，充分体现愉快教
学给小朋友带来的乐趣。比如在扮演米粒跳舞和最后的《我
是鼓，你是小米粒》的游戏中，幼儿玩得特别高兴，在玩的
同时体验了敲鼓的轻重与小米粒的动态变化关系。 ，让每个
幼儿都能运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索提供活动的条件，
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尝试。”本来，我也想多准备些鼓，让
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尝试，但我担心孩子们会乱，米粒撒在地
上会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而取消了这个念头。现在想想，只为
了让教学保持有序而扼杀了孩子们的探究欲望，真是得不偿
失。在最后的游戏环节，原本可以请幼儿三五成群结伴游戏，
其中一幼儿当敲鼓人，其他幼儿当小米粒，然后互换角色，
使幼儿充分体验到游戏的快乐。当时只考虑到教学的不要把
时间拖得太长，而略了生生互动，这也是在以后的活动中应
该引起重视的。

小班教案效果分析万能篇四

这是一节小班的音乐课《鼓上的小米粒》，在今天的活动中，
小朋友表现得特别棒，不但学会了歌曲，还能够边唱边用肢
体动作表现歌曲。从整个活动的效果来看，幼儿兴趣浓，参
与的积极性高，较好的实现了本次活动的教学目标。活动中，
以幼儿喜爱的乐器——小鼓“唱歌”的形式导入活动，激发
了幼儿的学习兴趣。我把学唱歌曲与有趣的科学探究活动相
结合，让幼儿在探究活动中感受、体验击鼓的不同力度和频



率与鼓面上的小米粒的动态变化的关系这一物理现象，获得
知识和经验，有效地帮助了幼儿理解、记忆歌词，避免了生
硬的歌词解说。另外我在“小鼓还能怎么唱”和“鼓敲击轻、
重引起的米粒变化”的环节中，请幼儿大胆想象、操作和体
验，为幼儿提供了探究和表现自己的舞台。其次，是教学的
组织方面，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我注重游戏教学的方法，动
静交替，层层递进。在活动中，注重以游戏形式贯穿始终，
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充分调动幼儿的参与积极性，较
好地达到了教学目标，充分体现愉快教学给小朋友带来的乐
趣。比如在扮演米粒跳舞和最后的《我是鼓，你是小米粒》
的游戏中，幼儿玩得特别高兴，在玩的同时体验了敲鼓的轻
重与小米粒的动态变化关系。

在幼儿操作感受鼓点的震动方面没有顾及全体幼儿，只有部
分幼儿上来操作了，其他的幼儿都是旁观者，并没有亲身体
验。《纲要》指出：为幼儿提供丰富的可操作的材料，让每
个幼儿都能运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索提供活动的条
件，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尝试。”本来，我也想多准备些鼓，
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尝试，但我担心孩子们会乱，米粒撒在
地上会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而取消了这个念头。现在想想，只
为了让教学保持有序而扼杀了孩子们的探究欲望，真是得不
偿失。在最后的游戏环节，原本可以请幼儿三五成群结伴游
戏，其中一幼儿当敲鼓人，其他幼儿当小米粒，然后互换角
色，使幼儿充分体验到游戏的快乐。当时只考虑到教学的不
要把时间拖得太长，而略了生生互动，这也是在以后的活动
中应该引起重视的。

小班教案效果分析万能篇五

1、欣赏，初步理解文学作品的意思。

2、通过替换作品中的动物的形象，理解为什么小狗、小猫找
不到刺，而蚂蚁找到刺。



3、知道小小的动物也有自己的长处的。

幼儿用书人手一册，实物投影仪一台。

1、幼儿看图初步感知的内容。

教师出示幼儿用书，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名字叫
《蚂蚁拔刺》。大家听听里有谁，它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教师使用实物投影仪放大幼儿用书讲述。

教师提问：

（1）、里有谁？

（2）、宝宝被花盆怎么样了？谁帮助他拔刺？为什么蚂蚁能
找到刺？

2、幼儿再次倾听，尝试替换中的小动物。

教师使用实物投影仪讲，提问：大家猜猜，还有什么动物可
以找到宝宝手上的刺呢？为什么呢？启发幼儿结合自己的生
活经验，并根据形象的大小，迁移中的情节大胆讲述。

3、学说中小蚂蚁的话。

教师：小蚂蚁看见刺，它说了什么呀？我们一起学学。（幼
儿与教师共同说说小蚂蚁的话）

教师：小蚂蚁最后是怎么样把刺拔出来的呢？我们一起来说
说。（教师与幼儿共同讲述一遍，教师注意在小蚂蚁说话的
时候停顿，让幼儿说出小蚂蚁的话）

4、知道任何动物不论大小都有自己的长处。

不管动物多大多小，他们总是有自己的长处的，就像我们小



朋友一样，虽然小但是也是会许多本领，也有很多长处！

在日常生活中，让幼儿自主阅读《蚂蚁拔刺》，养成良好的
阅读和讲述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