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绘画小鸭子教学反思与评
价(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小班绘画小鸭子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设计意图：

母鸭带小鸭是一首较经典的歌曲，而且旋律欢快、歌词简单，
较适合小年龄段幼儿演唱并表演，根据小小班好进入情境的
特点，教师营造母鸭带小鸭的氛围帮助幼儿感受音乐作品快
乐的感觉。

活动目标：

1、感受歌曲欢快的情绪，乐意用”鸭走“、”鸭叫“、”鸭
子游水“等模仿动作来表现歌曲的内容。

2、体验参与音乐表演、游戏的快乐。

重点：

能跟着老师演唱歌曲。

难点：

边唱边做动作



难点形成原因及解决：

幼儿年纪小，肢体和言语同步匹配还有些困难，因此教师运
用多媒体、加强示范来帮助幼儿解决难点。

工具材料：

《母鸭带小鸭》多媒体，小鸭头饰、母鸭头饰、小鱼卡片数
目与幼儿人数相同。

活动过程：

一、激趣引题

以讲故事的口吻提出要求：今天，老师请了一位客人和大家
一起玩，它是谁呢?我们来看一看，听一听。引导幼儿学鸭叫，
模仿鸭叫的动作。

提问：”鸭子在说什么呢?让我们看一看吧。“

二、体辅助，学习歌曲

1.观看多媒体母鸭带小鸭。

提问：小鸭怎么叫?学习唱词：嘎嘎嘎嘎嘎嘎嘎-

小鸭跟在谁后面?介绍题目《母鸭带小鸭》

2.能跟着教师演唱.

以鸭妈妈带领小鸭学本领的形式学唱歌曲。

三、歌曲再现

在音乐声中师生一起边唱边表演。



教学反思：

我设计了有趣的《母鸭带小鸭》游戏，幼儿很快进入角色，
在玩玩、唱唱、跳跳的过程中，巩固了歌曲，提升了技能。
存在不足之处，没能及时关注幼儿的表现，没能大胆放手让
幼儿自由发挥。在以后的教学活动中，我一定注意，尽量采
用新颖的教法让教学活动时刻保持新鲜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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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通过对三只小鸭不同的长过程的比较，帮助幼儿养成不挑食，
不偏食的生活习惯。

在理解故事的基础上，懂得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主动关心和帮
助他人。

能简单地为食品分类，区分对身体健康和有益的食品，并自
主地拒绝不健康食品。

通过教师大声读，幼儿动情读、参与演，让幼儿感知故事。

通过多媒体教学，初步理解故事内容，记住故事的主要情节。

教学重点、难点

活动难点：区别健康食品和垃圾食品，并自主地拒绝垃圾食
品。

活动准备

活动准备：常见食物的图片、三只小鸭图片、



活动过程：

一、猜一猜

导入：小朋友，老师今天在上班的路上捡到了三个宝贝，是
谁呢?(出示三只鸭蛋图片)

提问：是谁的`宝贝呢?

二、听一听、比一比

看图片，听老师讲童话故事《三只小鸭》。

三、想一想

1、谈话：鸭妈妈会最喜欢哪只小鸭?为什么?

2、提问：嘟嘟熊是怎样喂养小鸭的?。小猴和小猪又是怎样
喂养小鸭的?

3、小结：小猴照顾得小鸭只吃零食，长得像瘦猴;小猪照顾
的小鸭只吃肉，长得像圆球;只有嘟嘟熊照顾的小鸭不挑食，
吃肉、吃菜、还吃饭，长得既精神又漂亮。

4、讨论：如果刚刚出生的小鸭子没有人照顾会怎么样?

5、小结：嘟嘟熊他们三个小伙伴在鸭妈妈没在家，小鸭没有
人照顾的时候主动帮忙照顾小鸭，鸭妈妈很感谢他们，我们
也应该向他们学习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

四、选一选、说一说

活动：幼儿自主选择食物图片，并给食物简单分类。

结束：小朋友们，要想身体长得又棒又结实，就要经常吃健



康的食品。

教学反思

孩子们在本课结束后，对健康食品和不健康食品有了一定的
了解，挑食偏食的习惯也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对于个别
孩子拒绝吃某些食物还是以尊重他们意愿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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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目标：

1、练习走斜坡，发展幼儿的平衡能力。

2、培养幼儿讲卫生、爱劳动的良好行为习惯，并进行初步的
环保意识教育。

3、培养竞争意识，体验游戏带来的挑战与快乐。

游戏重点：

帮助幼儿正确掌握两手侧平举、平稳地在斜坡上走。

游戏准备：

1、木制斜坡4条。

2、塑料筛3只;鸭子头饰于幼儿人数相等;塑料玩具鱼、塑料
棒、小树模型、废纸团、废纸筒、树叶、饮料罐等若干。

游戏过程：

1、开始部分：

(1)老师、幼儿分别扮演鸭妈妈和小鸭的角色，随音乐旋律模



仿鸭子走进入场地。

(2)老师带领幼儿跟着音乐的'变化做模仿律动：鸭子捉鱼(弯
腰点头)、鸭子蹲、鸭子扑水(跳)。

2、基本部分：

(1)老师以游戏的口吻交代游戏的名称及玩法，并示范走斜坡
的基本动作要领。

指导重点：

a.小鸭捉鱼回来时必须从小路的两边跑回来，并把小鱼放在
筛子里。

b.上下斜坡时要注意重心，两手侧平举。

(2)幼儿听着音乐走到四条小路的起点分别站好，进行游戏：
小鸭捉鱼。

a.老师指导：鼓励幼儿勇敢走过斜坡，并站在斜坡旁进行保
护。

重点：及时纠正幼儿走斜坡时的动作。

b.游戏玩过一次后，幼儿再去捉鱼时，发现没有鱼了，只有
很多其它的东西(垃圾)，老师问：“小鸭子，池塘里发生了
事呢?有垃圾，池塘的水会变得怎么样呢?怎样才使池塘变干
净?”指导：老师启发幼儿回答。

重点：初步让幼儿知道要保护环境卫生和热爱劳动。

c.让小鸭子收拾垃圾，直到把池塘的垃圾捡干净。



d.垃圾拾完，继续“捉小鱼”的游戏，幼儿游戏2--3次，把
小鱼捉完为止。

重点指导：老师注意控制幼儿上下斜坡的速度，提醒幼儿注
意上斜坡时身体稍向前倾。

3、结束部分：

(1)小鸭妈妈表扬勇敢参与锻炼的小鸭子，及认真学习本领的、
听指挥的小鸭子

(2)鸭妈妈带领小鸭子听着音乐做小鸭子律动模仿抬着鱼回家。

游戏反思：

根据中班幼儿贪玩、好动的年龄特点，以游戏引发幼儿尝试
活动，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整个活动自然
化、生活化，提升了幼儿大胆尝试，积极探索的能力，并让
幼儿从中体验与大家一起玩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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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养幼儿爱护喜爱小动物的情感。

2. 能用自己的话大胆说出小鸭的外部特征及生活习性。

3. 通过观察，能说出xx喜欢吃xx。

4. 运用已有生活经验，根据画面大胆想象、推测并表达自己
对故事情节的理解。

5.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重点：能用自己的话说出小鸭的外部特征和生活习性



难点：能用自己的话大胆说出小鸭的特征和生活习性。

1.情境创设：小河、草地

2.小鸭叫声的音乐磁带。

3.小鸭手偶。

4.小狗、小猫、小鸡布偶及小动物们爱吃的食物。

一.开始部分

1. 教师拿小鸭手偶，扮演小鸭，随音乐在小河里捉鱼，在草
地上跳舞!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

2. 教师以自我介绍的口吻介绍小鸭的外部特征，及生活习性，
培养幼儿的倾听能力。

二.进行部分

3. 教师引言，引出儿歌《小鸭》。

4. 学习儿歌《小鸭》，巩固对小鸭的外部特征及生活习性的
认识。

5. 鼓励引导幼儿说出小鸭的外部特征及生活习性。

6. 鼓励启发幼儿大胆向好朋友介绍小鸭。

三.结束部分

鼓励幼儿到“小河”里学小鸭捉鱼，在“草地”上学小鸭走
路。教师指导。

四.活动延伸



1.教师引言：听!谁在哭?小朋友玩得正高兴呐!谁在哭?(教师
环顾四周)哦!原来是小猫、小狗、小鸡在哭。你们为什么哭
呀?是不是也想跟我们一起捉鱼呀?可你们......(启发幼儿自
己说出小猫、小狗、小鸡的生活习性)。啊?不想捉鱼?哦!原
来它们是肚子饿了!宝贝们，小动物可是我们的好朋友，这会
它们的肚子饿了，我们该怎么办?(幼儿……)看!这有小动物
们爱吃的食物!我们去喂他们吃吧!可你一定要说出xx爱吃xx，
这样说小动物们会更喜欢你们的!

2.幼儿送食物，并说出xx爱吃xx。教师指导。

此次活动圆满结束!活动前我为幼儿创设了宽松自由的活动氛
围，让幼儿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轻松获得锻炼与提高。活动
过程中，幼儿表现的积极主动，都能用较完整的语言回答老
师提出的问题，并能主动与同伴交流。特别是在活动延伸部
分，幼儿都显得特别积极，并能大声说出小动物的特征和习
性，给小动物喂食物时 ，一个个的.认真样，真是可爱极了，
活动结束时都不愿离开!此次活动中唯一不足的是结束部分，
我要把活动延伸和结束部分换一换，幼儿的兴趣还挺高，我
就结束了活动，如果把这两个部分换一换，我想这节活动就
更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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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初步感受欢快、幽默的歌曲性质、特点。

2、通过情景、手指游戏帮助幼儿进一步理解、表现歌曲。

活动准备：

歌曲《快乐小鸭》、小鸭手偶两个、黑板、粉笔



活动过程：

1、通过做律动，吸引幼儿注意力，为后面的表现歌曲做动作
铺垫。

—教师自编律动，吸引幼儿注意力，引导幼儿跟随教师做简
单的律动动作。

—注意律动的动作都是由小到大，逐渐递增。

2、通过故事《快乐的小鸭子》导入主题。教师讲述故事a段。
引导幼儿倾听旋律。

—师：两只小动物约好了到山坡上去玩。来到山坡上，他们
听到了好听的声音。

—提问：这是谁的声音？

到底是谁的声音？

—钢琴右手旋律较轻进入，幼儿聆听2次。

3、通过故事b段，教师演唱旋律，幼儿再次感受、熟悉旋律。

—教师讲述故事b段

—钢琴旋律进入，教师以“啦”为音，演唱歌曲。

—提问：这是谁的声音？

4、通过教师完整演唱，幼儿完整欣赏歌曲第一遍。

—提问：猜猜是谁的声音？

5、通过教师的表演唱，幼儿再次完整欣赏歌曲，加深对歌曲



的印象。

—提问：这一次，你听到的是谁的声音？

—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在黑板上画出各种简单的图案。

6、通过教师再次的演唱，引导幼儿得出是小鸭子的`声音。

—教师伴随琴声表演唱。

—幼儿讨论到底是谁的声音。

—教师结合故事做眺望动作，待大部分幼儿得出是小鸭子的
声音时教师总结、肯定幼儿的讨论结果。

7、通过教师的表演唱和描画小鸭轮廓，加深幼儿对歌曲的熟
悉和把小鸭子的形象视觉化。

—提问：小鸭子在做什么？

8、通过游戏，幼儿学唱歌曲。

（1）教师伴随歌曲带领幼儿做手上律动。

—师：小朋友们，把小手手拿出来，我们一起来做游戏。

—教师带领幼儿做手上律动2遍。

—第3、4、5遍教师伴随歌曲跟幼儿做说悄悄话上的互动。

—第6遍教师和助教配合共同找幼儿玩说悄悄话的游戏。

（2）通过出示手偶，引导幼儿伴随音乐用肢体模仿鸭子走路
的动作。



—师：小鸭子要去找它的好朋友去玩，小鸭子走路是怎样的？

—师幼共同模仿鸭子走路的动作。

9、通过《摇篮曲》让幼儿伴随音乐安静离场。

活动反思：

兴趣是幼儿学习的原动力，幼儿只有有了兴趣才能产生主动
学习、主动探索的愿望。爱好音乐是人的天性，有趣的音乐
活动能激起幼儿学习的欲望，使其产生愉快的情绪，充分发
挥想象，表现出他们不同的感受和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