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鼠教案反思 中班老鼠笼教案参考(模
板8篇)

初二教案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能够
提供规范的教学指导。为了帮助初一学生更好地学习和理解
知识，以下是一些初一教案的分享。

老鼠教案反思篇一

活动中，教师运用夸张的动作来演示泡泡糖的粘性，让幼儿
直观地了解了游戏的内容，以及更好的掌握了音乐。活动中
教师灵活运用了提问技巧，有效地引导幼儿理解动作，以更
好的帮助幼儿掌握每个动作。孩子们在诙谐幽默的乐曲声中
嬉戏、理解、融入音乐情景，玩的不亦乐乎，特别是对泡泡
糖的粘性有很丰富的表现力，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在活动中
我特别注意要关注全体，有针对性的教学，对内向、不爱表
现的幼儿给于积极的引导、互动、带动效果好。

老鼠教案反思篇二

1.知道泡泡糖吃完后应该放到哪里，增强环保意识。

2.创造性的表现玩泡泡糖的有趣动作，提高动作的表现力。

3.学会合拍地做老鼠走、左右张望的动作，大胆表演律动。

4.乐意参与游戏，体验游戏的乐趣。

5.培养幼儿清楚表述和大胆表演的能力。

老鼠教案反思篇三

一、开始部分：创设情景表演《小老鼠上灯台》，引出新歌



曲。

1、老师扮演老鼠妈妈：宝宝们，前几天，妈妈发现了一个地
方有好多油，我们现在去弄点来吃吃吧。（播放音乐《小老
鼠上灯台》，幼儿律动）

2、遇到了一只凶狠的大野猫（播放课件），使老鼠们的觅食
行动受到了阻碍，猫趾高气昂地走了。（猫来了，赶紧躲起
来呀！）

（评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探索的一种动力和成功的诱
因。所以，活动一开始，我采用了游戏的口吻激起幼儿的兴
趣，我做鼠妈妈，孩子们做鼠宝宝，夸张的语调再配以随乐
的律动，迅速挑动起幼儿的学习兴趣，从而集中了孩子们的
注意力，把孩子们带进我预设的'情景。很好的为下一环节的
开展，做好了全方位的铺垫。）

3、鼠妈妈："哎呀呀，好痛！我可怜的孩子们被吓坏了吧？
该死的野猫，眼睛要是再小点就不会发现我们了，看，这是
被猫爪子抓的，好疼呀！要是猫的爪子再少一点，该多好啊！
"

（评析：随着游戏的进一步深入，我通过受伤来让孩子们提
炼出歌词的相关内容：眼睛小，爪子少…。为下面的理解歌
词做准备）

二、学习新歌曲《老鼠画猫》

1、初步感受旋律：

（1）鼠妈妈：看来这儿并不安全，咱们还是回家吧！（随着
歌曲旋律，鼠妈妈带着鼠宝宝回到座位上。）

（2）鼠妈妈：宝贝们，咱们折腾了一天，很累了。赶快休息



一下，美美的睡上一觉吧！

（3）（睡眠曲响起，众鼠作睡觉的样子，其间鼠妈妈不断发
出笑声。）"哈哈，我刚才做了一个很美的梦，梦见有只能干
的小老鼠把讨厌的大野猫变得不厉害了，你们猜猜看，他会
变成什么样子呢？"（小老鼠"们议论纷纷，鼠妈妈鼓励他们
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评析：提出问题，引导"鼠宝宝"们自由交流讨论，如何让
野猫变得不厉害？在这里我融入了语言领域的教育；《纲要》
指出：语言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幼儿语言的发展与其情感、
思维、社会参与水平、交流技能、知识经验等方面的发展是
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教育应当渗透在所有的活动
中。）

（4）鼠妈妈：乖宝宝，你们的想法和能干的小老鼠是一样的，
都想让野猫的眼睛变得小小的，爪子变短，牙齿也没有了…
我们来看看梦中的小老鼠是怎么画猫的！（教师边慢速唱歌
边将猫的样子给画出来）

（评析：在此环节中，我边慢速唱歌边按歌词顺序把猫的滑
稽样子画出来，以悄然渗透的方式让孩子们进一步熟悉歌词，
并为后面的孩子边唱边画打下基础。）

2、理解、熟悉歌词：

（1）鼠妈妈：小老鼠画的猫和大野猫一样吗？发生了哪些变
化？为什么眼睛要变得小小的，腿变得短短的，胡子要往上翘
（让他们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

（2）小老鼠先画什么？再画什么？（引导幼儿熟悉歌词，逐
步出示课件上的图片帮助幼儿记忆歌词。）

（评析：在充分分析、理解教材后，我觉得这首歌曲中，幼



儿对老鼠画猫的顺序不容易掌握，很容易把歌词颠乱，于是，
我在让鼠宝宝观察、比较梦中的野猫和现实中的野猫的区别
以后，教学时尝试运用歌词记忆图来记忆歌词。）

（3）"宝宝们，一起跟着妈妈来说说小老鼠是怎样画猫的。"
（指着课件上的图片随着歌曲旋律按节奏读歌词。）

（4）"看着这样的猫，小老鼠的心情会怎样？"（很高兴、很
得意、很开心？？）你们从哪里看出来的？"（图片上小老鼠
的眼神、尾巴、姿态等）请幼儿学学小老鼠得意的样子。

（5）"我的宝宝们真能干，那我们一起学着小老鼠来得意地
唱一唱。

（6）我的宝贝们，你们喜欢这首歌吗？为什么？（有趣、滑
稽？？）那我们再来唱一遍，要把小老鼠的得意和歌曲的滑
稽味儿唱出来。

（评析：本环节提高了难度，要求幼儿将歌曲诙谐有趣的情
绪通过声音和动作表现出来。对于滑音的处理，我设计了一
个箭头向上的标记；说白的一句要求幼儿正确表达并得意地
演唱；唱到"胡子要画翘"的"翘"字时提醒幼儿语言要突出。
对于这些细节，由于处理得当，幼儿掌握较好。）

（7）鼠妈妈：宝贝们，你们想不想也画一只这样的猫？那就
让我们一起来画吧！（音乐旋律起，幼儿根据音乐歌词画猫。
）

（评析：心理学家指出："凡是人们积极参加体验过的活动，
人的记忆效果就会明显提高。"为了让幼儿对歌曲有更深的印
象，我让幼儿一边听歌曲，一边来画画。在唱唱、画画的过
程中进一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8）"小宝贝，你们的猫画好了吗？让我们用歌声来检查一



遍。"（拿着自己的画，随音乐一起表演唱）

三、结束部分

一声猫叫——（课件上的猫出现，众鼠蹲下）鼠妈妈：看来，
我们梦想的猫是不存在的，真的猫还是要来的，我们还是悄
悄搬家吧！（《小老鼠上灯台》的音乐声中结束）

（评析：《老鼠画猫》整首歌曲幽默、诙谐，所以在活动的
结束部分我也运用了游戏的形式：一声猫叫后，众鼠随乐一
起跳起来，活动结束。和整首歌曲的风格相呼应。）

老鼠教案反思篇四

有一只小老鼠，在妈妈睡午觉的时候，悄悄地溜出去玩。它
跑几步就东瞧瞧、西瞧瞧，跑几步就东瞧瞧、西瞧瞧。到了
草地上，小老鼠不小心踩到了一个粘糊糊的东西。它不知道
这是泡泡糖，于是赶紧用手去拽，呀！泡泡糖又黏到了手上，
它用另一只手去拽，又黏到了另一只手上，拽来拽去，泡泡
糖像根绳子一样把小老鼠捆了起来。这时，一只猫冲了过来，
小老鼠像个球似的滚回了家去了。

2.引导幼儿探索表现小老鼠的动作

（1）师：小老鼠跑出去玩，它是怎么跑的呀？

引导幼儿一边说，一边在座位上做动作。

（2）提问：小老鼠跑到草地上玩，它踩到了什么？

泡泡糖小朋友都吃过，泡泡糖是很粘的，它要是粘在了身上，
可是不容易弄下来的，小老鼠踩到泡泡糖是怎样做的？我们
一起来学一学。



引导幼儿一边说，一边做动作。

4.幼儿自主探索泡泡糖黏在身上的动作

教师及时指导，引导幼儿夸张的把动作表现出来。

5.请一名幼儿与教师合作表演泡泡糖粘到身体不同部位后拽
泡泡糖。

师：老师手上也粘到了一个泡泡糖，谁想来和老师一起玩一
玩？

6.幼儿分组练习动作。

幼儿之间合作做动作，教师巡回指导，帮助幼儿规范动作并
引导幼儿夸张的表现出来。

7.播放音乐，引导幼儿初步感受音乐

师：现在请小朋友听一段音乐，这段音乐就是告诉我们小老
鼠和泡泡糖的故事，请你们在座位上按故事情节把它表现出
来吧。

8.跟随音乐，师幼共同表演音乐游戏

（1）第一遍：幼儿与教师一同听音乐做动作。教师引导幼儿
跟随音乐的节拍，并把拽泡泡糖然后又弹回来的动作夸张地
表现出来。

（2）第二遍：教师提醒幼儿在游戏中注意，泡泡糖弹回来时
可粘在身体的不同部位。

如：胳膊上、腿上、脚上、脸上。

（3）第三遍：教师一边放音乐，一边讲故事，并加上猫咪冲



出来的情节，增加活动的趣味性。猫咪出现后，教师带领幼
儿连忙跑回家。

老鼠教案反思篇五

看图谱，理解a段音乐

看图谱，欣赏a段音乐。

（2）随a段音乐，合拍做老鼠跑、左右张望的动作。

（3）看图谱，理解b段音乐

看图谱，欣赏b段音乐。

随b段音乐表现小老鼠玩泡泡糖。

玩松紧带，体验泡泡糖的弹性和玩泡泡糖的乐趣。

老鼠教案反思篇六

师：“小朋友你们看，今天谁来了？（师出示老鼠的手偶）
嗯，这只小老鼠在妈妈睡午觉的时候，偷偷溜出去了，会发
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听。（欣赏音乐）

提问：小老鼠偷偷溜出去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幼儿自
由回答）

老鼠教案反思篇七

在这次音乐活动中，小朋友们参与的积极性都很高，小老鼠、
泡泡糖都是他们很熟悉的对象，并通过语言“小老鼠东跑跑
西看看”的表述，让幼儿更好地掌握第一段的节奏特征，再
加上故事的描述和老师夸张的表现，小朋友在听第二段音乐



时非常投入，动作也很夸张，惟妙惟肖地将音乐表现了出来。
活动结束时关于对泡泡糖的处理，培养了保护环境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