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重阳节活动方案反思 小班教案
教学反思(模板6篇)

方案可以帮助我们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明确目标的具体内
容和实现路径。方案的制定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包括资源的
利用、时间的安排以及风险的评估等，以确保问题能够得到
有效解决。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仅供参考，
欢迎大家阅读。

小班重阳节活动方案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尝试用轻重两种力气敲击小鼓，感受声音的大小。

2、体验音乐活动的快乐。

活动准备：

每人一面小鼓、鼓声音乐

活动过程：

一、导入：

（幼儿和老师一起跟随《走路》歌曲入场。）

师：咦！这有一块花布，小朋友想不想看看，花布下面藏着
什么东西呢？

这是小鼓，放在小鼓两边的小槌子叫做鼓槌。

鼓槌可以干什么呢？



老师的小鼓敲起来咚咚咚、咚咚咚。

你们想不想自己试一试？请每个小朋友拿一面小鼓，自己动
手敲一敲。

“小鼓小鼓睡着了”，请小朋友轻轻地把鼓槌放在小鼓两边。

二、引导幼儿用力敲鼓声音就大，轻轻敲声音就小。

1、师：小朋友敲累了，我们休息一下，小耳朵听一听这是什
么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

这段鼓声听起来，感觉怎么样？

怎样才能敲出大大的鼓声呢？

请xx上来试一试？

怎样才能敲得更大声一些？

刚才他们是怎样敲的？

师总：使劲敲小鼓声音就会大大的。就像大象走路一样咚咚
咚。我们一起来说：“大象走路咚咚咚。”

2、师：我们再来听下面一段鼓声，和刚才的鼓声比有什么不
同？

这段鼓声听起来感觉怎么样？

怎样才能敲出小小的鼓声？

老师再请xx上来试一试？



刚才他们是怎样敲得？

师总：轻轻的敲小鼓声音就会小小的。就像小猫走路一样咚
咚咚。我们一起来说：“小猫走路咚咚咚”。

三、游戏巩固：

师：大象走路咚咚咚，小猫走路咚咚咚。老师把他们变成了
一首好听的歌曲，请小朋友先欣赏一遍。

小朋友想不想自己拿着小鼓表演一下？

我们再给后面的'阿姨表演一遍？

四、结束：

师：我们一起排队给托一班的小朋友表演一下吧！

课后反思：

针对我们托二班孩子性格活泼好动、动手能力以及模仿能力
普遍较强。而小鼓又是孩子们平时喜欢的玩具，所以我制定
了以下活动目标：

1、尝试用轻重两种力气敲击小鼓，感受声音的大小。

2、体验音乐活动的快乐。

活动后我认真进行反思：

一、目标制定合理。

根据本班幼儿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合理的目标。活动目标基
本完成，幼儿学习兴趣浓厚，目标掌握较好。



二、模仿操导入为活动做好铺垫。

活动开始部分，我把孩子熟悉的歌曲《走路》进行创
编：“大象走路咚咚咚，小猫走路咚咚咚。”伴随音乐和孩
子边做模仿操边入场，让孩子对轻重两种力气所产生的不同
声音有了初步认识，为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形象的实物教学激发了孩子学习的兴趣。

在认识“小鼓”之一环节，我通过出示实物，让孩子自己尝
试敲击小鼓，孩子的积极性很高，大大的激发了学习兴趣。

小班重阳节活动方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学习《三字经》中“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
紊。”两句，感受其语言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2、初步理解三字经内容，让幼儿从小就懂得讲诚信，做个诚
实的好孩子。

3、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4、引导幼儿在三字经中学习，感悟生活。

5、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活动准备：

故事《狼来了》的图片。《三字经》文字。

活动过程：

一、教师复习学过的《三字经》内容。



1、师：“小朋友，上次我们学了一个《黄香暖席》的故事，
故事里讲了一件什么事?(幼儿说出：黄香小朋友孝敬父母。)
三字经里是怎样说的?(幼儿一边拍小手一边诵读出“香九岭，
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两句。)

2、师：我们还学了一个《孔融让梨》的故事，故事里讲了一
件什么事?(幼儿说出：孔融小朋友尊敬哥哥、爱护弟弟。)三
字经里是怎样说的?(幼儿一边拍小手一边诵读出“融四岁，
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两句。)

3、师：今天，老师再给小朋友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听
听故事里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出示图片老师讲故事。)

二、学习新的内容“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1、提问：故事里有谁?他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狼真的来了人
们都不来救他呢?

2、教师小结：我们小朋友从小就要讲真话，不能骗人，要做
个诚实的好孩子。

3、师：在《三字经》里是这样说的“曰仁义，礼智信。此五
常，不容紊。”(出示《三字经》文字)

三、幼儿学习诵读。

1、教师请幼儿和教师一起读。

2、教师请个别幼儿上面来朗读，教师鼓励幼儿。

3、教师弹琴请幼儿跟着教师一起唱。并鼓励幼儿用手拍节奏。

4、幼儿完整地诵读三字经“人之初……此五常，不容紊。”

活动反思：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根据教材语言特点，主要的教学支点就
是“读”，采用自读、练读、指读、合作读、表演读、竞赛
等多种方法，让幼儿在读的过程中熟悉文本，并感悟文本。
这一系列的过程，层层深入，步步提高要求，从诵读中，教
材的押韵美感、抑扬顿挫的'节奏才能体现出来，或者说正是
教材语言特有的声律美感内在地决定了吟咏诵读是其主要学
习方式。因听声而记真切，因吟诵而见其美，美感的教育不
是外在的，就在语言的声音美本身!这可以看出每天让孩子反
复吟诵这类读本，美辞佳句尽入腹中，积累日丰，有助于培
养学生凝练、典雅的文言语感和美感，潜移默化幼儿的语言
表达能力、识字量及运用知识的能力得到了促进和发展。

小班重阳节活动方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尝试用两种材料串联组合的方法制作风铃。

2、倾听不同物体相互碰撞的声音。

3、能展开丰富的想象，大胆自信地向同伴介绍自己的作品。

4、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

活动准备：

（1）制作风铃的材料：吸管段、小铃铛、瓶盖、木珠、废旧
光盘、纽扣、钥匙等。

（2）粗细不等的绳子，绳子的一端系两面画有风铃材料的各
种形状的卡纸。

（3）制作一串风铃（两种材料制成）。



（4）幼儿经常玩穿珠子的'游戏，锻炼手眼协调能力。

活动过程：

1、听一听，猜一猜：

（2）把风铃变出来，这串风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呢？（幼儿
回答），咦，底下还有一个小牌子呢，（让幼儿说出两面画
的材料，并让幼儿明白风铃材料与牌子上画的材料一致，提
醒幼儿做时应看好牌子的风铃材料。）

（3）小朋友看老师准备了好多材料，让我们一起来制作风铃，
好吗？（分发材料和绳子。）

2、制作风铃

（1）幼儿自己制作风铃。

（2）教师个别指导。

3、欣赏风铃教师提示：小朋友自己穿了这么多漂亮的风铃，
那你们能不能给其他小朋友说一说，你的风铃是用什么做的
吗？（幼儿相互欣赏，相互说一说。）

教师提示：那你们再摇一摇，听一听声音有什么不同？（幼
儿相互摇一摇，相互说一说。）

教师总结：两种不同物体相互碰撞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

活动结束小朋友自己制作了这么多漂亮的风铃，我们一起把
它们挂到外面的窗户上吧，那样我们每天走到那里就能听到
好听的风铃声音了。（教师和幼儿一起把风铃挂到窗子上。）

教育反思：



附加乐器演奏的音乐教学对于小班幼儿来说，是有一定难度
的，在活动中我尊重幼儿的兴趣和想法，同事用夸张的语言、
体态以及教具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在doremi处创编动作时
大部分幼儿没有只是跟着老师一起变换动作，模仿能力很强，
但没有真正的自己去创编。孩子们对于这节课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非常高，课堂气氛也非常活跃。

小班重阳节活动方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学说儿歌，理解儿歌表达的内容，感受儿歌优美的意境。

2、尝试仿编儿歌第一句，体验学习儿歌的乐趣。?

活动准备：

《水珠宝宝》ppt课件。

活动过程：

幼儿小班语言课教案《水珠宝宝》含ppt课件

三、引导幼儿尝试仿编儿歌第一句，出自:大;考.吧"增强学
习儿歌的趣味性。

1、请幼儿想一想、说一说，还有哪些东西可以做水珠宝宝的
摇篮?

2、引导幼儿改编第一句儿歌，如小小花瓣，小小荷叶，小小
手儿……

附儿歌《水珠宝宝》



小小船帆

像个摇篮

水珠宝宝

睡在上面

风儿轻轻

亲亲脸蛋

鸟儿歌唱

做梦香甜

活动反思：

水都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由于我们经常接触到水，所以孩
子们并不在意，通过这个活动孩子们对水有了更深一层的理
解，尤其是我们组织的“节约用水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
把洗手剩余的水冲厕所、浇花、冲拖把等等，可以循环再利
用。喝水的时候看到水龙头没有关紧，孩子们会主动提醒身
边的小朋友关紧水龙头。以前总是有些调皮的`孩子利用各种
机会到厕所里玩水，可是现在他们却都成了节约用水的小卫
士。我感到通过这次活动孩子们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节约每
一滴水，回到家也发动家人一起节约用水，他们已经深刻感
受到污染水资源的利害关系，所以从小培养孩子节约用水的
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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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重阳节活动方案反思篇五

1、初步学唱歌曲，感受歌曲中小手变化的有趣。

2、能用手表现各种不同的物体和动作，尝试边唱边表演。

【活动准备】

音乐磁带、伴奏

【活动过程】

1、“小鸡小鸡在哪里”师生对唱练声。

老师用手做小鸡(小猫、青蛙)状，引导幼儿唱歌练声。

2、教师表演，引发兴趣。

师：我们的小手真能干，能变出不同的小动物来，看我的两
只小手又做成了什么?(教师表演“雨点状”)幼儿回答。

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老师范唱)

3、学唱歌曲，感受小手变化的有趣。

师边做动作边问：这是什么?雨点从什么地方落下来的?(引导
幼儿用语言和动作表演)雨点落下来会发出什么声音呢?(老师
边唱边提问，引导幼儿来回答)



师：你的小手会做雨点吗?我们一起来试试。(师完整演唱歌
曲的第一段，带领幼儿共同表演。)

4、尝试用声音的响和轻来表现雨点的大小。

师：雨点越下越大了。我们唱的时候声音要怎样?越下越小呢，
怎么来唱?

5、大胆想象，创编歌词。

师：除了歌曲里两只小手能变成雨点，还能变成什么呢?

师：变出来的东西它是什么样子的?

师：它会发出什么声音呢?(引导幼儿进行创编并边表演边唱)

6、完整欣赏小手歌。

师：有一首歌曲就叫做“小手歌”歌里除了变成雨点还变成
了许多其他的东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放音乐)

师：你听到两只小手变成了什么?(幼儿根据歌词回答)我们可
以在区域游戏中在来表演。

【教学反思】

这首歌曲是建构式课程“多才多艺的手”中的一个活动，歌
曲有五段，在建议栏中说到：适合大班幼儿演唱，小班可以
作为欣赏。因此在设计活动的时候我把歌唱的重点放在歌曲
的第一段上，这样比较的短小也降低了难度。

在活动中先从“小鸡小鸡在哪里?”切入，一方面让幼儿来进
行问答练声，另一方面也让幼儿逐步感知用小手改变不同的
动作可以变出不同的小动物，为接下来的活动打下基础。



在学唱的环节中，我运用了先欣赏在记忆歌词的方法。我觉
得完整欣赏有助于让幼儿更好的感知旋律从中感受到歌曲的
美。再听过后利用唱着提问的方法，让幼儿对歌词和歌曲的
旋律进行逐步分段的记忆和尝试，这样循序渐进的进行让幼
儿在不知不觉中就把歌曲学会了。

为了让幼儿能多多的唱几遍，我用了雨越下越大和越下越小
的情境，让幼儿尝试控制自己的声音进行演唱。这里我觉得
有些困惑?运用这样的策略能让幼儿提升歌唱的兴趣，但刚学
不久就来尝试控制声音进行演唱，对小班幼儿来说有一定的
难度，有时会只顾大声和小声而忽略了歌唱时的音质了出现
大喊的情况。

在创编环节中先让幼儿自己用小手变一变，这时我用了边唱
边问的方法，幼儿能在回答后自然而然的吧歌词填出来了。

最后，我让幼儿完整的欣赏歌曲，一方面进一步的完整感知，
另一方面为接下来的区域游戏打下基础，可以把这首可以延
伸下去。

小班重阳节活动方案反思篇六

通过观察和实验，知道糖和盐的名称、特点及用途。

能比较出糖和盐的简单相同点和不同点。

活动准备：糖、盐、杯子

活动过程：

通过尝的方法让幼儿了解里面装的是什么水

1、出示两杯水问：你们知道这两个杯子里放的是什么？



2、请幼儿来尝一尝，并说一说杯子里的是什么水？

通过操作培养幼儿善于动手动脑解决问题的能力

1、请幼儿根据生活经验，说说糖和盐是什么样子的。

2、请幼儿打开纸包，看看纸包里是什么？想想用什么办法知
道？那一包是糖，那一包是盐，糖是什么样子的，盐是什么
样子的？你们想方法自己去试一试用自己的方法来知道。

请幼儿将糖和盐倒在水里，用筷子轻轻搅拌，待糖和盐溶化
后。问：糖和盐到那里去了？

培养幼儿的表达能力

你们知道糖和盐有什么用吗？（家家户户烧菜离不开它们。
工厂很多地方也要用到盐。）

培养幼儿对事物的观察能力

糖和盐什么地方是一样的？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小结：糖
和盐都是白颜色的，一颗一颗亮晶晶的它们都能溶化到水里，
它们都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糖和盐的味道是不同
的因此它们的用途也是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