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快乐的小蜗牛教案反思中班
(优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既然教案
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幼儿园快乐的小蜗牛教案反思中班篇一

1、引导幼儿运用连贯、完整的语言讲述图片情节，并运用合
理的想象来发现角色的心理变化。

2、锻炼幼儿能在集体面前自然、方、连贯的讲述。

3、引导幼儿对图片进行创造性排列并讲述，培养幼儿的逻辑
思维和求异思维。

挂图、每组一套故事图片、音乐磁带。

引导幼儿对图片进行创造性排列并讲述，培养幼儿的`逻辑思
维和求异思维。

引导幼儿对图片进行创造性排列并讲述，培养幼儿的逻辑思
维和求异思维。

1、律动《春天在哪里》稳定幼儿情绪，引起幼儿兴趣。

2、观察图片，进行讲述。

教师出示挂图，引导幼儿进行观察：你看到了什么？（有小
蜗牛、小乌龟、小蜗牛掉进水里了、小乌龟背着小蜗牛）鼓
励幼儿胆的讲述。



3、发散思维。

通过观察图片，提问：

（1）、小蜗牛为什么睡了？（累了，不舒服）蜗牛是怎么想
的？会怎么做？（我爬到小乌龟背上多省劲呀，看风景，很
舒服）

（2）、小乌龟睡醒没有看到小蜗牛，它会怎么想？又会怎么
做？这时小蜗牛又在做什么？

（3）、如果小蜗牛没有爬到小乌龟背上，而是它们比赛又会
怎样呢？（小蜗牛被远远的甩在了后面，小蜗牛自己不怕累，
爬到了前面）

（4）、通过观察图片你还想到了什么？（它们俩去洗澡，是
好朋友）

4、幼儿自由排列图片，进行创造性讲述。

教师引导幼儿对图片进行创造性排序、讨论，并进行讲述，
教师进行指导，分三个步骤进行：

（1）、幼儿观察图片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讨论，最后排序。

（2）、家根据排列顺序进行讲述并为故事取名字。

（3）、各组选派一名代表到前面喂全体幼儿进行讲述。

5、教师小结：

通过这件事情，小蜗牛觉得很惭愧，它决心向勤劳的小乌龟、
小蜜蜂学习，做一个人人喜爱的好孩子，教师引导幼儿随音
乐到户外找小蜗牛一块儿做游戏。



搜集有关小蜗牛的资料，在区域中展示，家分享。雨后带幼
儿寻找小蜗牛，观察蜗牛的外形特征，搜索蜗牛的生活习性。

幼儿园快乐的小蜗牛教案反思中班篇二

1、理解歌曲内容，初步学唱歌曲。

2、感受3/4节拍的特点，用流畅、欢快的声音唱出小蜗牛逍
遥、自在的心情。

3、进一步了解蜗牛背壳的神奇作用。

4、鼓励幼儿大胆说话和积极应答。

5、激发幼儿在集体面前大胆表达、交流的兴趣。

【活动准备】

1、歌曲cd

2、蜗牛图片

【活动过程】

师：快乐的小蜗牛，背着房子去旅游，你想做这只快乐的小
蜗牛吗?

师：我们一起来学一首歌唱小蜗牛的歌，名字就叫《快乐的
小蜗牛》，仔细听听歌里是怎样唱小蜗牛的。

1、教师清唱歌曲。

师：歌里唱的是怎样的一只小蜗牛?小蜗牛想去干什么?

2、欣赏歌曲第二遍。



师：小蜗牛的房子有什么好处?

3、欣赏歌曲第三遍。

小蜗牛有很神奇的背壳，就像一座房子，风雨都不怕，它可
以到处旅行，多么逍遥自在。

1、幼儿按歌曲节拍拍手，感受歌曲。2、幼儿跟唱，重点唱
出轻松的情绪。

活动反思：

我认为我设计的这次活动，比较适合我班幼儿的特点，但由
于自己经验不足，各方面考虑欠妥，活动中存在诸多的问题，
也没能和幼儿进行良好的沟通，所以活动中存在着许多的失
误，例如孩子们对歌曲的熟悉度不够，身体没有很好的动起
来，有的小朋友在动起来就没有唱歌的声音了，我认为还是
我自己引导的不够，有的小朋友上课的时候有走神的情况没
有很好及时的个别教育，对《指南》的实际拓展不够，没有
尊重到孩子的个体差异，幸好，本次教学活动的内容的选取
幼儿很感兴趣，尤其在后面让他们一起变成小蜗牛动起来，
他们跳的非常开心，感觉自己的努力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回报，但是，总结本次经验教训，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一定
要认真做好每一个教学活动的准备，预设到每一个可能发生
的问题做好相应的准备，只要用心，很多问题都可以考虑到
并及时采取措施，我相信在我的努力下我会做的更好。

幼儿园快乐的小蜗牛教案反思中班篇三

1.感受活泼欢快的曲调，了解并拍出3/4拍的强弱弱的节奏特
点。

2.能用跳跃和连贯的声音演唱歌曲，创造性地出歌曲所表现
的情景。



3.培养幼儿的尝试精神。

4.培养幼儿与他人分享合作的社会品质及关心他人的情感。

活动准备

1.活动前，在自然角饲养小蜗牛，幼儿观察蜗牛的特征和习
性，增进对小蜗牛的理解与喜爱。

2.《我是快乐的小蜗牛》音乐盒带。

活动过程

1.谜语导入。

师：老师带来一首谜语，你们听一听它是哪种小动物?

谜语：走路从来不回头，背着房子去旅游。伸出两只小犄角，
一别看来一边走。(为了更形象，教师一边模仿动作，一边说
谜语。)

2.出示实蜗牛图片，幼儿观察小蜗牛的外形特征，激发幼儿
对小蜗牛的兴趣。

(1)小蜗牛长什么样子?

(2)小蜗牛平时都在干什么?

(3)小蜗牛爬起来是怎样的?它的表情怎样?哪个小朋友来形容
一下?(幼儿用肢体或语言表达)

3.欣赏歌曲，熟悉旋律，3/4拍的节奏特点。

播放歌曲《我是快乐的小蜗牛》音乐，幼儿完整欣赏歌曲，
教师跟幼儿边听歌曲边拍节奏，感受歌曲活泼欢快的曲调。



(1)刚才听了这首歌曲有感觉?

(2)教师幼儿用语言或肢体动作出三拍子的节奏特点。

4.欣赏歌曲，学唱歌曲。

(1)欣赏遍歌曲，幼儿随音乐节奏学说歌词。提问：你们听到
歌曲中唱了?说说感觉哪句歌词最有趣?喜欢哪句歌词?并尝试
唱一下或用动作来。

(2)教师将幼儿喜欢的歌词分组，教师弹唱，幼儿随音乐尝试
大声跟唱。(教师表扬，纠正唱错的地方。)

5.采用不同方式表现歌曲。

(1)引导幼儿用个别表演、分组轮唱、男女对唱的形式练习演
唱歌曲。

(2)鼓励幼儿加上动作创造性的演唱。

6.教师小结。

师：多可爱的小蜗牛呀，跳得真好，美丽的春天来到了，一
起去旅游吧。

在《我是快乐的小蜗牛》的音乐伴奏下，带孩子走出活动室。

7.活动延伸。

将《我是快乐的小蜗牛》音乐投放在表演区，供幼儿自主演
唱和表演。

活动反思：

我认为我设计的这次活动，比较适合我班幼儿的特点，但由



于自己经验不足，各方面考虑欠妥，活动中存在诸多的问题，
也没能和幼儿进行良好的沟通，所以活动中存在着许多的失
误，例如孩子们对歌曲的熟悉度不够，身体没有很好的动起
来，有的小朋友在动起来就没有唱歌的声音了，我认为还是
我自己引导的不够，有的小朋友上课的时候有走神的情况没
有很好及时的个别教育，对《指南》的实际拓展不够，没有
尊重到孩子的个体差异，幸好，本次教学活动的内容的选取
幼儿很感兴趣，尤其在后面让他们一起变成小蜗牛动起来，
他们跳的非常开心，感觉自己的努力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回报，但是，总结本次经验教训，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一定
要认真做好每一个教学活动的准备，预设到每一个可能发生
的问题做好相应的准备，只要用心，很多问题都可以考虑到
并及时采取措施，我相信在我的努力下我会做的更好。

幼儿园快乐的小蜗牛教案反思中班篇四

活动目标:

1、了解并拍出3/4拍的强弱弱的节奏特点。

2、感受歌曲欢快的节奏和旋律，学唱歌曲。

3、了解蜗牛的特征，体验蜗牛快乐的情感。

活动准备:

鼓、蜗牛ppt、美丽的风景背景、蜗牛房子等图片

活动过程:

1、小朋友，听，这是什么声音？（敲打鼓声，咚哒哒，强弱
弱，敲四下）

2、那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敲鼓并说咚哒哒咚哒哒）



3、现在老师要敲出两种不同的鼓声，你们听一听，有什么不
一样？第一种：咚咚咚，敲四下，第二种：咚哒哒，敲四下。

4、告诉我，哪里不一样？（幼儿自由回答）

5、第一种鼓声他的声音大小都是一样的，咚咚咚（敲鼓，并
说），第二种鼓声他的声音有的强有的弱，敲鼓并说咚哒哒，
强弱弱强弱。那我们把这种第一拍是强拍，后面两拍是弱拍
的节奏叫做强弱弱的三拍子。那我们一起来学一学，伸出小
手，用小手拍咚哒哒咚哒哒。

6、那我们还可以用身体的哪些部位来拍出强弱弱的声音呢？
你来说。我们学一学。

7、那今天我们就要用这种强弱弱的声音来学习一首歌曲。

1、学习歌曲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好朋友，瞧！他是
谁？(出示ppt)（小蜗牛）

2、那小蜗牛长得怎么样呀？

3、哦，小蜗牛的背上有一个圆圆的壳，那这个壳有什么用？
（这个壳像房子一样，可以躲在里面，很安全）我是快乐的
小蜗牛，呦呦，背着房子去旅游，呦呦。(出示图片贴在卡纸
上)

4、它的头上有什么？（触角）

5、那我们给他一个好听的词，叫小犄角。

6、好，现在伸出你的两根小手指，当小蜗牛的小犄角。伸出
两只小犄角，呦呦，一边看来一边走。呦呦(出示图片)

7、小蜗牛开心的时候会唱歌，它唱：咿呀而哟，呀咿而哟。



我们来学一学。

8、小蜗牛唱的这么开心，那他会回头吗？（不会）

9、小蜗牛说：我从来不回头不回头。

10、老师现在把我们刚才所说话的编成了一首儿歌。你们看，
指着图谱念儿歌，要求幼儿一起念）（我是快乐的小蜗
牛……）

11、现在我们用三拍子的节奏来年这首儿歌，跟着老师一起
念。（边敲鼓边念）

12、老师把这首儿歌编成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快乐的小
蜗牛》，你们听：开始唱，并敲鼓。

13、你喜欢哪句？我们来学一学。（钢琴伴奏，敲鼓）

14、现在老师弹琴，老师大声地唱，你们小声的唱。（弹琴，
敲鼓）

15、现在老师轻轻地唱，你们大声地唱。（弹琴，敲鼓）

1、(出示ppt)现在老师这里有三只蜗牛，一只蜗牛妈妈，两
只蜗牛宝宝。蜗牛妈妈这么大，走路的声音应该怎么样？
（很响）老师很响的敲下鼓。那蜗牛宝宝这么小，走起路来
怎么样？（轻轻地走）所以蜗牛宝宝轻轻地走路没有声音。
所以三只蜗牛走路的声音应该是咚--没有声音（边敲鼓边解
释，第一拍敲鼓，二三两拍不敲，以前一拍动作延伸后两拍）

2、我们一起来学一学三只蜗牛走路的声音，伸出小手，拍手
练习咚-的节奏，第一拍拍手，后两拍延续拍手之后的伸展动
作），要求有一个老师安排敲鼓。



3、练习完之后，要求小朋友用所学拍手的动作一边唱歌一边
拍手，之后也可以拍腿。老师和幼儿一起做拍手唱歌动作，
要求有个老师在一旁敲鼓，一个老师弹琴。

4、现在，我邀请小朋友上来做游戏，请五位小朋友上来按
咚-哒-哒的节奏敲鼓，其他小朋友来唱小蜗牛的歌曲。请五
位小朋友轻轻搬起小椅子面向大家坐好，然后给每个小朋友
一个鼓和一根棒。老师说开始小朋友就开始敲鼓，老师在一
旁用铃鼓稳定节奏，其他小朋友大声唱歌曲。

5、现在我来当蜗牛妈妈，蜗牛妈妈要带宝贝们出去旅游了。
谁愿意上来当蜗牛宝宝？（点5个、10个、全班小朋友上去饶
教室一圈）

6、排好队后，老师在前面做咚哒哒有关三拍子节奏的动作，
幼儿跟在后面学做，也可以是幼儿自己想的三排节奏的动作。
要求一边做动作，一边大声唱歌，坐在位置上的小朋友也一
起大声唱歌。（要求有个老师弹琴，有个老师敲鼓）

幼儿园快乐的小蜗牛教案反思中班篇五

1、感受活泼欢快的曲调，了解并拍出3/4拍的“强弱弱”的
节奏特点。

2、能用跳跃和连贯的声音演唱歌曲，创造性地出歌曲所表现
的情景。

3、培养幼儿的尝试精神。

4、培养幼儿与他人分享合作的社会品质及关心他人的情感。

1、活动前，在自然角饲养小蜗牛，幼儿观察蜗牛的特征和习
性，增进对小蜗牛的理解与喜爱。



2、《我是快乐的小蜗牛》音乐盒带。

1、谜语导入。

师：老师带来一首谜语，你们听一听它是哪种小动物？

谜语：走路从来不回头，背着房子去旅游。伸出两只小犄角，
一别看来一边走。（为了更形象，教师一边模仿动作，一边
说谜语。）

2、出示实蜗牛图片，幼儿观察小蜗牛的外形特征，激发幼儿
对小蜗牛的兴趣。

（1）小蜗牛长什么样子？

（2）小蜗牛平时都在干什么？

（3）小蜗牛爬起来是怎样的？它的表情怎样？哪个小朋友来
形容一下？（幼儿用肢体或语言表达）

3、欣赏歌曲，熟悉旋律，3/4拍的节奏特点。

播放歌曲《我是快乐的小蜗牛》音乐，幼儿完整欣赏歌曲，
教师跟幼儿边听歌曲边拍节奏，感受歌曲活泼欢快的曲调。

（1）刚才听了这首歌曲有感觉？

（2）教师幼儿用语言或肢体动作出三拍子的节奏特点。

4、欣赏歌曲，学唱歌曲。

（1）欣赏遍歌曲，幼儿随音乐节奏学说歌词。提问：你们听
到歌曲中唱了？说说感觉哪句歌词最有趣？喜欢哪句歌词？
并尝试唱一下或用动作来。



（2）教师将幼儿喜欢的歌词分组，教师弹唱，幼儿随音乐尝
试大声跟唱。（教师表扬，纠正唱错的地方。）

5、采用不同方式表现歌曲。

（1）引导幼儿用个别表演、分组轮唱、男女对唱的形式练习
演唱歌曲。

（2）鼓励幼儿加上动作创造性的演唱。

6、教师小结。

师：多可爱的小蜗牛呀，跳得真好，美丽的春天来到了，一
起去旅游吧。

在《我是快乐的小蜗牛》的音乐伴奏下，带孩子走出活动室。

7、活动延伸。

将《我是快乐的小蜗牛》音乐投放在表演区，供幼儿自主演
唱和表演。

我认为我设计的这次活动，比较适合我班幼儿的.特点，但由
于自己经验不足，各方面考虑欠妥，活动中存在诸多的问题，
也没能和幼儿进行良好的沟通，所以活动中存在着许多的失
误，例如孩子们对歌曲的熟悉度不够，身体没有很好的动起
来，有的小朋友在动起来就没有唱歌的声音了，我认为还是
我自己引导的不够，有的小朋友上课的时候有走神的情况没
有很好及时的个别教育，对《指南》的实际拓展不够，没有
尊重到孩子的个体差异，幸好，本次教学活动的内容的选取
幼儿很感兴趣，尤其在后面让他们一起变成小蜗牛动起来，
他们跳的非常开心，感觉自己的努力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回报，但是，总结本次经验教训，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一定
要认真做好每一个教学活动的准备，预设到每一个可能发生



的问题做好相应的准备，只要用心，很多问题都可以考虑到
并及时采取措施，我相信在我的努力下我会做的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