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新年教案反思 新年礼物教学反思(优
秀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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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过新年教案反思篇一

故事是幼儿最喜爱的一种文学形式，故事通过典型的人物形
象、曲折的情节，生动、优美的语言，吸引着幼儿，使他们
从中受到感染和教育。

《新年礼物》故事虽然篇幅不长，人物对话简洁明了，但有
趣的故事情节能吸引幼儿的注意。故事中再三描写了熊伯伯
关心他人精神，后又描写了熊伯伯收到小动物的礼物，深入
主题。故事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使幼儿受到很好的教育，
生动浅显的语言，又便于幼儿理解、记忆和模仿。在生活中，
孩子们都有过收到礼物的经验，但是很少小朋友会想到给别
人送一份礼物，所以说故事和幼儿的生活比较贴近，又能激
发幼儿关心、体谅别人的情感，很有教育意义。这与大班幼
儿社会性发展是相一致，适宜大班幼儿。

活动中，我引导幼儿在看看、听听、讲讲中理解故事内容，
这是本教学活动的重难点所在。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我利
用ppt逐图展开故事图片，采用分段理解的形式进行。首先，
请幼儿进行经验回忆：什么时候会送礼物？收到礼物后心情
怎样？小结后顺利过渡到第二环节，这一环节的主要目的是
完成第一个目标：能仔细观察画面，理解合适的礼物带给别
人快乐的含义。

因此我的重点就是引导幼儿观察画面。观察小松鼠收到礼物



后的表情、神态、动作等，由此引出小松鼠对礼物的喜爱。
再进行联想：小松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礼物？因为在讲述
故事中我特意强调了熊伯伯踩着厚厚的积雪，隐性地提示幼
儿当时天气很冷。

当幼儿说到“冬天来了，松鼠正好需要帽子戴，熊伯伯送来
了帽子，所以这个帽子送的很合适”的时候，我立即重点提
出来“合适”一词，让幼儿理解什么是合适的礼物。在后面
的环节里，请幼儿为小白鹅和小鹿分合适的礼物时，幼儿都
能根据故事中的情境为小动物来分合适的礼物。最后是熊伯
伯送完礼物回家路上发生的事情，再围绕"为什么说这辆汽车
是一份合适的新年礼物"来展开讨论。整个活动中，幼儿各抒
己见，想得很全面，回答得也很不错，同时他们也懂得了关
心和体谅别人，活动较好地完成了预设的活动目标。

但活动中也存在很多不足：如为小白鹅和小鹿分礼物时，虽
然幼儿都能理解并为小动物分合适的礼物，但这个环节我完
全可以放手，让幼儿自己讨论，最后我再对幼儿的回答进行
提炼总结。对于大班的孩子来说，他们完全可以自主讨论，
这个环节可以做一改动。在活动结束前，为了帮幼儿升华生
活经验，我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熊伯伯和小动物们的礼物
都这么合适？目的是在于让幼儿理解关心他人，了解他人的
需要，就能送出合适的礼物。

但是由于设置问题时考虑的不够仔细，没能从幼儿的角度出
发，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幼儿都不理解。可以将问题改为：
怎么样才能送出合适的礼物？相信这样的问题幼儿就能回答
的更好。设计教学活动的问题应立足于幼儿已有的生活经验
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适当提升活动的难度与高度，但不能
超出幼儿的认知水平，使幼儿难以回答，甚至冷场。

虽然活动已经结束，但值得反思的.地方还很多，值得改进的
地方也很多，庆幸能得到各种建议和意见。我想在今后的教
学中我会更加注意这些不足之处，努力上好每个活动。



过新年教案反思篇二

通过《新年好》这一主题活动，让孩子感受新年气氛，并了
解认识了我们的传统节日与文化。

整个活动成功之处在于体现了孩子的主体地位，把儿童的兴
趣需要，想法真正体现出来。活动从“认识新年——迎新
年——庆新年——长大一岁”四个方面。通过组织、谈话、
歌曲表演来加深对新年的认识与兴趣、热爱，在此同时也增
进小朋友间、老师间的感情。体验了集体生活快乐，也感受
了幼儿园大家庭的温暖，增长了知识。

过新年教案反思篇三

新课程标准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强调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强调既要关注学生的未来生活，也要关注学生的现实生活。
本课在如何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探讨新教法上做了大
胆尝试。在课堂教学上为学生创设轻松、愉悦的课堂生活环
境，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主动探究、主动合作，让学生生动
活泼、主动地发展。

信息技术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它具有较强的
“可自学性”。在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上放弃了“以教为
主”，坚持“以学为主，以学定教”。在做中学，把课堂真
正地还给了学生，让学生自始至终充分自主地学习，自我探
索、自我展示、自我激励、自我调控，学生“指导”学生，
协作互助；而执教者始终保持着一个引航者、指导者、组织
者的角色，体现了师生关系的和谐。

“以学为主”的教学方式不是一句空话，本节课以层次丰富的
“任务”为基础，以任务推动学习，以任务贯穿学习，让学
生处于解决一个问题后再抛出一个新的问题，循序渐进、螺
旋上升的状态。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掌握了如何添加文
字，更重要的是完成了一件作品，成功后的喜悦洋溢在每个



人的脸上。

改变了以往老师评价或学生评价后老师总结的方式，而是放
手让学生互相评价，让学生自己评价，从学生的角度发现问
题，提出改进意见。尽量鼓励学生先发现别人的优点，看到
别人的优点。让学生自评可以让学生通过观察反省自己的长
处和短处，在思考中进步，避免了学生互评后难为情的情绪，
也给了学生学习的动力。

不足：教师在上课初导入的作品多多少少限制了学生的创造
力，如果能想办法再进一步开启学生创造能力，这节课就更
完美了。

过新年教案反思篇四

第一课我让孩子们观察蚕卵，正好材料箱中的蚕种没有放在
冰箱保存，四月中旬正好刚刚孵化出蚁蚕，让孩子们观察并
对比即将孵化的蚕卵颜色和已经孵化的卵壳相比，有什么相
同点和不同点，在课堂上让孩子们观察刚刚从卵中钻出的蚁
蚕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兴趣。

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绿。

到了适宜养蚕的季节

“老师，我们这学期要养蚕吗？”

“老师，我们什么时候能养蚕呀，我太期待啦！”

孩子们已经迫不及待啦！

为了更好地开展科学、劳动教育课程，同时让孩子们能更好
地学习养蚕知识，开拓视野，20xx年4月25日，我们有幸邀请
到了，四川省农业科学研究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李洪浩博



士为我们讲解桑蚕知识，和孩子们一起走进课堂，探索蚕宝
宝的神奇世界。

孩子们了解了桑蚕起源的神话故事，李叔叔将“马皮蚕女”、
“嫘祖传说”的故事娓娓道来，看他们听的可认真了。

“蚕宝宝长大后会变成什么呢？”，孩子们异口同声地答到：
“蚕蛾！”

李叔叔对孩子们说到，蚕蛾具有昆虫的典型特征：头—胸—
腹，有两对翅膀，三对足，头上一对感觉须（触角）。孩子
们对于如何分辨蚕蛾和蝴蝶都有自己的想法。

李叔叔还给孩子们带来了家蚕和美丽的蝴蝶标本，教会孩子
们通过观察它们的特点准确地分辨蛾和蝴蝶。

华蚕初破壳，落纸细于毛。

孩子们了解了蚕宝宝的一生的生长过程。

“不辞辛苦层层缚，只为春来化蝶时”。两天两夜的辛勤吐
丝，才能结出一颗洁白的茧。

同时也知道了桑蚕的养殖不仅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药用价值和
经济价值，古代丝绸之路更是成为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互
鉴、共存的典范。

巧手殖童年，劳动驻心间；蚕房勤洒扫，科学著观察。希望
孩子们都能成为科学养殖小达人，能够做好准备迎接蚕宝宝
的到来。

过新年教案反思篇五

新课标中指出：音乐是听觉艺术，听觉体验是学习音乐的基



础。发展学生的音乐听觉应贯穿于音乐教学的全部活动中。
在学习新歌的时候，欣赏也就是“听”，这对于学生把握歌
曲的.情绪、节奏等基本音乐要素从而进一步学习歌曲演唱，
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听”不能走过场，要让学生听清、听
懂，要让学生反复听。这首歌曲“听”的过程中我是这样设
计的，首先，是视听结合感受歌曲的情绪，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我自制了一段春节庙会的录像再配上歌曲《过新年》
的录音，上课时让学生观看。学生们的感官同时受到鲜活生
动的动态画面和悦耳动听的音响的刺激，沉浸在过年的喜庆
气氛中；第二步，重点听歌曲的旋律，在这个环节上我注重
了活动的多样性，学生有的表演“耍狮子”，有的表演“扭
秧歌”，在这些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过新年》这
首歌曲的旋律，让学生在模仿游戏中反复听歌曲的旋律，这
样既达到了反复欣赏加深对歌曲旋律记忆的目的，又避免了
单调重复。

新课标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重视音乐实践。音乐课的教学
过程就是音乐艺术实践过程。我认为音乐课学习歌曲的过程
就应该是一个充满音乐的歌唱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我有意
识地在提问中这样引导：“你们能记起刚才听过、唱过的旋
律吗？请你唱一唱。”“歌曲听完了，谁来唱一唱，你听到
了什么歌词？”这样的问题传导给学生的信息是：我在上音
乐课，我应该用自己的歌声来回答老师的问题。在这样的引
导下，学生们自觉地用自己的歌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教师
进行知识信息的沟通，学习的过程是由“唱”来完成的而不
是由“说”来完成的。“唱”的过程同样需要重复练习，因
此，在学习过程中我也注意让唱的形式多种多样，设计多种
演唱形式围绕一个中心任务，不断提高要求，进行螺旋式上
升。有跟录音模唱、有师生对唱、有学生之间小组对唱、视
唱、背唱、表演唱等多种形式。学生在新颖的形式下不断地
接近学习目标，提高自身演唱技能和技巧。

音乐学科各个教学领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个相
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整体。我们在教学中可以凭借这种联系



将其融合成有机整体，全面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过新
年”这个题目中包含着太多的民族民俗文化内涵，我在教学
中设计了“模仿民俗活动”“利用打击乐器表现”“课内外
相结合”这三种活动形式。学生在学唱歌曲旋律、学唱歌词、
读谱伴奏等音乐实践活动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与之密切相关的
民俗文化活动。学生对“音乐与相关文化”的体验和感悟不
是来源于空洞的说教和照本宣科式的讲解，而是来自于他们
亲身参与的音乐实践活动。学生所参与的各种活动是音乐实
践活动的形式，学生在活动过程中获得的知识与技能是音乐
实践活动的内涵。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音乐与相关文
化只有在音乐鉴赏、表现和创造活动中才能真正得以理解和
体现。

过新年教案反思篇六

故事是幼儿最喜爱的一种文学形式，故事通过典型的人物形
象、曲折的情节，生动、优美的语言，吸引着幼儿，使他们
从中受到感染和教育。

《新年的礼物》故事虽然篇幅不长，人物对话简洁明了，但
有趣的故事情节能吸引幼儿的注意。故事中再三描写了熊伯
伯关心他人精神，后又描写了熊伯伯收到小动物的礼物，深
入主题。故事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使幼儿受到很好的教育，
生动浅显的语言，又便于幼儿理解、记忆和模仿。在生活中，
孩子们都有过收到礼物的经验，但是很少小朋友会想到给别
人送一份礼物，所以说故事和幼儿的生活比较贴近，又能激
发幼儿关心、体谅别人的情感，很有教育意义。这与大班幼
儿社会性发展是相一致，适宜大班幼儿。

活动中，我引导幼儿在看看、听听、讲讲中理解故事内容，
这是本教学活动的重难点所在。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我利
用ppt逐图展开故事图片，采用分段理解的形式进行。首先，
请幼儿进行经验回忆：什么时候会送礼物？收到礼物后心情
怎样？小结后顺利过渡到第二环节，这一环节的主要目的是



完成第一个目标：能仔细观察画面，理解合适的礼物带给别
人快乐的含义。

因此我的重点就是引导幼儿观察画面。观察小松鼠收到礼物
后的表情、神态、动作等，由此引出小松鼠对礼物的喜爱。
再进行联想：小松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礼物？因为在讲述
故事中我特意强调了熊伯伯踩着厚厚的积雪，隐性地提示幼
儿当时天气很冷。当幼儿说到“冬天来了，松鼠正好需要帽
子戴，熊伯伯送来了帽子，所以这个帽子送的很合适”的时
候，我立即重点提出来“合适”一词，让幼儿理解什么是合
适的礼物。

在后面的环节里，请幼儿为小白鹅和小鹿分合适的礼物时，
幼儿都能根据故事中的情境为小动物来分合适的礼物。最后
是熊伯伯送完礼物回家路上发生的事情，再围绕"为什么说这
辆汽车是一份合适的新年礼物"来展开讨论。整个活动中，幼
儿各抒己见，想得很全面，回答得也很不错，同时他们也懂
得了关心和体谅别人，活动较好地完成了预设的活动目标。

但活动中也存在很多不足：如为小白鹅和小鹿分礼物时，虽
然幼儿都能理解并为小动物分合适的礼物，但这个环节我完
全可以放手，让幼儿自己讨论，最后我再对幼儿的回答进行
提炼总结。对于大班的孩子来说，他们完全可以自主讨论，
这个环节可以做一改动。在活动结束前，为了帮幼儿升华生
活经验，我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熊伯伯和小动物们的礼物
都这么合适？目的是在于让幼儿理解关心他人，了解他人的
需要，就能送出合适的礼物。但是由于设置问题时考虑的不
够仔细，没能从幼儿的角度出发，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幼儿
都不理解。可以将问题改为：怎么样才能送出合适的礼物？
相信这样的问题幼儿就能回答的更好。

设计教学活动的问题应立足于幼儿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经验，
并在此基础上适当提升活动的难度与高度，但不能超出幼儿
的认知水平，使幼儿难以回答，甚至冷场。



虽然活动已经结束，但值得反思的地方还很多，值得改进的
地方也很多，庆幸能得到各种建议和意见。我想在今后的教
学中我会更加注意这些不足之处，努力上好每个活动。

过新年教案反思篇七

“新年”，是一个神奇的字眼，“新年”是一切新的开始，
新的祝愿从这里诞生，新的梦想从这里放飞。“过年” 是中
华民族盛大的节日，应该这样说，中国人过年，过的是团圆、
过的是欢庆、过的是祝福，过的是吉祥，这些都集中体现了
我们民族的庆典文化。在过年的日子里，龙腾狮舞、彩灯闪
耀、花团锦簇、锣鼓喧天，这些过年特有的丰富多彩的民俗
文化活动，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快乐和遗想。其实过年对于
孩子来说是一种快乐和满足。他们从家人亲友的团聚中感受
亲情的温馨，他们在眼花缭乱的庙会中体验民族文化的悠远，
他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放松自己的心灵感受生活的美好。
正是基于我对“新年” 的这种理解，在设计《过新年》这节
课的时候，我力求做到：让学生在游戏中欣赏歌曲，在歌唱
中学习歌曲，在活动中感受文化。

新课标中指出：音乐是听觉艺术，听觉体验是学习音乐的基
础。发展学生的音乐听觉应贯穿于音乐教学的全部活动中。
在学习新歌的时候，欣赏也就是“听”，这对于学生把握歌
曲的情绪、节奏等基本音乐要素从而进一步学习歌曲演唱，
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听” 不能走过场，要让学生听清、听
懂，要让学生反复听。这首歌曲“听” 的过程中我是这样设
计的，首先，是视听结合感受歌曲的情绪，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我自制了一段春节庙会的录像再配上歌曲《过新年｝）
的录音，上课时让学生观看。学生们的感官同时受到鲜活生
动的动态画面和悦耳动听的音响的刺激，沉浸在过年的喜庆
气氛中；第二步，重点听歌曲的旋律，在这个环节上我注重
了活动的多样性，学生有的表演“耍狮子”，有的表演“扭
秧歌”，在这些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过新年》这
首歌曲的旋律，让学生在模仿游戏中反复听歌曲的旋律，这



样既达到了反复欣赏加深对歌曲旋律记忆的目的，又避免了
单调重复。

新课标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重视音乐实践。音乐课的教学
过程就是音乐艺术实践过程。我认为音乐课学习歌曲的过程
就应该是一个充满音乐的歌唱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我有意
识地在提问中这样引导：“你们能记起刚才听过、唱过的旋
律吗？请你唱一唱。”“歌曲听完了，谁来唱一唱，你听到
了什么歌词？” 这样的问题传导给学生的信息是：我在上音
乐课，我应该用自己的歌声来回答老师的问题。在这样的引
导下，学生们自觉地用自己的歌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教师
进行知识信息的沟通，学习的过程是由“唱”来完成的而不
是由“说”来完成的。“唱” 的过程同样需要重复练习，因
此，在学习过程中我也注意让唱的形式多种多样，设计多种
演唱形式围绕一个中心任务，不断提高要求，进行螺旋式上
升。有跟录音模唱、有师生对唱、有学生之间小组对唱、视
唱、背唱、表演唱等多种形式。学生在新颖的形式下不断地
接近学习目标，提高自身演唱技能和技巧。

音乐学科各个教学领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个相
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整体。我们在教学中可以凭借这种联系
将其融合成有机整体，全面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过新
年”这个题目中包含着太多的民族民俗文化内涵，我在教学
中设计了“模仿民俗活动”“利用打击乐器表现”“课内外
相结合” 这三种活动形式。学生在学唱歌曲旋律、学唱歌词、
读谱伴奏等音乐实践活动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与之密切相关的
民俗文化活动。学生对“音乐与相关文化” 的体验和感悟不
是来源于空洞的说教和照本宣科式的讲解，而是来自于他们
亲身参与的音乐实践活动。学生所参与的各种活动是音乐实
践活动的形式（过程与方法），学生在活动过程中获得的知
识与技能是音乐实践活动的内涵。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音乐与相关文化只有在音乐鉴赏、表现和创造活动中才能真
正得以理解和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