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是一只小茶壶教案反思(实用8
篇)

良好的初三教案可以提高教学效率，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下面是一些成功的初中教案案例，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我是一只小茶壶教案反思篇一

本学期我着重探索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和表现能力。在歌唱活
动中，我首先以感受为主，鼓励幼儿创编动作，让幼儿动起
来，并引导幼儿用动作记忆歌词，让幼儿更好地感受和表现
歌曲。《小茶壶》这个音乐活动具有较强的典型性。这首外
国儿童歌曲歌词浅显，曲调简单且有重复，演唱的技能要求
也不高，内容也贴近孩子的生活，具有外国歌曲所特有的生
活化、简单化、情趣化及可演可玩性。

1、学唱歌曲，尝试创编动作和歌词。

2、初步感受和表现歌曲风趣、活泼的情绪。

3、享受歌唱活动的快乐。

4、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5、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小茶壶、水杯娃娃各一只，大茶壶一只。

一、理解歌词

1、出示茶壶和水杯娃娃，让幼儿通过比较，观察茶壶的形象
特征，为理解歌词“我是小小茶壶，矮又胖，这是我把手，
这是我嘴”打下基础。(1)师：今天，老师给你们请来了两位



客人，(出示茶壶和水杯娃娃，以茶壶和水杯娃娃的口吻自我
介绍，并引导幼儿与它们相互问好)。幼：小朋友对有鼻子、
有眼的茶壶和水杯娃娃很感兴趣，马上相互打起了招呼。

(2)师：请你们说说我俩谁长得又矮又胖?(引导幼儿用身体动
作表示小茶壶矮又胖)。

幼：幼儿一下子就看出是小茶壶长得又矮又胖，有的孩子用
下蹲表示，有的用双手放在肚子前表示。我点评了幼儿的动
作，并引导孩子们相互学习。

(3)引导幼儿指一指，说一说茶壶的嘴，把手分别在哪里，并
用身体动作表示。

幼：许多孩子用手叉腰表示把手，另一只手上举表示嘴，动
作的幅度都不一样。

(4)师做茶壶妈妈给小茶壶的肚子里灌开水，引导幼儿听旋律
学说最后两句歌词。

幼：幼儿对这一游戏化的过程很感兴趣，象声词的加入使歌
曲变得更加形象。王杰小朋友说：“现在，我的肚子里都是
开水。”在音乐的伴奏下，孩子们很容易地掌握了最后两句
歌词。

评析：将难点一步一步进行分解后，能让幼儿更轻松地创编
动作、记忆歌词。

2、幼儿扮演茶壶，按节奏学说歌词。

师：你也象小茶壶，我也象小茶壶，小茶壶们我们来自我介
召一下。

3、引导幼儿在音乐的伴奏下边说歌词边表演。



幼：在音乐伴奏下，幼儿能完整地说歌词，部分幼儿表演的
动作不够到位，需老师不断地提醒。

4、鼓励幼儿听旋律再次表演。

师：小茶壶说你们太可爱了，想跟你们一起来玩。

幼：这一次，孩子们跟上了旋律，有表情地进行了表演。

评析：这里出现音乐是为了让幼儿在熟悉歌词的同时感受歌
曲旋律，为下一环节的歌唱打下基础。

二、熟悉旋律

1、师手捧水杯随着音乐走到幼儿面前(每两小节换一个幼儿)，
幼儿扮演小茶壶，按顺序逐一随节奏给师倒水。

师：做了这么久小茶壶，老师觉得有点口渴了，我来做水杯
娃娃，谁来做茶壶娃娃倒水给我喝。等会儿老师走到谁面前，
谁就倒杯水给我喝。幼：孩子们做出了滑稽可爱的小茶壶，
很多孩子还将身体倾倒了给“水杯娃娃”倒水。

评析：幼儿在有趣的活动中感受了歌曲旋律，熟悉了曲调，
但幼儿做茶壶娃娃时身体左右摇摆的幅度不大，师须在此加
强引导。

2、请一名幼儿做水杯娃娃，其余孩子做茶壶娃娃。

三、学唱歌曲

1、放慢速度，让幼儿试着在音乐伴奏下学唱歌曲。

评析：幼儿对歌曲旋律和歌词都很熟悉，师虽然没范唱，大
多数孩子能唱出歌曲



2、引导幼儿重点唱准最后两句。

幼：老师提醒幼儿“小茶壶灌满开水是怎么喊的?”后，孩子
们都能唱准最后两句的.歌词和曲调。

3、请幼儿用清晰、自然的歌声表现可爱、有趣的小茶壶。

四、创编歌词

1、小茶壶还能干什么?(提起我，倒酱油)请创编出的幼儿到
前面边唱边做小壶。

幼：小朋友创编的热情非常高，创编出了倒豆浆、倒可乐、
倒牛奶。并能在前面边唱边表演。

评析：由于这与幼儿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在前面一系列感
知、理解的基础上，幼儿创编出了许多。

2、请幼儿两两结伴，交流自编的歌词和动作。

幼：孩子们对活动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积极地与同伴边唱
边必须动作。

3、交换朋友表演。

评析：在这一音乐活动中，我根据小茶壶的特点，设计了游
戏化的活动过程，改变了常规的学唱顺序，因而减轻了幼儿
的记忆负担，使幼儿能更好地投入到创造性之中，主动地学
习，充分感受了歌唱活动的乐趣。我作为活动的主导应在活
动中去掉“急躁”，针对有创意的动作进行点评。幼儿每次
表演后进行有针对性的评价，突出活动过程的风趣活泼，以
便目标更好地得以落实。

歌曲小茶壶，我运用了课件，让歌曲的歌词更生动形象。通
过让孩子在游戏表演，使孩子轻松的学会了歌曲。但是，在



倒水游戏环节，我设计了倒水的节奏，是十六分音符，对于
中班幼儿来说太难了，他们最后都没有运用节奏去倒水。这
一环节的设计显得有些多余。在最后的创编部分，孩子的想
象力丰富，变成了茶壶、爱心茶壶，但是对于新授歌曲的第
一教时，创编的环节对于整个教学活动有些顾此失彼了。

我是一只小茶壶教案反思篇二

1、感受歌曲风趣，活泼的情趣

2、熟悉旋律，初步学唱歌曲

3、理解歌曲内容，初步学习边唱边做相应的动作

一、出示小茶壶，了解茶壶的外形特征

教师出示小茶壶及茶壶图片，请幼儿认真观察，请幼儿举手
回答自己所观察到的，教师小结并介绍茶壶。

师：孩子们，上午好。老师听说孩子们都表现很棒喔！所以
老师今天给孩子们带来了一个小礼物。孩子们，瞧，老师今
天给你们带来的小礼物是什么呢？（教师出示小茶壶，请幼
儿说说）

师：孩子们，你们刚才回答的都很棒！表扬你们！孩子们老
师告诉你们，其实老师今天给孩子们带来的这个小礼物，它
的名字很好听，它叫小茶壶，孩子们你们可要记住了！（请
幼儿同老师念一遍它的名字：小茶壶。给予幼儿表扬）

师：老师还给小茶壶拍了一张大照片，孩子们我们一起来看
看小茶壶的照片吧。（教师出示小茶壶的图片，请幼儿观察
图片说说自己说观察到的。教师给予幼儿鼓励及肯定）

师：孩子们，你们的眼睛可真厉害。刚才观察的都很仔细。



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其实小茶壶的每个部分都有一个好听的名
字，孩子们可要记住了：壶盖，壶身，壶柄，壶嘴。（请幼
儿同教师一同念名称）

二、理解并学唱歌曲

1、理解并学唱第一句歌词“我是茶壶矮又胖”

师：孩子们，刚才我们都认识了小茶壶，知道了这是小茶壶
的xx（教师用手指到小茶壶不同部分幼儿说出其名称，教师在
一旁提醒，给予幼儿肯定及表扬）老师现在要考考孩子们了，
“孩子们，你们看看小茶壶的壶身长什么样？谁能举手告诉
老师（教师展示小茶壶壶身的图片，请幼儿认真观察，请幼
儿说说自己所观察到的并学一学，变一变壶身，教师给予幼
儿肯定及表扬）

师：孩子们，刚才你们观察的真仔细，回答的真棒！小茶壶
听到孩子们都回答的这么棒，它也想来说说了，小茶壶想要
给孩子们做个自我介绍，。孩子们，我们一起来认真的听听
小茶壶的自我介绍吧、“我是茶壶矮又胖，我是茶壶矮又
胖”（以儿歌的方式念一遍，配音乐唱一遍，都配上动作）

师：孩子们，你们觉得刚才小茶壶的自我介绍精彩吗？我们
大家一起来学一学吧。老师要看看谁的动作最好看，谁的声
音最好听呢。（幼儿同教师一同变成小茶壶）

2、理解并学唱第二句歌词“这是壶柄这是嘴”

师：孩子们，刚才我们都变成了小茶壶的壶身，现在老师又
来考考孩子们，“孩子们，你们看看小茶壶的壶柄和壶嘴长
什么样呢？”谁能举手告诉老师（教师展示壶柄和壶嘴的图
片，请幼儿认真观察，说一说，学一学，变一变壶柄和壶嘴。
教师给予幼儿鼓励及表扬）



师：孩子们，刚才你们都变成了壶柄和壶嘴，拿老师考考孩
子们，“你们知道壶柄和壶嘴有什么作用吗？谁能举手告诉
老师（请幼儿说一说并变一变）

师：孩子们，你们可真厉害，回答的真棒，观察的真仔细，
表扬你们！小茶壶听到孩子们都回答的这么棒，它又要自我
介绍了，我们一起来认真听听小茶壶的自我介绍吧“这是壶
柄这是嘴，这是壶柄这是嘴”（以儿歌的方式念一遍，配音
乐唱一遍，都配上动作）

师：孩子们，你们觉得刚才小茶壶的自我介绍精彩吗？我们
大家一起来学一学吧。老师要看看谁的动作最好看，谁的声
音最好听呢。（幼儿同教师一同变成小茶壶）

3、理解并学唱第三句歌词“水滚啦，水开啦，冲茶啦！”

师：孩子们，刚才我们都认识了小茶壶也变成了小茶壶，拿
老师又来考考孩子们“你们知道小茶壶有什么作用吗？”谁
能举手告诉我（请幼儿举手说说小茶壶的作用）

师：孩子们刚才你们回答的可真棒！老师告诉你们其实小茶
壶是用来冲茶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听听小茶壶是
怎样冲茶的？茶壶里的水又会怎样呢？孩子们可要认真看，
等会儿老师可要提问的（教师展示茶壶倒水的图片和水开冲
茶的过程，请幼儿认真观看）

师：孩子们，刚才我们看了小茶壶水开冲茶的过程，现在谁
能举手告诉往老师你看到了什么？小茶壶水开了会发出什么
声音？谁能举手告诉老师（请幼儿举手说说并模仿）

师：孩子们你们刚才回答的真棒，给自己一点掌声鼓励吧。
现在小茶壶要为孩子们表扬水开冲茶了，孩子们让我们一起
来认真看看吧。“水滚啦，水开啦，冲茶啦！”（以儿歌的
方式念一遍，配音乐唱一遍，都配上动作）



师：孩子们，你们觉得刚才小茶壶表演水开冲茶精彩吗？那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变一变，学一学，变成小茶壶冲茶吧，老
师要看看谁的动作最好看，听听谁的声音最好听。（幼儿同
教师一同变成小茶壶）

4、师幼一同完整的模仿小茶壶

三、师幼共同表演小茶壶

1、欣赏小茶壶的表演

师：孩子们，今天老师还请来了一位神秘的小朋友，让我们
一起来看看他是谁吧！（人扮小茶壶出场并主动与幼儿打招
呼）

师：孩子们，小茶壶今天来到小xx班干什么呢？“我今天来
小xx班，是想和孩子们一起来玩游戏的，现在我先给大家表
演表演吧”哇，孩子们，小茶壶要给大家表演了，我们给他
掌声鼓励吧，老师要看看谁看的最认真，没声音。

2、师：孩子们，小茶壶的表演真精彩。王老师想请刚才看的
认真的小朋友上台来和小茶壶一同表演，而没有上台的小朋
友就和王老师一起坐在位子上变成小茶杯，王老师要谁的小
茶杯做的最好，等下王老师也请他和小茶壶一起表演。（将
幼儿分成两组分别进行交换表演小茶壶和茶杯，给予幼儿肯
定及鼓励）

3、师幼集体表演小茶壶

师：孩子们，你们刚才表演的可真棒！冲的茶可真香。坐在
后面的各位老师也都口渴了，也想喝孩子们冲的香喷喷的茶。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变成小茶壶冲茶给各位老师喝吧，孩子们
要记得倒茶老师说“老师您请喝茶”倒茶后要学小花猫悄悄
的回到自己的座位。老师要看看谁的动作最好看，谁的声音



最好听，谁是最懂礼貌的好孩子。（师幼一同变成小茶壶冲
茶给各位老师喝）

四、结束

教师小结：孩子们，你们今天可真棒！都给自己奖励一个大
拇指。刚才你们冲的茶太香了，老师们都很喜欢喝，谢谢孩
子们。今天我们认识了小茶壶，孩子们还老师一起表演了小
茶壶，你们真棒！老师希望孩子们今天回家后也能变成小茶
壶冲茶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喝，记得倒茶时一
定要说“您请喝茶！”

我是一只小茶壶教案反思篇三

1、熟悉歌曲的旋律，尝试用身体的动作表现歌曲的内容。

2、初步创编茶壶和茶杯的动作。

3、通过游戏激发幼儿学习英语的兴趣，培养其学习英语的积
极态度。

4、在奇妙的游戏中体验英语学习的乐趣。

与歌曲有关的茶壶图片四幅，磁带和录音机，钢琴伴奏。

一、游戏“变变变进场”：

孩子们，我们来玩一个“变变变”的游戏，赶快!把你们的小
手藏起来。

(变成小兔，跳一跳)

(变成鸭子，走一走)



(变成小鸟，飞一飞)

(听音乐飞进场地，找到座位后跟音乐拍手)

二、观察图片，熟悉歌曲

1、教师完整的示范演唱一遍

师：我们开飞机开累了，来!孩子们，找一个空地方坐好，休
息一会儿。

累不累啊?

幼：有点累，我都想喝水了。

师：孩子们，快看，这是谁呀?(茶壶)

2、观察图片，理解歌词

(1)师：小茶壶长得什么样呀?(引导幼儿说出“它的肚子是圆
圆的，身体矮矮的”)

教师听音乐有节奏的朗诵：我是茶壶肥又矮呀

(2)师：我们再来看看，这是茶壶的什么呀?(壶柄，壶柄是用
来提茶壶的)

茶柄长在什么地方?你们来学学

那这个呢?(壶嘴，水就是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

教师听音乐有节奏的.朗诵：这是壶柄这是嘴

(3)触摸第三幅图片，问问幼儿：“壶里的水怎样拉?”(水烧
开拉，都冒烟啦，水都在壶里翻滚啦)



(4)师：那这个壶嘴怎样啦?(冲茶啦)

教师听音乐有节奏的朗诵：水滚啦，水滚啦!冲茶啦。

创编茶壶和茶杯的动作

你们想不想都来喝喝茶，好，请小朋友赶快准备。

(5)师：我们的茶壶是什么样子的啊?(又肥又矮)来!我们来做
一做。

那壶柄长在哪呢?壶嘴长在这儿。(动作示意)再来一次。

提问：“谁想喝水?”(咕噜咕噜)

提问：孩子们，刚才我们的壶柄都长在这儿，动脑筋想想，
壶柄还可以长在哪儿?(幼儿创编)

那我们再来一次，这一次看看谁跟我的不一样。

刚才有很多的小朋友的壶柄和壶嘴长在了不同的地方，真不
错!我再来看看，来，宝宝们准备!(教师不示范)

孩子们，把你们的茶杯摆好啦!我来给你们倒茶。“咕噜咕
噜”

哦!这么多的小朋友都想喝茶，老师都倒不过来了，这样吧，
我们再来冲一次茶，和你旁边的好朋友，相互的倒倒茶，好
吗?来!大家赶快准备好。(把你们的茶也倒给我喝喝)

3、请客人老师喝茶

三、活动结束：

师：其他班上的小朋友也也想喝茶了，来!宝宝们，我们也去



给他们倒茶去!

通过本次活动孩子们基本都能大声的唱出歌曲，在创编活动
的过程中，我发现有的孩子会表现，有的敢表现，有的想表
现，他们大多都能积极参与到创编活动中孩子们所想的，所
表现出来的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本次活动是基本完成了预
设的目标。当然本次活动也存在不足，在教学过程中没有把
握好重点难点的时间分配，由于在理解歌词歌词这一环节中
错将创编动作设为重点，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以至于后面的
学唱歌曲这一重要环节又没有足够的时间，显得有些仓促和
先宾夺主，而且在创编歌词的同时，孩子们都那么积极的参
与了，就应该让他们把自编的歌词在集中大胆的表现出来，
达到真正“创编歌词”的目的。

我是一只小茶壶教案反思篇四

1、熟悉歌曲的旋律，尝试用身体的动作来表演歌曲的内容。

2、初步创编茶壶和茶杯的动作。

3、培养幼儿与他人分享合作的社会品质及关心他人的情感。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1、幼儿经验准备：课前引导幼儿认识各种茶壶、茶杯，知道
茶壶、茶杯的用途及使用方法。

2、教学准备：与歌曲有关的茶壶图片四幅，歌曲伴奏。

一、通过游戏“变变变”进入宝宝们，今天我们来玩一
个“变变变”的游戏好不好?

想玩的宝宝站起来，找一个空地方站好。你们的小手在哪里?
挥一挥。噢，我看到了，真漂亮。现在我们藏起来。游戏就



要开始罗，听!

(变成小兔，跳一跳)(变成鸭子，走一走)(变成袋鼠，跳一
跳)(变成飞机，听音乐飞进场地)

二、观察图片，熟悉歌曲

1、教师完整的示范演唱一遍我们开飞机开累了，来!宝宝们，
找一个空地方坐好，休息一会儿。

累不累啊?(幼儿回答)累我都想喝水了。宝宝们，快看，这是
谁呀?(茶壶)

2、观察图片，理解歌词

(3)触摸第三幅图片，问问幼儿：“壶里的水怎样拉?”(水烧
开拉，都冒烟啦，水都在壶里翻滚啦)

(4)那这个壶嘴怎样啦?(冲茶啦)教师听音乐有节奏的朗诵：
水开了!泡茶了。

三、创编茶壶和茶杯的动作

1、你们想不想都来喝喝茶，好，请小朋友赶快准备。

2、我们的茶壶是什么样子的啊?(又肥又矮)来!我们来做一做。

那壶柄长在哪呢?壶嘴长在这儿。(动作示意)再来一次。

提问：“谁想喝水?”(咕噜咕噜)

3、提问：宝宝们，刚才我们的壶柄都长在这儿，动脑筋想想，
壶柄还可以长在哪儿?(幼儿创编)那壶嘴呢?(幼儿创编)那我
们再来一次，这一次看看谁跟我的不一样。



4、刚才有很多的小朋友的壶柄和壶嘴长在了不同的地方，真
不错!我再来看看，来，宝宝们准备!(教师不示范)

5、宝宝们，把你们的茶杯摆好啦!我来给你们倒茶。“咕噜
咕噜”

6、哦!这么多的小朋友都想喝茶，老师都倒不过来了，这样
吧，我们再来冲一次茶，和你旁边的好朋友，相互的倒倒茶，
好吗?来!大家赶快准备好。(把你们的茶也倒给我喝喝)

五、结束其他班上的小朋友也也想喝茶了，来!宝宝们，我们
也去给他们倒茶去!

歌曲小茶壶，我运用了课件，让歌曲的歌词更生动形象。通
过让孩子在游戏表演，使孩子轻松的学会了歌曲。但是，在
倒水游戏环节，我设计了倒水的节奏，是十六分音符，对于
中班幼儿来说太难了，他们最后都没有运用节奏去倒水。这
一环节的设计显得有些多余。在最后的创编部分，孩子的想
象力丰富，变成了茶壶、爱心茶壶，但是对于新授歌曲的第
一教时，创编的环节对于整个教学活动有些顾此失彼了。

我是一只小茶壶教案反思篇五

1.熟悉歌曲和歌词，学习用肢体动作模仿小茶壶，感受歌曲
歌词的风趣，活泼。

2.学唱歌曲，尝试根据生活经验创编歌词。

3.通过小茶壶和茶杯的角色扮演，体验同伴合作游戏带来的
快乐。

4.能唱准曲调，吐字清晰，并能大胆的在集体面前演唱。

5.通过学唱歌曲，体验歌曲的氛围。



1.茶壶、茶杯各一只。

2.幼儿对茶壶茶杯已有初步的认识。

3.课件。

1.进行“变变变”的歌曲游戏。

2.出示茶壶，激发兴趣，并通过小茶壶的.介绍熟悉歌词

(1)出示小茶壶

师：看看我又变什么出来了。变变变!是什么啊?(茶壶)小茶
壶长什么样啊?(胖胖的、……、有把手、有壶嘴……)

(2)完整播放课件，教师演唱，幼儿熟悉歌词

师：小茶壶想和你们做朋友，你们愿意吗?(愿意)我把小茶壶
请到了我们的教室里。你瞧!小茶壶现在想向你们介绍介绍他
自己，我们一起竖起耳朵，仔细听一听。

师：你们听到小茶壶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呢?(幼儿自由发言)

(3)分段播放课件，理解歌词，并用动作表现歌词。

(4)幼儿学习演唱歌曲

师：我们也来变一个小茶壶吧。变变变

师：小茶壶用歌声介绍自己吧。

3.游戏：倒水

师：小茶壶倒水的时候会发出什么声音啊?



咕噜咕噜咕噜倒水啦

师：谁会用身体动作来发出倒水的声音。拍手、拍肩

师：这次，我们表演完歌曲加上倒水的声音。

4.通过小茶壶和茶杯的角色扮演，体验同伴合作游戏带来的
快乐

(1)变茶杯

(2)教师示范游戏过程

(3)幼儿进行游戏

5.通过对小茶壶的动作模仿，尝试创编部分歌词。

师：你们看，这只小茶壶是矮又胖，那还有不一样的小茶壶
吗?请你来变一变。

6.边唱歌做动作边走出教室

师：所有的小茶壶准备好了，我们要给其他小茶杯去倒水罗!

歌曲小茶壶，我运用了课件，让歌曲的歌词更生动形象。通
过让孩子在游戏表演，使孩子轻松的学会了歌曲。但是，在
倒水游戏环节，我设计了倒水的节奏，是十六分音符，对于
中班幼儿来说太难了，他们最后都没有运用节奏去倒水。这
一环节的设计显得有些多余。在最后的创编部分，孩子的想
象力丰富，变成了茶壶、爱心茶壶，但是对于新授歌曲的第
一教时，创编的环节对于整个教学活动有些顾此失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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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只小茶壶教案反思篇六

1、熟悉歌曲旋律，尝试用身体动作表现歌曲的内容。

2、通过游戏让幼儿对茶壶产生兴趣。

3、在学习歌曲的过程中，体验与同伴合作的快乐。

一、导入部分。

1、师：小朋友们有没有玩过木头人的游戏？

2、师：木头人游戏的儿歌是怎么念的？

3、老师念儿歌，幼儿一起玩木头人的游戏。

4、请幼儿一起念儿歌，师幼一起游戏。（教师摆出小茶壶的
造型）

5、提问：老师的'造型像什么？

二、基本部分。

1、教师出示小茶壶的图片。提问：老师摆的像不像？

2、一起认识茶壶的壶身、把手、嘴。

3、看一看老师这个茶壶的壶身、把手、嘴在哪里。

4、教师扮演小茶壶做自我介绍。（我是小小茶壶矮又胖，这
是我的把手这是我的嘴，当我灌满开水我就喊，提起我，倒
杯水）

5、小茶壶的介绍好听吗？你们也来学一学好吗？（师幼一起
跟着图谱介绍）



6、小茶壶还想为它的介绍加一些动作，你们帮帮它好吗？

7、提问：“我是小小茶壶矮又胖”怎么用动作表示？……

8、小茶壶要倒水了，杯子在哪里呢？谁想做杯子来接小茶壶
的水？

9、幼儿两两一组，念到倒杯水时，一个幼儿表演杯子接水。

10、我们一起来扮小茶壶，边念儿歌边表演好吗？

11、我们小茶壶表演的都很棒，老师奖励你们听一段音乐！
（播放旋律）

12、好听吗？小茶壶也觉得很好听，它很开心！它要唱歌给
小朋友听哦！（教师范唱）

13、你们会不会唱小茶壶的这首歌？（师幼一起唱）

14、有没有能干的小茶壶能边表演边唱呢？（请个别幼儿上
台表演）

15、我们加上刚刚的动作，一起来表演好不好？（师幼一起
边表演边唱）

16、教师出示不同茶壶的图片。

三、结束部分。

1、我们今天跟着小茶壶学唱了一首歌，你们来猜猜看小茶壶
的这首歌叫什么？

2、真棒！我们一起再来表演一次吧！

3、小茶壶的水烧开了，我们去给其他小朋友倒水好不好？



我是一只小茶壶教案反思篇七

1.熟悉歌曲和歌词，学习用肢体动作模仿小茶壶，感受歌曲
歌词的风趣，活泼。

2.学唱歌曲，尝试根据生活经验创编歌词。

3.通过小茶壶和茶杯的角色扮演，体验同伴合作游戏带来的
快乐。

4.能唱准曲调，吐字清晰，并能大胆的在集体面前演唱。

5.通过学唱歌曲，体验歌曲的氛围。

1.茶壶、茶杯各一只。

2.幼儿对茶壶茶杯已有初步的认识。

3.课件。

1.进行“变变变”的歌曲游戏。

2.出示茶壶，激发兴趣，并通过小茶壶的介绍熟悉歌词

(1)出示小茶壶

师：看看我又变什么出来了。变变变!是什么啊?(茶壶)小茶
壶长什么样啊?(胖胖的、……、有把手、有壶嘴……)

(2)完整播放课件，教师演唱，幼儿熟悉歌词

师：小茶壶想和你们做朋友，你们愿意吗?(愿意)我把小茶壶
请到了我们的教室里。你瞧!小茶壶现在想向你们介绍介绍他
自己，我们一起竖起耳朵，仔细听一听。



师：你们听到小茶壶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呢?(幼儿自由发言)

(3)分段播放课件，理解歌词，并用动作表现歌词。

(4)幼儿学习演唱歌曲

师：我们也来变一个小茶壶吧。变变变

师：小茶壶用歌声介绍自己吧。

3.游戏：倒水

师：小茶壶倒水的时候会发出什么声音啊?

咕噜咕噜咕噜倒水啦

师：谁会用身体动作来发出倒水的声音。拍手、拍肩

师：这次，我们表演完歌曲加上倒水的声音。

4.通过小茶壶和茶杯的角色扮演，体验同伴合作游戏带来的
快乐

(1)变茶杯

(2)教师示范游戏过程

(3)幼儿进行游戏

5.通过对小茶壶的动作模仿，尝试创编部分歌词。

师：你们看，这只小茶壶是矮又胖，那还有不一样的小茶壶
吗?请你来变一变。

6.边唱歌做动作边走出教室



师：所有的小茶壶准备好了，我们要给其他小茶杯去倒水罗!

歌曲小茶壶，我运用了课件，让歌曲的`歌词更生动形象。通
过让孩子在游戏表演，使孩子轻松的学会了歌曲。但是，在
倒水游戏环节，我设计了倒水的节奏，是十六分音符，对于
中班幼儿来说太难了，他们最后都没有运用节奏去倒水。这
一环节的设计显得有些多余。在最后的创编部分，孩子的想
象力丰富，变成了茶壶、爱心茶壶，但是对于新授歌曲的第
一教时，创编的环节对于整个教学活动有些顾此失彼了。

我是一只小茶壶教案反思篇八

1、熟悉歌曲旋律，尝试用身体动作表现歌曲的内容。

2、通过游戏让幼儿对茶壶产生兴趣。

3、在学习歌曲的过程中，体验与同伴合作的快乐。

一、导入部分。

1、师：小朋友们有没有玩过木头人的游戏？

2、师：木头人游戏的儿歌是怎么念的？

3、老师念儿歌，幼儿一起玩木头人的游戏。

4、请幼儿一起念儿歌，师幼一起游戏。（教师摆出小茶壶的
造型）

5、提问：老师的造型像什么？

二、基本部分。

1、教师出示小茶壶的图片。提问：老师摆的像不像？



2、一起认识茶壶的壶身、把手、嘴。

3、看一看老师这个茶壶的壶身、把手、嘴在哪里。

4、教师扮演小茶壶做自我介绍。（我是小小茶壶矮又胖，这
是我的把手这是我的嘴，当我灌满开水我就喊，提起我，倒
杯水）

5、小茶壶的介绍好听吗？你们也来学一学好吗？（师幼一起
跟着图谱介绍）

6、小茶壶还想为它的介绍加一些动作，你们帮帮它好吗？

7、提问：“我是小小茶壶矮又胖”怎么用动作表示？……

8、小茶壶要倒水了，杯子在哪里呢？谁想做杯子来接小茶壶
的水？

9、幼儿两两一组，念到倒杯水时，一个幼儿表演杯子接水。

10、我们一起来扮小茶壶，边念儿歌边表演好吗？

11、我们小茶壶表演的都很棒，老师奖励你们听一段音乐！
（播放旋律）

12、好听吗？小茶壶也觉得很好听，它很开心！它要唱歌给
小朋友听哦！（教师范唱）

13、你们会不会唱小茶壶的这首歌？（师幼一起唱）

14、有没有能干的小茶壶能边表演边唱呢？（请个别幼儿上
台表演）

15、我们加上刚刚的动作，一起来表演好不好？（师幼一起
边表演边唱）



16、教师出示不同茶壶的图片。

三、结束部分。

1、我们今天跟着小茶壶学唱了一首歌，你们来猜猜看小茶壶
的这首歌叫什么？

2、真棒！我们一起再来表演一次吧！

3、小茶壶的水烧开了，我们去给其他小朋友倒水好不好？

通过本次活动孩子们基本都能大声的唱出歌曲，在创编活动
的过程中，我发现有的孩子会表现，有的敢表现，有的想表
现，他们大多都能积极参与到创编活动中孩子们所想的，所
表现出来的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本次活动是基本完成了预
设的目标。当然本次活动也存在不足，在教学过程中没有把
握好重点难点的时间分配，由于在理解歌词歌词这一环节中
错将创编动作设为重点，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以至于后面的
学唱歌曲这一重要环节又没有足够的时间，显得有些仓促和
先宾夺主，而且在创编歌词的同时，孩子们都那么积极的参
与了，就应该让他们把自编的歌词在集中大胆的表现出来，
达到真正“创编歌词”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