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毛毛虫的故事教案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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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毛虫的故事教案反思篇一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主要讲了早先有一个小村庄，那里的
村民为了眼前的利益无节制地砍伐树木，用来盖房、造犁、
做家具……然而，一年年，一代代，山坡上的树木越来越少。
一个雨水奇多的季节，村庄不知被洪水卷向了何方，从此无
影无踪。

读完这篇课文，我的感触极深。课文中写的不正是我们日常
生活中的事吗?那个小村庄就是我们可爱的地球，村庄里的村
民就是愚昧无知的人类，村庄的命运也许就是地球的命运。
现在，因为人们乱砍滥伐，大片大片的森林从地球上消失，
而沙漠却以疯狂的速度不断扩大。树木能吸收大量的水分，
能防止水土流失，还能抵挡风沙。可是森林被砍，山洪暴发，
各种灾难接锺而至。再说，没有了森林，动物也就没有了家
园，面临灭绝，人类的末日也就快到了。

现在，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了环境问题，可缺乏的是行动!

那么这一切能改变吗?我可以肯定地说，能!

首先，要想使森林资源不缺乏就要种树。可光种也没用啊，
人们砍的比种的还快呢，所以还要使人们意识到砍树的危
害——课文中的洪灾不就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吗?再有一点就是
要节约用纸，因为纸的用途很广，但因价格低廉，所以人们
很不注意节约。别看一张纸不起眼，如果每个人一天浪费一



张纸，全世界60亿人，就是60亿张纸，差不多有几十棵树，
一年就要浪费掉一片森林，多么巨大的数字。所以我们要从
现在开始，从每一个人做起，都来节约用纸。

为了可爱的地球不会有和小村庄一样的命运，为了我们的子
孙后代不会生活在荒漠中，请大家保护森林吧!

毛毛虫的故事教案反思篇二

一是学生阅读主要是为了学会阅读，发展语言，提高语文素
养。感觉对话部分，还是脱离了整体语境让学生孤立的进行
理解，使语言所蕴含的情感断流了。学生在这种学习过程中
没有充分的自主，无法主动探究，只能在老师预设的“精心
牵引”下，亦步亦趋!

二是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既然是
对话，学生通过自己阅读与文本及作者进行交流时，必然有
自己的看法，感想!教师不该以对课文的理性分析，来代替学
生对课文语言的汲取!如何在阅读教学中，做到“尽职而不越
位，出手而不牵手”，给学生有更多的自主阅读的时间和空
间，真正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是今后要不断思索和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

三是自身的教学能力问题。老师的教学能力直接影响教学效
益的高低。本课教学中自己就犯了两个禁处。一是在课堂上
经常提出半句话的问题，学生虽然能够回答出来，但令听课
老师难免有些糊涂。二是在课堂中自己的评价语言少了很多。
这都是今后应该格外注意的地方。

虽然我觉得自己这一课讲的不是很成功，但我相信失败是成
功的开始，只要我能常反思自己的课，常与校长、主任及同
组的老师进行研讨，我坚信我会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毛毛虫的故事教案反思篇三

设计意图:

毛毛虫和蝴蝶这首乐曲，生动形象的讲述了毛毛虫变蝴蝶的
过程，音乐形象深受幼儿喜爱。因此，我选择了这个音乐作
品，辅以视频、手臂动作的指导，启发幼儿通过感受音乐性
质、创编身体动作来体验情节表演带来的乐趣。

活动目标：

1.欣赏音乐，感受a段和b段音乐节奏的快慢变化。

2.积极参与音乐游戏活动，尝试用身体动作创造性的表现毛
毛虫和蝴蝶

活动重点：.感知音乐旋律，能够用肢体语言表现出毛毛虫和
蝴蝶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表现出音乐的前后情感。

活动难点;能根据音乐不同旋律表现情绪的变化。

活动准备：

1.毛绒毛毛虫、毛毛虫变蝴蝶视频

2.《毛毛虫变蝴蝶》音乐

3.纱巾若干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1、师：今天，我们班来了一位小客人，看看它是谁呢？(出



示毛绒玩具毛毛虫)

2、师：小朋友有没有见过毛毛虫？有没有摸过毛毛虫呢，摸
上什么感觉？

3、师：那你看到毛毛虫爬的时候是怎么样爬的？谁能用动作
来学一学毛毛虫爬的样子？（个别幼儿表演）

二、感知两段不同音乐旋律，听音乐做动作

1．师：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毛毛虫爬的样子（播放音乐旁白）

师：还可以用哪个部位来表现毛毛虫爬的样子？（播放音乐
旁白）

师：刚才我们用身体的那些部位学了毛毛虫爬的动作？

那你喜欢用哪个部位来表演呢？我们一起来跟着音乐表演一
次吧！（播放音乐至a段结束）

2．师：小朋友觉得毛毛虫心情怎么样？那我们在表演时要表
现出什么样的心情呢？要表现出毛毛虫伤心的样子（播放音
乐至a段）

3．师：毛毛虫今天很伤心，那请小朋友暑期耳朵听一听这次
毛毛虫怎么了？（播放b段）

师：毛毛虫变成谁了？那我们看看毛毛虫是怎么变成蝴蝶的
呀

（播放视频毛毛虫变蝴蝶）

小结：毛毛虫先吐丝，再结茧，最后破茧成蝶。



师：毛毛虫变成蝴蝶，它的心情怎么样呢？

师：那我们一起来学学美丽的蝴蝶吧！（播放b段）

师：蝴蝶还可以怎么飞呢？（单手飞）

师：那我们一起学学美丽的蝴蝶飞吧！看看哪只小蝴蝶最漂亮
（播放b段）

4．师：看看老师今天还给小朋友们准备了什么？

师：看看有什么不一样？（有的是正方形的，有的是长条形
的）

师：这次我们用漂亮的丝巾来跳舞好不好？那现在请小朋友
选择一块自己喜欢的丝巾（播放b段）

5．师：现在请小朋友吧纱巾放在口袋里，一会我们变蝴蝶的
时候再用（完整播放音乐）

三、游戏：蝴蝶找花

1．师：我们来玩一个蝴蝶找花的游戏，老师来当蝴蝶，小朋
友来当花，哪一朵花最漂亮，蝴蝶就会停在哪一朵花的身上。

游戏玩法：围坐成圆圈，教师当蝴蝶，小朋友当花，那一朵
花最漂亮，蝴蝶就会落在哪一朵花身上。（教师口令;一、二、
三变花）

2.第二次游戏1-3名幼儿当蝴蝶。

3.第三次游戏一半胡蝶一半花。

4.家长当花，幼儿当蝴蝶



活动反思

音乐活动《毛毛虫和蝴蝶》是奥尔夫音乐活动中的一个教材，
我把它作为这次家长半日开放活动的内容。整个活动下来感
觉还是比较顺利的。孩子们都能够积极地投入到活动当中，
乐意参与音乐与舞蹈的表现，课堂气氛很活跃，自我课后的
感觉也很好。

但是整个活动下来，还是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我为进行
下一环节的活动，有时会无形中打断上一环节的精彩，没有
给幼儿太多的时间去深入表现。还有是在把出示纱巾这个环
节，我在前面的歌词念得不够，幼儿对歌词不熟悉，这样就
影响了幼儿的表演，最好能念着歌词示范一下，让幼儿表演
起来更自如。还有就是探索毛毛虫的动作时还可以再深入、
放开些，可让幼儿爬在地上表现毛毛虫一伸一缩的动作，因
为幼儿有这样的表现欲望，但我所提供的机会还是不够。

毛毛虫的故事教案反思篇四

每人一课活动很快就结束了，回想自己讲的课，有很多不足
之处，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教学方法。

首先，在导入时，我让学生欣赏了几张花蝴蝶的图片，目的
在于让学生更深的体会到蝴蝶的美丽，与毛毛虫的丑陋形成
对比，但由于课文读的不深刻，个别学生没有感受到这层意
思。

其次，在导入蝴蝶与毛毛虫的对话时，方法有些不恰当，我
是采用让学生填空的形式来引出的，然后在反复的练习朗读，
如果先让学生整体的感知一下课文，如问:这篇课文讲了一件
什么事?然后引出蝴蝶与毛毛虫的对话，也许效果会更好。



毛毛虫的故事教案反思篇五

本次学校课堂交流研讨活动中，我讲授了第7课《小蝴蝶和毛
毛虫》一课，下面对本节课进行课后反思。

当时在设计检查词语这一环节时，只是想借助这些描写毛毛
虫和小蝴蝶的词语为后面的品读环节做铺垫，没有设计让孩
子们速记这一环节。因为平时上课时对孩子们有过这方面的
训练，所以当读完词语后，有一个孩子喊“速记”时，我就
顺势加了这个环节，以致于耽误了不少时间。导致后面设计
的以文代文环节没有得以实现，拓展阅读《书香童年》中的
《小蝌蚪找妈妈》，只得作为课下的作业，此处是我本节课
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