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最喜欢的动物教学反思(通用5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我最喜欢的动物教学反思篇一

《可爱的动物》整节课，我迎合了孩子们具有强烈好奇心这
一特点，设计了带领孩子们游览动物王国为主线的教学，试
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赏析作品活动中，我设计了“国王”邀请大家到“展播
厅”参观来开展活动，给孩子们欣赏大量的作品，拓宽他们
的思维。让他们在观察、思考、探索中发现、感知，了解制作
“动物”的方法、步骤，并提高与美术作品的对话能力，鉴
赏能力。

在创作活动中，我创设了熊猫小宝贝想开生日宴会，邀请动
物们参加这一情境，把学生带进创作活动中。让学生自由选
择制作的方式，在优美动听的配乐中，孩子们主动并愉快地
投入到创作活动中。

在展评活动中，我让孩子们把作品都集中到背景图中，通过
展评、欣赏、比较，孩子们互相分享、互相学习、互相促进，
体验创作后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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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动物教学反思篇二

上完《可爱的动物》，萦绕在我脑海中的一直是“空间”这
两个字。要完成本课的教学目标，在教学就要处处体现空间
的概念。让空间发挥作用，体现空间的魅力。

一、活动的空间

本节课的教学研究目标是在感知体验中理解音乐所描绘的动
物形象。在教学中让学生通过描述、模仿、创造等感知、体
验手段充分发挥他们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这种感知、体验式
的教学模式需要很大的活动空间。因此，我选择了在舞蹈房
教学，丢弃了固定的椅子，让学生席地而座，这样就给学生
创设了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让他们在活动中旁无磕袢，尽
情地表现自己，绽放自己。

二、思维的空间

音乐作品具有一大特点，那就是不确定性。聆听同一首音乐
作品，会因欣赏者的经历、性格、心情等各种因素的不同而
产生不同的理解，更不要说有些音乐作品所描述的形象本身
就具有多种形象的共性。这一特点，使得低年级学生在听辨
音乐形象时增加了更大的难度。因此，在教学中，老师不要
急于给学生的答案下结论，从而给学生更多的思维空间，在
比较中丰富对音乐的理解。本课的教学中，学生对描绘兔子
的音乐产生了歧异：有的说描绘的是小兔，因为音乐有跳跃
感；有的说描绘的是小鸟，因为音乐似是鸟的鸣叫声；有的'
说描绘的是小猫，因为音乐听上去像小猫在轻巧的爬树。说



实在的，学生对此段音乐的的感觉都是有道理的，只是他们
想象的角度不同而已。但是最终的答案肯定只有一个，而此
时我却不能把答案强加给学生。我就暂时把这个问题搁在一
边，让学生继续听赏下去，并把后边的音乐和第三段进行比
较听，让学生在比较中领会音乐所描绘的形象更像谁。给了
学生更多的思维空间，使学生更好地把握了音乐作品，从而
也完成了教学目标。

三、选择的空间

学生都有自己的喜好，对动物也不例外。对自己喜欢的动物，
学生说起来会头头是道，模仿起来会活灵活现。因此我在教
学中处处给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动
物进行模仿、模声、创造，尽管有的动物有很多人模仿创造，
有的动物只有一两个人模仿创造，但学生一直处在愉悦中学
习，在活动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喜爱之情，更好的发展了自
己创造的潜能。

音乐教学需要各种空间，合理利用空间也是一门艺术，但愿
我们每一位音乐教师能吃透教材，了解学生，充分运用二期
课改的理念，在教学中创设更多的空间，给学生一个更广阔
的展现自我，发展自我的天地。

我最喜欢的动物教学反思篇三

小学美术《可爱的动物》教学反思整节课，我迎合了孩子们
具有强烈好奇心这一特点，设计了带领孩子们游览动物王国
为主线的教学，试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赏析作品活动中，我设计了“国王”邀请大家到“展播
厅”参观来开展活动，给孩子们欣赏大量的作品，拓宽他们
的思维。让他们在观察、思考、探索中发现、感知，了解制作
“动物”的方法、步骤，并提高与美术作品的对话能力，鉴
赏能力。



在创作活动中，我创设了熊猫小宝贝想开生日宴会，邀请动
物们参加这一情境，把学生带进创作活动中。让学生自由选
择制作的方式，在优美动听的配乐中，孩子们主动并愉快地
投入到创作活动中。

在展评活动中，我让孩子们把作品都集中到背景图中，通过
展评、欣赏、比较，孩子们互相分享、互相学习、互相促进，
体验创作后的喜悦。

我最喜欢的动物教学反思篇四

上课之前我尝试做了调查，以了解班上学生与动物相处的基
本情况，以及他们与动物相处时的主要困惑。这样使自己的
课有了明确的教学起点和生长点。

根据课前的调查，班里大部分学生都有喂养动物的经历，但
由于学生年纪小虽然很喜欢小动物，但对动物的生活习性及
特点了解甚少，动物为人类所做的贡献以及它们给人类的启
示等所知甚少。他们大多不知道怎样和动物和谐相处，也不
知道怎样做才是真正对动物好对动物的喜爱，往往局限于动
物长得可爱，而想不到动物与人类的关系。还有的同学把爱
护动物简单的理解为给动物喂食，不让他们饿着。

在教学中我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并且在课堂上加深他们对动物的认识和了解，使他们懂得只
有遵循动物的生活习性，关心爱护动物才能与动物成为朋友。

我最喜欢的动物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是小学音乐第三册第6课《可爱的动物》的
第一课时，主要包括欣赏乐曲《鸟店》和演唱歌曲《我的小
绵羊》。《鸟店》是一首充满儿童情趣的通俗管弦乐曲。其
中表现了丰富的音乐内容。歌曲《我的小绵羊》具有风趣、
活泼的风格，描述了主人公和他的小绵羊嬉戏玩耍的情景。



这两个教学内容都具有旋律活泼且表现了生动鲜明的动物形
象的特点，因此比较容易吸引学生，受到学生的喜爱。

1、课前要求学生自己做喜欢的动物头饰，目的在于让学生先
去了解一些动物的特点及动作、叫声，并通过自己制作动物
头饰，激发学生对小动物的喜爱之情。

2、学生带自制乐器（小沙锤），使学生对课堂充满期望，希
望将自己的成果拿出来展示，当在为歌曲伴奏时学生就会非
常主动地、热情地参与。

在本课的设计中，根据低年级学生注意力保持时间短并且好
动的心理年龄特征，通过各种音乐实践活动营造和谐而快乐
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学得兴趣、学得愉快。在聆听音乐的同
时，不断积累音乐实践的体验素材，以拓宽学生的音乐视野。
在学习歌曲的同时，启发学生积极参与、表现音乐，在师生、
生生的交流活动中，学习音乐、增长知识、培养合作意识和
交往能力。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各个程序衔接比较自然。音乐实践活动也
比较丰富，比如：有聆听、有演唱、有伴奏、有表演、有游
戏、有合作。生生合作、师生合作等。

1、在欣赏乐曲《鸟店》时，让学生随音乐变化用表情或动作
来表现，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一环节通过欣赏与表演的音
乐活动，使学生亲身投入视听氛围中获得美的.享受，并融入
扮演的角色情景中，更使他们体验到学习活动的无穷乐趣。

2、“猜猜这是谁”的游戏中，学生积极热情的参与，达到了
让学生在音乐活动实践中感受体会重音记号在歌曲中的表现
作用的目的。同时，也激发了学生对动物的喜爱之情。

3、在演唱歌曲、为歌曲伴奏时，通过师生合作、男女对唱充
分调动了学生学习歌曲的积极性，用自制乐器伴奏不仅使师



生融为一体，更让学生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4、通过编创歌曲律动、分小组编创歌词，争得“演唱高手小
组”、“表演高手小组”、“伴奏高手小组”、“创意高手
小组”的奖状，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创作能力和用声音表
现歌曲的艺术形象的能力，体会集体的力量，感受成功的喜
悦。同时教师的加入，更体现了教师角色转变为学生学习生
活的亲密伙伴。

整个教学过程通过聆听感受音乐丰富的表现力，在表演动物、
聆听动物、演唱动物的过程中激发了学生对小动物的喜爱之
情，培养了学生聆听音乐、感受音乐、表现音乐的能力。使
学生获得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

在整个课堂中，教师只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参与
者，而不是领导者；师生间建立了宽松、平等、和谐、民主
的关系。教师象学生的朋友知己，当学生取得了一些成绩时，
教师给予朋友的鼓励。这样有利于丰富学生情感和精神追求，
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想象力，促进个性的完善与身心和谐
发展。

合作学习：新课程提供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在演
唱歌曲、为歌曲伴奏、合作创作歌词时我充分渗透了这一教
学理念，通过师生合作、生生合作和自主探究的方式来表现
大自然中各种小动物的叫声和形象。这一学习方式不仅为学
生创设了宽松、民主、自由、自主的氛围，更激发了学生丰
富的想象力和创新思维，增强了学生学习音乐的自信心，增
进了师生和生生之间的友谊。通过合作，学生的合作意识和
在群体中的协调能力得到了发展。

自主探究：低年级学生存在着好奇心强、爱模仿的特点。在
学习和生活中，儿童总是喜欢亲眼看一看，亲耳听一听，亲
手试一试。因此，用表情和动物表现《鸟店》里的鸟和猫以
及为歌曲《我的小绵羊》编创歌词及表演的环节，为学生展



现自我个性、发挥想象力和展示表演能力设置了一个非常重
要的学习的平台。用各种音乐实践活动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