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几楼教案反思(优秀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大家
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这里我给大家
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这是几楼教案反思篇一

《妈妈过生日》是一首充满家庭温馨的好儿歌。幼儿都有爸
爸妈妈忙着为自己过生日的生活经验，儿歌《妈妈过生日》
从爸爸和“我”为妈妈准备生日晚餐入手，流露出浓浓的家
庭亲情，我觉得现今幼儿他们不缺少关爱，但不懂得回报父
母长辈的关爱。于是我将目标调整为增强幼儿亲情体验，让
幼儿初步懂得自己也应该回报给父母以关爱。

我将教学策略作了调整，将“谁过生日，为什么说是妈妈过
生日呢？”这一环节加强，我直接出示图片放出背景音乐
《祝你生日快乐》，问：“今天谁过生日？”幼儿思考了半
分钟，有七八个幼儿举手了，我请洋洋，洋洋说：“因为妈
妈笑得最开心。”我说：“图片上爸爸和我都在笑，你怎么
说妈妈笑得最开心呢？”他说：“因为妈妈的嘴巴张得最大。
”“嗯！真棒！”“还有没有别的理由呢？”嘉嘉说：“爸
爸和我都在干活，妈妈第一个吃东西了。”“哇！嘉嘉的小
眼睛真亮。是的，妈妈今天过生日，我们应该更尊重妈妈，
让妈妈优先。”由于重心偏移了一下，最后一个仿编儿歌的
环节当时没有进行，我准备把它放到语言游戏活动中去，将
幼儿已调动起来的关爱情感继续得到充分的强化和深化。

另外，由于儿歌篇幅较长，出示挂图时，我先把菜蒙起来，
给幼儿一种神秘感。当说到妈妈喜欢吃什么时再逐一揭开，
激发了幼儿参与的愿望。



这是几楼教案反思篇二

一、教学目标的达成

1.引导学生学会观察画面，获取画面重要的信息。

本图画书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文字特别少，没有完整的故事
情节，亮点是在图画书丰富美妙的想象力。故在教学设计时
重点引导学生学会观察画面，吸取画面重要的信息，根据画
面上造型独特、设计很有创意的脚踏车去推测它的主人。由
于画面的内容比较丰富，学生在这环境容易被画面的其他细
节吸引，如在了解封面时，对封面右下角的鸭妈妈及一群小
鸡，充满了好奇，在充分释放了孩子的好奇后，我再引导孩
子观察主画面，并学会快速地抓住主画面的重要细节，获取
画面所要传达的重要信息，以感受每一辆独具匠心的脚踏车
的美妙和贴心。

2.引导学生通过画面进行猜测，感受阅读的乐趣。

在引导学生通过画面进行猜测这一环节中，学生能抓住画面
的重要信息，有根有据地开展想象。如在猜大象的脚踏车时，
学生观察到了脚踏车前的桶子及后座下的铁犁，纷纷猜到
了“牛”，“前面的桶子是奶桶，后面有耕地用的东西。”
从这本图画书激发出来的学生丰富的想象力让我们惊讶！学
生在乐此不倦地开展想象，并着力描述想象的画面，感受着
阅读的乐趣，也创造了课堂的乐趣。

二、其它思考：

2.联系生活实际，激发想象。在猜测大象的脚踏车这一环节
时，当出示带有水桶及犁耙的脚踏车后，教师提问“在大象
的脚踏车走过以后，地上会有什么变化？”犁对于城市里的
学生来说，非常陌生，很多学生不知道犁的用处，因此在对
这个问题进行猜测时，显得有点困难。可在这环节补充一些



有关犁的课外知识，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犁耙与下一画面出
现的又肥美又鲜嫩的菜花的关系。

3.在猜测时可扩大视线，关注画面的很多“点”。在猜测鼹
鼠的脚踏车时，大部分学生都在关注鼹鼠的脚踏车有什么特
点，很少有学生关注到脚踏车旁边的一个小洞及一小堆泥土。
如果教师能稍微提示一下画面里这其中一“点”，则能提升
学生更细致的观察力，大大学生阅读的满足感。

这是几楼教案反思篇三

《妈妈睡了》是部编教材语文第三册的一篇课文。课文通过
对熟睡中妈妈的端详，写出了妈妈的美丽、温柔及劳累。文
章文笔细腻，人文性很强。

一、扎扎实实落实字词教学

中华汉字，生动形象。字词是低段教学的重点。我非常重视
字词教学。从板书课题开始，老师让学生一起书空，
到“睡”字时，说左边是“目”，右边是“垂”。眼皮慢慢
地垂下去，垂下去，人就快睡着了。简单几句话，使得学生
在行动体验的过程中，朦胧感受到“中国字”的神奇与魅力。
其他生字我是引领学生从带拼音认读，去拼音认读，到词语
中认读，交流识字方法，多音字放到具体语境中选择读音等，
由易到难，让孩子在多样的认读形式中自然巩固，水到渠成。

二、重视朗读指导

本课教学朗读的要求明确，让学生在每一次朗读中都有明确
的任务，有的放矢，声声传情。朗读的形式也多样，使课文
的情趣在轻柔、纯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文本与教师的声音
及传递出的情感为学生营造一种安静、亲切的氛围。对于这
些学习语言文字不久的孩子们来说，这种极富韵味的诵读是
最好的示范。这种浸润，体现了文本本身的文化价值，学科



德育渗透润物无声。

三、加强语言训练

在教学中，重视语言训练，发展学生思维，培养学生语文素
养。如，老师引导学生寻找文中哪些词语打动了你？学生关
注到“明亮的眼睛”、“弯弯的眉毛”、“红润的脸”。模
仿说词语的眼睛。学生说出了“美丽的眼睛”“漂亮的眼
睛”“宝石似的眼睛”“水汪汪的眼睛”等。仿照“弯弯的
眉毛”，老师出示了生动的图片，孩子们说出了“弯弯的月
牙”“弯弯的小路”“弯弯的河流”“弯弯的彩虹”等。再
如，想想妈妈还会干什么活？妈妈洗衣服。妈妈拖地。妈妈
送我去上学。妈妈辅导我学习等。在语言的训练中，学生的
思维开阔了，语言丰富了，也将找到了文本与生活的结合点，
学语言、用语言，做到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和谐统一。

这是几楼教案反思篇四

教学目标：

1．用轻松愉快而有弹性的声音演唱歌曲《这是什么》。

2．在多种艺术形式中感受歌曲，表演歌曲。

3.感受切分节奏。

学情分析：

刚刚升入二年级的学生，可以说对音乐有了较为初步的认识，
尤其对那些有情节的音乐作品更为喜欢。他们很愿意用歌声、
用动作把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表现出来，但这种表演常常是最
原始、最表面的，音乐形象稍有些抽象他们便不知所动，加
之学生对音乐素材的积累浅而少，体态语言就更显得匮乏了。
此时特别需要老师的帮助，从音乐本身和其思想内涵上引导



学生，使他们的内心与作品产生共鸣。

教材分析：

《这是什么》是一首创作儿童歌曲，2/4拍，五声宫调式，为
四乐句构成的一段体结构。歌曲以谜语为歌词，“会说没有
嘴，会走没有腿”生动形象富有童趣，那是什么发出的“嘀
嗒”与“当当”的声音呢，启发学生以形象思维，积极动脑
思考。

教学重点：

用轻松愉快而有弹性的声音演唱歌曲。

教学难点：

八分音符和四分音符的学习

教学教具：多媒体课件、电子琴、打击乐器。

教学过程：

一、学科综合，扩展知识

猜一猜，想一想：

师：“小朋友们都很棒，老师真喜欢，现在老师给大家猜个
谜语，看看谁最聪明”！（师按节奏说，边说边做动作。）

生齐答。

师：“你们是怎么猜出来的？”

师：“你对钟表有那些了解呢？谁能说说？”



生说一说对钟表的了解。

师介绍钟表的历史。（出示多媒体课件）

二、欣赏《调皮的小闹钟》

老师简介创作背景。

学生随着音乐的节奏自由地表演。

学生模拟调皮的小闹钟不同的节奏。

三、双基训练，解决难点

师板书:小闹钟――八分音符挂钟――四分音符座钟――二分
音符

1．分别模仿3种钟表的声音。

2．组成钟表的交响曲。

师：老师这里也有一个钟表的声音，你们来听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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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学们也来模仿。

四、学习歌曲，陶冶情操

1．播放歌曲《这是什么》并重复多次，学生与教师律动。

2．学唱歌曲，感受表现音乐形象。

3．请你拍手为歌曲伴奏好吗？



4．播放课件歌词部分，学生有感情地朗诵歌词。

（1）以交替的形式朗读歌词。

（2）随钢琴完整朗读歌词。

5．模唱。（用lu、la）

6．听听闹钟走的声音（嘀哒嘀哒），提示学生要用轻松而弹
性的声音来读唱，并用合适的动作来进行配合。

7．听听闹钟的闹铃声（当当当―），提示应该用相对稍强，
连贯的声音。进行两声部的节奏练习。

8．感情的演唱歌曲。

五、小结

同学们，说说钟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时间）它是我们的好
朋友，它能提醒我们要有时间观念，提示我们什么时候该睡
觉，什么时候起床上学了！那我们能不能离开它呀？（不能）

我们要做一个遵守时间，懂得珍惜时间的好孩子。

教后记：

在欣赏《调皮的小闹钟》时，学生出人意料的安静，这是我
始料未及的，备课时这一环节准备有点不充分，课后需改进，
争取在下一个班级有好的效果。

这是几楼教案反思篇五

教学目标：



1、通过听、唱、表演《这是什么》，感受音乐所描绘的钟表
的形象，体验轻松愉快的音乐情绪，认识时间的宝贵，懂得
珍惜时间。

2、主动参与为歌曲伴奏，即兴创编动作，探索生活中的各种
音响，创编节奏等音乐实践活动。

教学重点：

感受乐曲的节奏，引导学生去探索、发现它的相同与不同、

教学内容：

1、表演《这是什么》

2、欣赏《调皮的小闹钟》

3、编创与活动

教学准备：

小闹钟、录音机、同步音乐、钢琴

教学过程：

一、猜谜导入，激发兴趣

1、师：老师今天让大家猜个谜语，看你行不行，“会走没有
腿，会说没有嘴”，猜一件物品。如果你猜不出，请听一首
歌，听听歌中唱的是什么，请你用笔把它画出来。

2、放歌曲《这是什么》并重复多次，学生用笔画，大多数学
生画出闹钟，有的学生画出表，教师加以引导，那种合适，
并将画的好的进行展示。



二、学唱歌曲，感受表现音乐形象

1、师出示各种小闹钟，请学生说说闹钟的功能(它能提醒我
们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睡，是我们小朋友的好伙伴。)

2、听听闹钟走的声音（嘀哒嘀哒），提示学生要用轻松而弹
性的声音来读唱，并用合适的动作来进行配合。

4、学唱歌曲难点解决：50505―和20205―这两句不同音高准
确演唱通过比较、重复的方法来来学会。

5、有感情的演唱歌曲

6、师：用什么打击乐器来伴奏呢？怎样敲最合适？（双响筒，
木鱼，碰铃，三角铁等）

7、分小组表演歌曲，由学生之间展开评价，锻炼学生主动评
价自己和他人的歌唱和表演的能力。

三、聆听《调皮的小闹钟》，进一步体会音乐表现的闹钟形
象

2、初听全曲，感受乐曲情绪，鼓励学生可以随着音乐用动作
来表示。学生交流回答：大多数学生说修好了，因为听到了
闹钟的铃声，闹钟恢复了正常，个别学生就说没有修好，因
为觉得是快修好了的时候，听到最后结束是的一声滑音，表
现闹钟里面的弹簧跑了出来，又坏掉了，所以没有修好。

3、师：小朋友在曲子中听到了闹钟走动的声音，还听到了闹
钟的铃声，听一听出现了几次？再次欣赏乐曲，请学生用笔
在书上画出来，看谁画的次数准确。

4、学生交流，师归纳小结。

四、结合歌曲乐曲中表现的闹钟的音乐形象总结归纳，认识



时间的珍贵，懂得要珍惜时间。

1、让学生说说你该怎样爱护你的小闹钟，怎样珍惜时间的。

2、生回答交流，师总结归纳时间就象小马车，一去不复返，
我们要珍惜时间，好好学习，将时间用在正确的地方，不要
浪费时间。

3、表演歌曲《这是什么》及上节课学的《时间就象小马车》，
唱着走出教室。

三、编创与活动：探索生活中的声音

这是一个高低、长短、强弱的综合性练习。

1、教师事先准备好水桶、玻璃杯、易拉罐、木梳、纸等物品。

3、还可以鼓励学生发现身边的物品，敲击出声音，列举自己
探索到的高的、低的、长的、短的声音，做出来给同学们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