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月亮的味道教案反思 月亮的
味道教学反思(实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
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大班月亮的味道教案反思篇一

《弯弯月亮》是一篇文质兼美的课文。这篇课文以其生动、
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秀丽的田园风光图，展示了社会主
义新农村一派生机勃勃破的动人景象。课文的第二、三自然
段是重点段落，从村前到村后具体地描述了弯弯月亮的美丽。
因此在教学中我紧扣了“美丽”这一文眼展开教学。

1、学生通过预习，初步回答。

2、带着疑问再读，让孩子们自由说感受，不用拘泥课文。激
起孩子对那里的向往，鼓励他们自己读读，要求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3、“想一想课文写了弯弯月亮哪两个地方的景色？”去读书，
根据学生的回答归纳“课文写了村前、村后的景色”村前、
村后）

1、解疑“弯弯月亮”在哪孩子们可以轻易在第一自然段找到
答案。朗读时抓住“美丽”这不光是第一自然段的重点词语，
更是全文的总领。

2、问学生想去看吗？观察弯弯月亮的插图，让学生初步直观
地感受到了弯弯月亮的美丽。紧接着就请学生联系课文内容，
观察图片，找一找，图上画了什么。（在此过程中，我注意



引导学生按照一定的顺序观察图片，使其形成清晰明朗的思
路，了解弯弯月亮的景物方位，从而也能更好地识记课文，
同时也激发了学生想要去更好地研读文本的兴趣。）让学生
简要谈谈感受，就告诉他们这么美的地方就藏在课本里，鼓
励孩子读2、3自然段，找出自己最喜欢的句子多朗读几遍，
并进行交流。

在这一段教学中，为了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我让学生紧
紧围绕“美丽”二字，自己读一读，想一想，村里什么景色
最美，并说说你觉得美丽的原因。在读、说的过程中学生感
受到了弯弯月亮的美丽，并将自己的感受体现在朗读上。

3、梳理一下顺序，对二年级的写话有帮助。由于本课的一个
难点是理清村前景色的顺序，所以在学生将景物以凌乱的方
式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选择了用课件一个个出示景物方位
的方式以加深学生的印象，之后再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将
刚才已经被打乱的顺序排好。这样一来，既充分体现了学生
的主体地位，也让他们了解按顺序写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整个教学过程中，有意识的让学生认为自己就是弯弯月亮的
小村民，带领着游客介绍自己美丽的家乡。环节一训练学生
按照一定的顺序介绍弯弯月亮的美景出示“小河——，河
上——，河里——，河岸——。弯弯月亮真美呀！”环节二
教学“小河”一句时，我抛砖引玉，让学生知道“因为村子
的前面有一条月牙一样的'小河，所以我们的村子叫做弯弯月
亮”。出示“因为…所以…”的句式让学生说一句话。环节
三教学“倒映”这一句时，结合课后习题，让学生边看图，
边读句子，说说哪一句好，好在哪里？有意识的渗透弯弯月
亮青山碧水的美景和依山傍水的优越位置。教学“农田”一
句时放手让学生质疑先出示“过了桥，是一片农田”，学生
质疑少了“绿油油”，同样让学生练习说话，从“绿油油”
一词中，仿佛看到了些什么？环节四引导学生争做合格小导
游，把自己美丽的家乡介绍给大家。最后向客人介绍弯弯月
亮，播放音乐进行美读。



我在小结课文时加以提示，学生很快就能根据这些表示方位
的词将课文背诵出来了。在这个指导背诵的过程中我是渗透
了一个抓住关键词来背诵的方法。所以背课文也不是死记硬
背，是有方法的，作为老师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这些方法。
正所谓要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

为了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让学生赞美自己的家乡，
告诉学生可以使用课文中的好词，美句。这样，紧紧抓住了
学生的思维，也使他们更能感受家乡的美好，从而更爱自己
的家乡，达到了我的教学目的。让学生学着介绍美丽家乡。

大班月亮的味道教案反思篇二

诗歌《月亮》表现的是月亮在“树梢”、“池塘”、“脸
盆”中所展现出的不同美景与趣景。在设计这一诗歌教学时，
我将诗歌中树梢与小鸟的关系、池塘与青蛙的关系及脸盆与
宝宝的关系作为理解这一诗歌的关键所在，因为理解了它们
的关系后就能更好、更快地理解诗歌。

在实际教学中，我是这样来帮助幼儿理解的。

幼：我听到‘小鸟说，月亮和我好。’

师：为什么小鸟会说月亮和它好呢？现在的月亮在什么地方？

幼：因为月亮在树上，小鸟也生活在树上，所以小鸟会说月
亮和我好。

师：还有谁说月亮和它好的？

幼：青蛙说的。

师：为什么现在变成青蛙说了？



幼：因为现在月亮在池塘里了，青蛙也在池塘里。

幼：宝宝也说的。

师：这回又是怎么回事呢？

幼：脸盆是宝宝的，月亮也到脸盆里去了。

……

通过与幼儿的互问互答，幼儿进一步明确了月亮所在的不同
位置，不仅帮助了幼儿的理解也促进了幼儿对诗歌的记忆。

另外，诗歌中“挂”、“漂”、“盛”这三个动词也是难点
所在，在理解与学说时我强调得较多，方式有听辨确认、图
片辅助和结合实际，特别是“盛”这一动词，我引用孩子每
天都会接触到的饭碗，知道饭装在碗里叫“盛”，帮助幼儿
理解“月亮在脸盆里也可以叫做‘盛’”。

而在诗歌、儿歌学习中，如何提高幼儿学习的趣味性是大家
都比较困惑的，在这次诗歌朗诵过程中，我在练习策略上进
行了一些尝试，发现幼儿主动性还挺高的。我是这样尝试的：
在每一次练习时都有不同的要求，首先一起边看图边和老师
一起练习；接着老师退出，只看图；然后连图也退出，全凭
记忆；最后是通过分男女、分组等形式来进行比赛，因为进
入中班幼儿好胜心更强，所以通过教师有意识地一次次挑战、
比较，幼儿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

大班月亮的味道教案反思篇三

《月亮的味道》是一本由波兰作家麦克格雷涅茨创作的著名
图画书。这是一本非常简单的图画书，单看一幅幅精美的图
画就能猜出故事大概。故事本身浅显易懂，讲述了月亮和一
群小动物之间的故事。同时，这又是一本充满童趣和智慧的



图画书。

题目“月亮的味道”就足以使孩子们的小脑袋中产生无数的
小问号：月亮可以吃吗？是软的，还是脆的？它是什么味道
的？是甜的，还是咸的？这样饱含智慧的标题不但勾起了孩
子们的食欲，而且也吊足了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可是，该怎
样才能品尝到月亮呢？一群小动物们采用“叠罗汉”的方式
搭起了天梯，一点一点向月亮靠近……动物们在“叠罗汉”
的过程中没有遵循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的规则，可是天梯不
但没有倒，反而竖得越来越高了。天梯每增高一节，月亮就
会跳高一点。此时，童趣便在这一类似游戏的过程中充分展
露出来。最终小动物们有没有吃到月亮呢？由于月亮的疏忽
和大意，最顶端的小老鼠成功地够到了月亮，动物们如愿以
偿地品尝到了月亮的美味，最后满意地睡着了。故事本该就
此结束，偏偏这时一条小鱼出乎意料地走进了故事，它在说
出自己疑问的同时也把无数小读者引进了未完的思考中。

夜晚，高高挂在天上的月亮在成人的眼里已经是遥不可及的，
更不要说会想到去品尝一下月亮的味道了。但是，在这则故
事中，那一轮皎洁的明月被幻化成了令人垂涎欲滴的“食
物”。不是吗？在孩子们的眼里，它像极了一片香喷喷的薯
片，还像极了一个诱人的冰淇淋球。而故事中的小动物们，
为了能吃到那美味的月亮可谓不惜一切代价。在“够”月亮
的过程中，小动物们“叠罗汉”的执着和合作精神令人感动，
故事中小动物们那可爱的“坚忍不拔”“坚持到底”对孩子
们来说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孩子大多都知道天上的月亮是不可能吃到的，但他们又相信
故事中的小动物们确确实实吃到了月亮，这就是童话故事的
奇思妙想带给孩子的无限乐趣。在这次教学活动中，我很好
地把握了故事的主旨，并力求让孩子体验故事的情趣。如教
学中我请孩子们学一学小动物的话，让孩子融入角色体
验“摘”月亮的快乐，获得语言练习的机会。尤其在活动环
节的设计上，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月亮是什么味道的”，



由此激发孩子听赏故事的兴趣。

在欣赏过程中，我采用了“听赏一想象一讨论一体验”的方
式，预设了一些插问，如“小动物们都很着急，请你们帮帮
它们，怎样才能够够到月亮”“小动物们挤在一起睡着了，
让你感觉怎么样”，这些插问在启发孩子想象的同时，更帮
助孩子理解作品内容，并进而体会小动物们坚持不懈的精神。

在设计活动环节时做了一些精心的设计和安排，做到前后呼
应，如开始部分我让孩子数数有几个小动物在看月亮，想尝
尝月亮的味道呢？在最后小动物尝到了月亮的味道后再来数
一数有几个小动物，从而引出下一环节“小鱼”，激发孩子
继续阅读绘本的兴趣。

当然在活动中还有值得探讨研究的地方，如在讲述故事中，
教师还需要注意处理好语气语调以及适度的情感渲染。还可
选用适当的乐曲，营造温馨的欣赏氛围，音乐的烘托和渲染，
教师富有情感的语言表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当小老
鼠“摘月亮”时，配上更加优美流畅的音乐；当小老鼠“吃
月亮”时，配上活泼诙谐的音乐；当小动物们“同枕共梦”
时，再配上舒缓的梦幻曲。这样处理，会进一步加深孩子对
故事情节的理解，增强孩子对故事情趣的感受。

大班月亮的味道教案反思篇四

结合小班幼儿用嘴感知世界的特点，以吃和食物作为孩子探
索学习的方法和途径，来开展小班孩子的阅读活动，将有效
的提高孩子语言表达的能力。因此，《月亮的味道》一课将
运用孩子喜欢吃的特点，将月亮变成了一种食物，孩子通过
将食物来感知抽象的月亮。

1.欣赏绘本《月亮的味道》，掌握句子来到我背上来，说不
定我们能够得着。



2.能用简单的形容词或简单的句子猜想月亮的味道。

3.体验集体阅读带来的乐趣。

用简单的形容词或简单的句子猜想月亮的味道。

《月亮的味道》ppt

一、导入部分：

播放ppt通过月亮的幻灯片，引导幼儿猜测、联想，引出活动
内容。

指导语：你们看到了什么？(月亮的真实图片)这个月亮它在
哪儿？-天上。月亮高高挂天上！小朋友们摸过月亮吗？把手
伸出来，然后闭上眼睛，老师请你们摸一摸月亮，小朋友摸
着月亮了吗？哦，小朋友睁开眼睛，月亮已经回去了。

二、基本部分：

1.教师引导幼儿简单欣赏故事内容。 ( 根据幻灯片简单讲故
事 )指导语：哇！快看看这是什么？图上都有什么？这个月
亮它像什么？这样的月亮美不美？小朋友想不想尝一口？有
没有哪个小朋友吃过月亮的？那小朋友们猜想一下月亮是什
么味道的呢？小朋友再看看图上还有什么？它会是谁的眼睛
呢？仔细听老师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就知道了。

(图一)夜里，动物们望着月亮，总是这么想。可是呢，不管
怎么伸长了脖子，伸长了手，伸长了腿，也够不着月亮。

(图二)有一天，一只小海龟下定了决心，它要一步一步爬到
最高的山上，去摸一摸月亮。

(图三)爬到山顶，月亮近多了。可是，小海龟还是够不着。



海龟叫来了大象。

提问：小乌龟够着月亮了吗？如果你是小乌龟你会怎么办呢？

(图四)大象，你到我背上来，说不定我们够得到呢！月亮想，
这是在和我玩游戏吧！大象的鼻子往上一伸，月亮轻轻地往
上一跳。大象还是够不着，它叫来了长颈鹿。

提问：小乌龟是怎么对大象说的？大象叫来了谁？大象是怎
么对长颈鹿说的？

(图六)小动物们叫来了老鼠提问：小动物们是怎样邀请老鼠
的？

(图七)老鼠，快爬到我背上来，我们就能爬上月亮了！(图
八)只见，老鼠先爬到海龟身上，然后爬到大象的身上、长颈
鹿的身上、斑马的身上、狮子的身上、狐狸的身上、猴子的
身上，然后……咔嚓！它咬下一片月亮。

哇！月亮的味道真好。

然后，老鼠又给猴子、狐狸、狮子、斑马、长颈鹿、大象和
海龟，都分了一口月亮。大家都觉得，这是它们吃过的最好
吃的东西。

提问：小老鼠最后吃到月亮了吗？它是怎么吃到月亮的？小
老鼠是一个人吃月亮的吗？小朋友猜一猜小动物们吃到的月
亮会是什么味道的？ (总结孩子们归纳的味道)(图九)这天夜
里，大家挤在一起睡着了。

提问：他们为什么睡着了？

三、结束部分：

总结指导语：原来小动物通过互相帮助吃到的月亮有那么多



的味道啊，等会老师就请小朋友吃xx(水果)我们待会也去尝
尝月亮像xx一样的味道。

瑞士画家麦克？格雷涅茨笔下的绘本故事《月亮的味道》充
满童趣。

夜晚，高高挂在天上的月亮在成人的眼里已经是遥不可及的，
更不要说会想到去品尝一下月亮的味道了。但是，在这则故
事中，那一轮皎洁的明月被幻化成了令人垂涎欲滴的“食
物”。不是吗？在孩子们的眼里，它像极了一片香喷喷的薯
片，还像极了一个诱人的冰淇淋球。而故事中的小动物们，
为了能吃到那美味的月亮可谓不惜一切代价。在“够”月亮
的过程中，小动物们“叠罗汉”的执著和合作精神令人感动，
故事中小动物们那可爱的“坚忍不拔”“坚持到底”对孩子
们来说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大班月亮的味道教案反思篇五

5月5日，我在中山外国语学校上了一节《月相变化》的课。
本节课是我区“名特优”教师展示课，徐州科学中心组的老
师也都光临指教。其实我能有机会上这个展示课非常诚惶诚
恐。在课前我做了很多准备，可以说是很尽心去做这事。但
是我认为还有这样一些不足：

1、剪月相环节完全可以放到课上去做，因为学生可以看黑板
上没有哪个月相就剪哪个，比较灵活，不会耽误过多时间。

2、学生分组讨论少，因为学生表现比较沉默，我一时忘记让
学生讨论月相的成因环节。

3、在这之前观察月亮时应该激励孩子，让他们满怀兴趣，因为
“兴趣是观察的基点”。这点是受沈特级点拨而豁然开朗。
沈特级是从十五开始让学生观察月亮的，而曾宝俊老师他们
是从农历28开始看月亮的，角度不同，但是都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值得我学习。做什么事都要多动脑筋。

4、在观察月亮时，每次观察5分钟还是观察10秒钟。木易老
师说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提的很好，也表现出我布置的不够细
致。木易老师认为10秒钟就足够了。

5、我们把整个月的月相贴到了黑板上，应该怎样贴，特别是
农历下半月，刘东老师提的意见很好，怎样兼顾月亮的亮面
和太阳照射的方向？我认为下次可以改变。

左老师、曾老师，雪妹妹，英丽妹和刘荧妹也都发表了自己
的高见，很令我钦佩，

特别是左老师说的叫给学生的三句话，让我回味，我也要把
这样三句话教给我的学生，让他们懂得倾听、知道自己怎样
与他人交流“我觉得??我想给他提个意见??我不同意他的观
点，因为??”

真理越辩越明，希望这样的活动经常搞，我自己也得到了很
好的锻炼，盼望下次活动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