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小班小雨点教案反思 小班小
雨人儿语言教案反思(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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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幼儿园小班小雨点教案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通过品尝活动，知道各种水果不同的味道，发展
幼儿的感知能力。

2．能用语言说出不同水果味道及自己的味觉喜好。

3．通过活动帮助幼儿认识汉字，甜甜的酸酸的。

4．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5．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活动准备：

苹果、香蕉、梨子、石榴、等水果。汉字字卡

活动过程：

1．我来尝一尝。参与品尝活动。

师：“大家看，这里有什么？”

（幼儿自由说出桌上的水果名称）



（启发幼儿说出：甜、酸）刚才大家都品尝了各种水果，谁
能告诉大家，你吃了哪种水果？是甜的还是酸的。

幼儿讲完后，教师小结：**水果是甜甜的.（或酸酸的）并出
示汉字字卡，领幼儿认读汉字。

2．玩游戏

（1）给字宝宝送水果：出示两个篓子，分别贴上甜甜的字卡，
让幼儿水果送进去，送完后教师验证。

（2）给水果送字卡出示两筐水果，一筐甜的水果，一筐酸的
水果。让幼儿送字卡，送完后集体验证。（教师拿出字卡幼
儿念）

（3）小结

今天我们品尝了一些甜的和酸的水果，谁来说说你喜欢吃甜
的还是酸的，大家都喜欢甜的，不喜欢酸的，其实酸的水果
也要吃，因为酸的有酸的营养，总之甜水果酸水果都要吃，
吃了我们身体棒。

活动反思：

幼儿喜欢做游戏，教师适时地开展对教学有帮助的游戏活动，
会将原本枯燥的识字变为幼儿乐学的活动。幼儿在游戏中学
习，全身地投入，真正让幼儿体验到了玩中学，学中玩，让
他们成为学习的主人，从而达到了识字教学的目。

幼儿园小班小雨点教案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学会歌曲《小雨沙沙沙》，并能用语言、动作、图画等表



达对乐曲的感受。

2.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为歌曲《小雨沙沙沙》伴奏或者伴表演
动作。

3.培养学生能正确的感知美，理解音乐作品，进一步激发学
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4.初步了解沙锤名称及使用技巧。

教学重点：

1.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在音乐活动中培养学生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培养学生有表情的歌唱，并在学唱中注意培养学生的节奏
律动感。

教学难点：

1.为歌曲创编舞蹈表演动作。

2.学生探索不同节奏型的伴奏节律。

3.了解沙锤名称及使用技巧。

教具学具使用：

电脑多媒体课件、录音机，磁带，伴唱带等笑脸将礼品等。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1.听音乐，老师和学生一起做律动复习上节课学习的歌曲



《小胖胖》。

2.师生问好。

二、创设情境

师：天色阴沉下来了，青蛙发哑的叫声、燕子、蜻蜓低飞，
鱼儿跳出了水面，蚯蚓，蛇爬出洞，地上反潮，石头上有水
珠，有手癣脚癣的人会发痒，起小水泡，狗狗吃起青草，蚊
子成群结团乱飞，大家感觉天气闷热的不得了，蚂蚁也忙得
赶快搬家。(生：要下雨了)

师：现在我们就来观察一下大屏幕上下雨的场景，随即放映
观看课件感受雨景的美好，说说下雨时自己的心情，还有想
法。

师：出示课题《小雨沙沙沙》，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歌曲《小
雨沙沙沙》，学生同老师一起念歌曲的题目，老师随即可以
点释小雨和沙沙沙着两个词的意思让学生回答。

师：出示沙锤，请学生观察这个打击乐器并上来用它来表演
下小雨时发出的沙沙沙的声音，同学们鼓励同时大家也用自
己喜欢的人声或者起他的声音来表示下小雨的声音，老师点
评鼓励。

三.出示课件歌曲《小雨沙沙沙》，师生读题目并朗读歌词，
在朗读的同时要注意小节数和段落3段，最主要的是要注意到
两个相同地方旋律(1.3)和(2.4)句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要强调
清楚，强调歌词三段内容，让学生记住小雨落在花园，鱼池
和田野里这三个地方，还有再就是节奏是中速活泼地演唱方
式。

四、学唱歌曲



1.教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唱这首歌曲。用电子琴一句一
句的听唱歌曲，强调三段歌词让学生无形的记忆，分辨(1.3)
句歌词相同的唱音，(2.4)相同的前半部分，不同的是最后部
分，希望同学们一定要区分开，这首歌曲就好唱多了。

2.看课件范唱，三维动画加深学生的记忆能力和歌唱爱好。

3.分组唱这首歌曲，用笑脸红旗奖励贴在黑板上鼓励。老师
也可以用语言鼓励。

4.分男女角色演唱。

5.给歌曲配伴奏的电子琴节奏音行让学生自由演唱，老师可
以用点头的方式大节拍节奏，也可以让学生笑声拍手给自己
打节奏演唱歌曲。

6.给歌曲伴既兴的歌表演动作，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来边唱边
表演，同时放大屏幕课件伴奏。(分别扮演花儿、鱼儿和苗儿
即兴歌表演)。

五、复习巩固

2.扮演花儿、鱼儿和苗儿即兴歌表演动作要更加形象生动一
点加深记忆。

3.师：电子琴伴奏，分角色去学唱这首歌曲，前半句可以让
女同学唱，后半句歌词可以让男同学去唱，老师指正并鼓励。

4.检查学习情况并作出纠正。老师用游戏“两只小手指点
点”还有以年级语文课文《古诗两首》等去组织学生纪律。

5.继续强调在歌唱的过程中注意两句相同的地方应该怎么唱，
还有小雨沙沙沙的声音要唱的轻一点形象一点。

8.回过头来听听范唱课件歌曲，听听别人是怎么表演这首歌



曲的，跟唱歌曲。

9.几个同学上台表演唱给所有的同学听听，请他们伴奏表演，
互相学习指导鼓励。

六、活动

2.请你代表植物、动物对春雨说一句感激的话吧。

3.让学生上台画一画下小雨的图，要求是自己印象中下小雨
的场面。

4.说说我心目中的春天是什么样子的。

5.如果有时间老师读配音散文诗《雨天漫步》给大家听，感
受雨天的美好。

七、小结

我们通过对下雨前的征兆的判断知道了要下雨，观察课件图
下雨场景，通过对沙锤的了解让我们知道了用它怎么表演下
小雨的声音，通过课件学习了这首歌曲，配有歌表演动作，
让我们初步知道为这首歌曲怎么样即兴表演，画了一幅下小
雨的画，让我们对下小雨的印象记忆犹新，同学们今天大家
的收获可不小啊，继续努力吧!

幼儿园小班小雨点教案反思篇三

春天不知不觉已来临，大自然洋溢着一片春的气息，我班也
随着春天的来临开展了《春天》主题活动，在活动中幼儿感
受到春天美丽的大自然，也知道春天是个多雨的季节，而下
雨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自然现象，幼儿的年龄特点喜欢雨，
他们常常兴奋谈论着。我抓住这一特征，利用这一自然资源，
引导幼儿有意识地去观察、感受、了解雨。



1、感受和表现声音的大小，学习用不同的演奏方法，表现大
雨和小雨的不同节奏和音色。

2、根据大雨和小雨的不同音色和节奏，探索铃鼓的不同演奏
方法。

3、在教师的眼神和动作帮助下，随时控制铃鼓，使其不发出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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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感受和表现声音的大小，学习用不同的演奏铃鼓的方
法表现大雨、小雨的不同节奏和音色。

难点：根据大雨和小雨的不同音色和节奏探索铃鼓的不同演
奏方法。

1、教学挂图《大雨和小与雨》

2、将座位排成一个大圆圈。每人一个铃鼓。

1、设置对话，回忆导入。

活动一开始，我设置谈话引导幼儿回忆有关下雨的经验。因
为幼儿喜欢雨，只有他们感兴趣的，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动
机。

2、欣赏歌曲，感受意境。

这是活动的基本环节，也是本活动的重点，我引导幼儿在感
受大雨、小雨的`不同音色及节奏后用动作表现出来：大雨的
声音大大的，请几个小朋友用动作把大雨表现出来。?我鼓励
幼儿在欣赏歌曲后和同伴讨论并表演出来，幼儿通过对音乐



的理解，知道大雨的声音大大的，可以用拍手等动作表示。
接着用同样的方法理解小雨的音色和节奏。

3、视听结合，学唱歌曲。

先用较慢的速度清唱歌曲，引起幼儿兴趣。然后用夸张的手
势表现大雨和小雨，让幼儿加深印象。接着就和幼儿一起配
上动作。

4、出示铃鼓，模仿音色。

这是本活动的难点，我鼓励幼儿发挥想象力，用铃鼓来演奏
大雨和小雨的声音。将幼儿分成大雨和小雨组，来进行游戏
演奏。

本活动课达到了活动目标，但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及动作来
表现大雨和小雨，一节好的音乐活动应该体现“教学生活
化”的教育理念，也应该是一种艺术享受，我会在以后的教
学实践中，在新的教育理念熏陶下，不断探索，不断成长!

幼儿园小班小雨点教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看图理解图意。

2、教育幼儿同伴之间要友好相处。

活动准备：

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部分

师：（出示图片）

二、看图学短句

师：这两个小朋友在玩积木，看看红红搭的是什么？她搭好
了吗？你知道她问冬冬什么？（放录音）

师：红红是怎么说的？你们会说吗？（幼儿集体说几遍）

三、听故事，理解图意

师：红红和冬冬真是有礼貌的好宝宝，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
是怎样记的。（教师讲述故事一遍）

活动反思：

《搭积木》活动主要是让幼儿知道与小朋友游戏时也要使用
礼貌用语，友好地玩游戏。孩子们现在已经熟悉幼儿园内的
生活了，玩玩具并不陌生，可是总有孩子出现争抢玩具的现
象，通过本次活动，孩子们学会观察图片，并能用简单的词
汇讲述图片内容，知道与小朋友游戏时也使用礼貌语言，友
好地玩游戏。重点提醒了幼儿使用“谢谢！”“别客
气！”“请你给我…好吗？”等短语和别人交往。

幼儿园小班小雨点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在说儿歌活动中感受秋风的顽皮和可爱。

2、能在教师引导下运用儿歌中的句式进行简单的创编。



活动重点难点：

重点：在教师引导下运用句式练习说话。

难点：初步理解儿歌中动词的运用并尝试创编简单的句子。

活动准备：

风娃娃图片、白云、叶子、大雁、菊花、大自然图片。

活动过程：

一、看图谈话导入

看图，请幼儿说说图中有什么？风娃娃在干什么？白云和叶
子在哪里？是怎样动的？

二、学习理解儿歌

1、漂亮的图画中藏着一首有趣的儿歌，名字叫《秋天的风》，
我们一起听听（放音频）。

2、提问：秋天的风和谁做游戏了？是怎样做游戏的？请幼儿
用肢体表现“吹”、“飘”、“追”的动作。

3、看视频，随画面变化说儿歌。

三、迁移练习说话

秋天的风还想和更多的朋友一起玩，我们看看它还和谁一起
玩了？

1、教师出示大雁的图片：大雁在干什么？（飞）秋天的风会
怎样和大雁玩呢？引导迁移句式创编：秋天的风，陪（追、
带）着大雁飞。



2、教师出示菊花图片：菊花什么样子？秋天的风害怕吹落花
瓣，很小心地和菊花玩，它会怎么和菊花玩？引导创编句子：
秋天的风，看（望、抱）着菊花开。

3、教师出示小朋友走进大自然的图片：秋风带小朋友走进大
自然，小朋友大自然中做什么？（小组看图讲述小朋友在秋
天大自然中的活动）

4、巩固：教师出示所有图片，幼儿看图完整说儿歌（包含创
编的句子）。

5、播放音乐，教师朗诵儿歌，幼儿轻声跟诵，并和老师一起
用动作表达儿歌表述的内容（离开座位）

四、结束部分

秋风调皮、可爱吗？为什么？我们一起出去找找秋风，看秋
风在幼儿园里和谁在做朋友，我们也要和秋风做朋友。

活动反思：

引导创编，迁移句式练习说话时，只有少数幼儿愿意主动发
言交流，有初步的想象能力。大部分幼儿比较被动，只愿意
和大家集体一起说。幼儿基本上能根据动词做出动作，但是
主动运用动词的时候需要教师不断引导。随音乐轻声说儿歌
和教师一起表演儿歌时，幼儿情绪好，都能动起来。户外找
秋风时，知道树叶动了就是秋风在和树叶玩，脸上凉凉的是
秋风吹在脸上，知道秋风是看不见、抓不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