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妈妈辛苦了教学反思中班 小
班音乐教案及教学反思我的好妈妈(优

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小班妈妈辛苦了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1.初步感受歌曲优美的旋律，学习用连贯、柔和的声音演唱
歌曲。

2.在理解歌词内容的基础上学习创编合适的歌表演动作。

3.增强爱妈妈、关心妈妈的情感。

1.音乐磁带一盒。

2.请一位配班老师做好情景表演的准备。

3.简单的场景布置(小桌一张、上面放一只茶杯，小椅子一
张)教学过程：

师：妈妈工作了一天，辛苦吗?回到家，我们应该怎样关心、
照顾妈妈?(引导幼儿大胆地谈一谈怎样关心、照顾妈妈。)

1.欣赏视频。

师：我们来看看这个小朋友是怎么关心她妈妈的。(播放视
频)她做了什么事?



教师根据幼儿的讲述用歌词来小结。

2.教师范唱。

师：今天我们就要学一学这首好听的歌曲，它的名字叫《好
妈妈》。现在听老师来唱一唱。

3.幼儿轻声跟唱。

师：请你们轻轻跟着老师来唱一唱，老师想听听小朋友好听
的声音。

4.完整学唱歌曲。

师：小朋友来自己唱一唱。

1.大胆学习创编动作，并请创编好的幼儿带领其他幼儿表演。

师：请你听着音乐想一想可以做什么动作。(边放音乐边想动
作)请一个小朋友来和老师表演。老师扮妈妈，小朋友做孩子。

2.幼儿做孩子，老师扮妈妈，边唱边表演。

3.请一半幼儿扮做妈妈，一半幼儿扮做孩子，边唱边表演。

小班妈妈辛苦了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活动目标：

1、比较物品的大小，将物品按大小进行匹配。

2、能用各种方式招待客人，并用短句进行表述。

3、培养幼儿的尝试精神，发展幼儿思维的敏捷性、逻辑性。



4、激发幼儿学习兴趣，体验数学活动的快乐，并感受集体活
动的乐趣。

学习重点：

比较物品的大小，将物品按大小进行匹配。

学习难点：

用短句对物品的大中小进行表述。

活动准备：

1、教师教具：《三只熊》课件;大、中、小三只玩具熊;大、
中、小区分度较明显的同类物品：三把椅子、大中小玩具等。

2、幼儿学具：操作材料包：三只熊

活动过程：

1、演示课件，提问：

(1)房子里住着怎样的三只熊?

(2)熊的家里有什么?它们是一样的吗?

(3)三只熊回来发现什么东西变了?会说什么话?(教师用不同
的音色区分三只熊的说话：熊爸爸粗粗响响的声音、熊妈妈
不那么响的声音、小熊尖声尖气的声音)

小结：三只熊家里的东西有的大大的、有的中中的、有的小
小的。大熊最大，喜欢用大大的东西;小熊最小，喜欢用小小
的东西;中熊不大也不小，喜欢用中中的东西。

1、认识客人：(出示三只玩具熊)三只熊来我们班做客，我们



跟它们打打招呼：“小熊你好!中熊你好!大熊你好!欢迎你们
来做客，欢迎你们来我们幼儿园玩。”

2、招待客人：(出示三把椅子)这里有三把椅子，谁来请三只
熊坐下来?

幼儿可能a：不会关注椅子的大小，直接让三只熊坐下去。

教师预策略：询问全体幼儿，让幼儿关注匹配。

幼儿可能b：会按照熊的大小，让不同大小的熊坐不同大小的
椅子。

教师预策略：请幼儿说说匹配的理由。

小结：原来招待客人时，大熊坐大椅子，中熊做坐中椅子，
小熊坐小椅子。

4、幼儿操作，老师巡回观察指导：

(1)观察幼儿能否正确分辨物体的大中小，并进行合理匹配。

(2)指导幼儿把大中小不一样的物品粘贴在合理的地方。

(3)关注能力弱的幼儿，引导他们认真倾听并操作。

5、集体讨论：看看我们都把合适的礼物送给三只小熊了吗?

幼儿可能：操作中有幼儿发生了错误。

教师预处理：追问“错在哪里?为什么?”并请出错的幼儿自
行纠正，用短句说出理由。

(三)找一找【这环节通过找一找，进一步积累幼儿对大中小
的认识】



拓展：带领幼儿在教室等处去寻找大中小的物体。

活动反思：

幼儿乐于在玩中去学习各种知识，对数、大小的概念和都有
了些零碎的认识，同时他们对数数、比大小等也非常感兴趣，
对周围事物充满了好奇心，对都很喜欢听故事，所以在活动
过程中，通过故事将整个活动贯穿起来，发现三只熊的关系
和大小。

在这个感知的过程中，让幼儿在观察、操作、讲述、游戏中
求知，并在原有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感受新的体验，获得新的
经验。

小班妈妈辛苦了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1、理解歌曲内容，初步学唱歌曲，增进关心妈妈、爱妈妈的
情感。

2、感受歌曲的优美旋律，能大胆表演歌曲所反映的情景。活
动准备

1、挂图；磁带和录音机。

2、情景表演的活动教具。活动难点唱好“妈妈”的符点部分。
难点剖析小班幼儿节奏感还不敏感，通过图片的支架及拍手
练习解决这一难点。

一、出示图片，引出课题

提问：图片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二、理解歌曲内容



1、教师范唱歌曲，提问：

妈妈劳动了一天，感觉怎么样？

宝宝帮妈妈做了什么事情？

2、教师逐一出示其他图片，演唱歌曲一遍。

3、教师指图提示，引导幼儿记忆歌词。

三、教师弹奏歌曲旋律，幼儿根据歌曲节拍和节奏边拍手边
念歌词。

四、学唱歌曲

1、教师演唱，幼儿轻声跟唱歌曲数遍。

2、教师示范歌曲中附点的唱法，引导幼儿唱好“妈妈”的附
点部分。

五、学习歌表演

1、幼儿欣赏歌曲录音，幼儿自由表演歌曲内容。

2、教师做妈妈，幼儿做小朋友进行情景表演。

3、请幼儿分组扮演妈妈和孩子，跟着歌曲录音表演唱。

通过图片的直接观察，引导幼儿说出歌曲的内容。

倾听歌曲，通过提问的方式帮助幼儿理解歌词。

用图片支架的方式帮助幼儿记住歌词。

分步练习是为了让幼儿更好地



掌握节奏。

这是本次活动的一个难点部分，通过图片的支架及拍手练习
解决这一难点。

小班妈妈辛苦了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在设计这个活动前，我先找了一套以前的教材，把这个故事
读了几遍，发现这个故事不仅蕴含了一些小动物主要特征的
科学知识，而且整个故事的情感基调是比较深的，有人与人
之间的关爱，有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故事简单又不失趣
味和意义。

一、采用提问方式引出故事

活动开始，我采用了几个简单的提问，如“我们都有妈妈，
对不对呀？”“你们爱你们的妈妈吗？”“妈妈不在家的时
候，你们会有什么感觉？”在提完这个问题后，小朋友的情
绪被拉动了，吴奕冉说：“妈妈不在家，我会很想她！”蒋
毅说：“我会让爸爸去找妈妈！”成绩越说：“我觉得我很
伤心！”宝宝们的回答都很不错，蛋上课时我似乎吝啬了我
的表扬，这点事我当时疏忽的。“今天小猪的妈妈也不在家，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刚才小朋友的思绪一下子又被引回
到了故事的开场。小朋友各抒己见，想法很多，就这样，让
孩子们带着好奇心，来听了故事。但课后我感觉讲故事时我
的语言还是过快了。

二、采用重点提问解读故事

讲完故事后，我又通过了几个提问来对故事进行了一个简单
的解读，让幼儿能巩固故事，理解故事。如“故事中，猪妈
妈不在家，有谁来帮助小猪？”问题还是很容易，小朋友们
都争着想来说一说，紧接着我又问“它们是怎么帮助小猪的
呢？”这个问题，不仅让幼儿巩固了故事，而且还用动作表



演的方式让幼儿理解了故事的难点，把小动物的特征很好的
采用生活化的方式解释出来。像“大象妈妈的长鼻子像莲蓬
头”，很多小朋友都不理解，后来通过动作及让孩子们把平
时洗澡的经验结合，一下子就让孩子们明白了。

三、故事解析重视渗透情感

故事最后，讲到小猪还是很想自己的妈妈，这时我提问“小
朋友，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助小猪吗？”小朋友就开始
有了说的欲望，很多小朋友说的想法有雷同，如“开车去见
妈妈”，“乘飞机去妈妈那”，“坐三轮车去看妈妈”，还
有的孩子在我的提示下说了“打电话给妈妈”，说了很多我
继续提问“那听到妈妈的声音，或见到了妈妈，你会说什么，
做什么呢？”，小朋友结合自己的情感，众说纷纭，有的
说“妈妈，我想你！”，有的说“妈妈，我爱你！”，有的说
“妈妈，我想死你了，你快点回来哦！”……再次的'集体阅
读后，我发现孩子们对故事已经熟悉了，很多幼儿都能跟
着ppt与我一起讲述。

在这个活动中，我发现提问的设计对幼儿的引导很有帮助。
而且，提问在活动中的作用很重要。相对来说，这个活动还
可以。

在上这个活动前，我与黄莉老师交流过如何来上，她给了我
很多提示，我也学到很多。（――汤徐燕）

附故事：小猪的妈妈不在家小猪的妈妈住远门去了，邻居们
都来帮忙照顾小猪，邻居家的小朋友也来了，小猪真高兴！
他拿出自己的玩具和他们一起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小猪
身上脏了，没关系！没关系！大象妈妈帮小猪洗澡，象鼻子
像个莲蓬头，把小猪冲得干干净净。小猪肚子饿了。

没关系！没关系！牛妈妈喂他香香的牛奶，让小猪吃得很饱
很饱。小猪觉得困了，没关系！没关系！



袋鼠妈妈把小猪放在袋子里，鸟妈妈飞来唱摇篮曲。

小班语言《小猪的妈妈不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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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妈妈辛苦了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活动目标：

1、比较物品的大小，将物品按大小进行匹配。

2、能用各种方式招待客人，并用短句进行表述。

3、发展目测力、判断力。

4、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判断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5、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学习重点难点：



学习重点：比较物品的大小，将物品按大小进行匹配。

学习难点：用短句对物品的大中小进行表述。

活动准备：

1、教师教具：《三只熊》课件；大、中、小三只玩具熊；大、
中、小区分度较明显的同类物品：三把椅子、大中小玩具等。

2、幼儿学具：操作材料包：三只熊

活动过程：

（一）三只熊（结合小班幼儿在情景中理解接受的学习特点，
以故事情景导入，既起到集中幼儿注意力的目的，也容易帮
助幼儿理解大中小，及其匹配关系。）

1、演示课件，提问：

（1）房子里住着怎样的三只熊？

（2）熊的家里有什么？它们是一样的吗？

（3）三只熊回来发现什么东西变了？会说什么话？（教师用
不同的音色区分三只熊的.说话：熊爸爸粗粗响响的声音、熊
妈妈不那么响的声音、小熊尖声尖气的声音）小结：三只熊
家里的东西有的大大的、有的中中的、有的小小的。大熊最
大，喜欢用大大的东西；小熊最小，喜欢用小小的东西；中
熊不大也不小，喜欢用中中的东西。

（二）三只熊来做客（这环节通过招待三只小熊的情境，引
导幼儿理解并匹配物体的大中小）

1、认识客人：（出示三只玩具熊）三只熊来我们班做客，我
们跟它们打打招呼：“小熊你好！中熊你好！大熊你好！欢



迎你们来做客，欢迎你们来我们幼儿园玩。”

2、招待客人：（出示三把椅子）这里有三把椅子，谁来请三
只熊坐下来？

幼儿可能a：不会关注椅子的大小，直接让三只熊坐下去。

教师预策略：询问全体幼儿，让幼儿关注匹配。

幼儿可能b：会按照熊的大小，让不同大小的熊坐不同大小的
椅子。

教师预策略：请幼儿说说匹配的理由。

小结：原来招待客人时，大熊坐大椅子，中熊做坐中椅子，
小熊坐小椅子。

3、操作任务：三只熊来做客，我们要拿出礼物来招待小熊呀，
看看这里有些什么礼物？（出示操作材料包上的“草地”，
边并排粘贴大中小三只熊）这些礼物都一样大吗？哪些礼物
是最适合送给大熊的、中熊和小熊的，4、幼儿操作，老师巡
回观察指导：

（1）观察幼儿能否正确分辨物体的大中小，并进行合理匹配。

（2）指导幼儿把大中小不一样的物品粘贴在合理的地方。

（3）关注能力弱的幼儿，引导他们认真倾听并操作。

5、集体讨论：看看我们都把合适的礼物送给三只小熊了吗？

幼儿可能：操作中有幼儿发生了错误。

教师预处理：追问“错在哪里？为什么？”并请出错的幼儿



自行纠正，用短句说出理由。

（三）找一找（这环节通过找一找，进一步积累幼儿对大中
小的认识）

拓展：带领幼儿在教室等处去寻找大中小的物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