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蝌蚪教学反思 幼儿园小班美术
课教案小蝌蚪找妈妈含反思(优质5篇)

培养文明礼仪意识，需要从小事做起，逐渐形成良好的行为
习惯和价值观。培养良好的文明礼仪需要坚持长期的努力和
自我约束，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短期行为。如果你正在
写作文或者演讲关于文明礼仪的话题，以下范文可以为你提
供一些思路。

小蝌蚪教学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学习用手指压印和添画曲线的方法，表现各种动态的小蝌
蚪。

2.培养和发展幼儿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提高幼儿对美术活动
的兴趣及大胆作画能力，体验美术活动的快乐。

3.作品展示，欣赏作品并相互交流，分享成功的快乐。

4.引导孩子们在活动结束后把自己的绘画材料分类摆放，养
成良好习惯。

5.体验想象创造各种图像的快乐

活动重难点重点：

培养和发展幼儿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提高幼儿对美术活动的
兴趣及大胆作画能力。

难点：幼儿对小蝌蚪各种动态的表现。



活动准备

课件，黑色水粉颜料，彩笔，画纸，抹布。

环节教师行为

一、导入，激发幼儿兴趣。

二、引导幼儿观察小蝌蚪的基本形态。

三、教师示范讲解画法。

四、交代作画要求，教师巡回指导。

五、评价欣赏作品。

六、结束活动

1、手指歌导入

2、猜谜语;小小动物圆溜溜，细长尾巴游啊游。游来游去找
妈妈，长大以后吃害虫。

教师：

1、小蝌蚪是什么颜色?

2、小蝌蚪的.外部形状是什么样的呢?。(出示小蝌蚪图片让
幼儿比较)

3、小蝌蚪的生活方式是单独进行活动还是成群结伴?

4、出示青蛙图片，引出小蝌蚪找妈妈。

(1)、教师示范：用右手食指的指腹在颜料中轻轻蘸一下，然



后按在纸上再提起，这样小蝌蚪圆圆的身体就出来了。(春天
来了，青蛙妈妈坐在荷叶上看它的宝宝小蝌蚪游泳呢!)

(2)、画尾巴的时候，用彩笔画上弯弯细细的尾巴，这样小蝌
蚪就在游动了。

小结：如果小蝌蚪要往不同的方向游，只要把尾巴画在身体
的不同地方。

1、注意点画方法，画出不同方向游的蝌蚪。

2、画完后需在抹布上擦干净手指，再拿笔添画。

3、大胆作画，保持画面整洁。

将幼儿作品布置到黑板，幼儿观看作品，教师给予简单评价。

幼儿集体唱《我上幼儿园》

活动反思：

在上好一节课时，我们一定要做好活动准备，包括了物质准
备，我做了40个小蝌蚪的头饰，让每个孩子都能体验模仿蝌
蚪的乐趣、画好了40幅彩色的池塘背景图，让每个孩子在视
觉上体验美的乐趣，受到美的熏陶。同时要做好经验准备，
课前我问孩子们，看过《小蝌蚪找妈妈》的动画片和故事吗？
没想到有的幼儿从来没有看过、也没听过这个故事，虽然是
少数的孩子，但是在课前需要孩子们都能了解这个故事的大
概内容，于是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动画片，还是我小时候看
的上海制片厂的水墨画的动画片，没想到每个孩子都聚精会
神非常认真地观看，并且要求再看一遍，连我都和他们一起
重温了我的童年了。现在的孩子只看《喜洋洋和灰太狼》之
类新的动画片。我问孩子们见过小蝌蚪吗？大部分的孩子只
是从动画片、图画书上见到过，所以我决定在上课时要给孩



子们拿几只活的小蝌蚪，他们一定很感兴趣、很开心。感觉
孩子接触活的动物太少了，接触大自然的也太少了。我让家
长回家带孩子了解小蝌蚪进化青蛙的过程，有条件的话，家
里养几只小蝌蚪，让孩子亲身观察，没有的话可以看图书和
上网了解，虽然这个知识点不是活动目标的内容，但是通过
这个活动，可以加强家园联系达到共同教育孩子的目的，也
可以引导家长在家如何教育孩子，都教育什么。老师也要有
经验准备，做好预设问题，熟记教案，把每个环节可能出现
的问题都要预想到，做好相应的准备和方案。孩子们上课积
极性很高，兴趣很浓厚，尤其是让两个孩子到前面做示范，
画蝌蚪，两个孩子都不想回去了，所以很好奇，兴趣很高。
美术活动，一定要把要求提明确，画画要求，卫生要求，把
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要想到，对幼儿要提出要求。

小蝌蚪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欣赏蝌蚪的动静形态，能用动作、语言、不同线条表达。

2、根据已有的各种表现手法的经验选自合适的材料表现蝌蚪
形象。

3、体验创造性表达的快乐。

【活动准备】

一只透明的装有一群小蝌蚪金鱼缸，投影仪，电视机，美工
角中各种材料的'准备（各色纸张，画笔，颜料，油泥，剪刀，
浆糊等）

【活动过程】

一、观察蝌蚪的外形特征，发现蝌蚪动作形态。



“我们班来了一群小客人，看看是谁啊？”（小蝌蚪）

“小蝌蚪漂亮吗？哪里漂亮？”

头大大的，圆形的，很漂亮。

身体黑黑的，很漂亮。

身体滑滑的，很美丽。

“小蝌蚪尾巴什么样子？”

细细长长的。

弯弯的像波浪线。

不对，有蝌蚪尾巴是直的。（屈老师）

“波浪线什么样子？直线什么样子？”（引导幼儿用动作表
现两种线条。）

“怎么有的是直的，有的是波浪的？”

小结：原来，直的蝌蚪在睡觉。尾巴弯的蝌蚪在游泳。

二、在“水族馆”音乐中扮演蝌蚪，感受两种线条及交替反
复的节奏。

“我们来做小蝌蚪到池塘里游游泳吧，我们的大脑袋呢？我
们的细尾巴呢？”

“听听清楚哪段音乐是蝌蚪游泳，哪段音乐是蝌蚪睡觉。”

幼儿在音乐旋律流畅部分作各种游泳状，在音乐平缓部分作
静态休息状。



三、探索各种方式表现蝌蚪。

“小蝌蚪真可爱，我们可以用那些方法来表现小蝌蚪呢？”

可以用纸撕一个圆作蝌蚪的头，贴起来再用笔画一个尾巴。

可以用颜料滴在纸上不就是一个蝌蚪的头了吗，再用棉签棍
子一滑脱出一条尾巴．．．

幼儿自行到美工角中选取材料，表现蝌蚪。

幼儿1：使用油泥制作蝌蚪。将油泥分成两份，一份搓成一个
圆球，一份搓成细长的棍子，再将两者粘在一起。他尝试将
尾巴搓成波浪线的，但不成功。制作好后他扶着蝌蚪的头在
油泥板上弯弯曲曲的移动，说：游泳喽。

幼儿2：几乎利用了纸全部的空间用画笔画了一个大蝌蚪，在
这个大蝌蚪的身体上用颜料滴出许多各种颜色的小蝌蚪。

小蝌蚪教学反思篇三

《小蝌蚪找妈妈》是一篇有趣的童话故事。文章写了一群小
蝌蚪在寻找妈妈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变成了小青蛙，并帮助
妈妈一起捉害虫的事。教材既呈现了青蛙生长过程的科学知
识，又蕴含了从小能独立生活、遇事主动探索的道理。

俗话说，好的开头是一节课成功的一半，因此，在导入新课
时，我从学生喜欢的小蝌蚪入手，通过有趣的动画演示，激
发学生对小蝌蚪的喜爱之情，然后让学生根据自己在生活中
的观察以及课外知识说一说对小蝌蚪的了解，同学们个个兴
趣盎然，争先恐后说着自己对小蝌蚪的了解。紧接着，我又
展示青蛙的图片，让学生观察小蝌蚪和小青蛙的不同，学生
观察仔细，能抓住特点说出它们的不同之处，紧接着导入新
课——小蝌蚪找妈妈。本文动词的使用比较有特点，在教学



中，我抓住“迎上去，追上去，游过去”三个表示不同动作
的词，首先让学生上台来做做动作，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储
备来感受对这三个词语的理解，尤其是当有的学生表演不到
位时，我让他找一位自己喜欢的朋友上来再演示动作，然后
两个人一起表演，学生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理解词语，而
且不容易忘记，最后再让学生表演读，增强对课文内容的理
解，了解小蝌蚪的礼貌和急切的心情。

不过在表演的过程中，由于过于注重学生的参与度，我让更
多的学生上台参与到表演读中，这部分教学时间有些超出，
因此，在后面提炼小蝌蚪找妈妈的过程中的变化的顺序时反
而略显时间不够，虽然学生也能说出小蝌蚪的变化，但个别
学生说的不够精准，这也是需要今后需要有效调控课堂需要
注意的地方。

文档为doc格式

小蝌蚪教学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能按8以内的数字匹配相应数量的物体，巩固对8的实际意
义的理解。

2、运用目测接数的方法感知、判断8以内的数量。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幼儿认识了数字8，有目测接数的经验。

2、物质准备：教具和学具。

活动过程：



一、音乐活动《小蝌蚪》。

教师带领幼儿随着音乐扮演小蝌蚪游进教室，并根据歌词内
容表演。

二、看数字找蝌蚪。

2、教师：你知道每只青蛙妈妈生了几个宝宝吗?你是从哪儿
看出来的?引导幼儿从青蛙身上的数字说出它生了几个宝宝。

4、教师：这些蝌蚪宝宝分别是哪位青蛙妈妈的'孩子呢?你是
怎么知道的?鼓励幼儿用目测接数的方法说出每群蝌蚪的数量，
然后再将蝌蚪的数量和青蛙身上的数字进行匹配，帮助青蛙
找到蝌蚪宝宝。

三、操作活动。

数一数、连一连。观察画面青蛙身上的数字，认一认是数字
几，再用目册接数的方法判断画面上有几个小蝌蚪，最后用
连线的方法帮蝌蚪找妈妈。

四、评价活动。

请个别幼儿讲述自己的操作活动，教师展示个别幼儿的操作
情况，对画面整洁的幼儿给予表扬和鼓励。

活动反思：

数学来源与现实，存在于现实，并且应用与现实，数学过程
应该是帮助幼儿把现实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的过程。教育活
动的内容选择应既贴近幼儿的生活来选择幼儿感兴趣的事物
和问题，有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和视野。充分利用幼儿现实
生活中的资源，通过作用于幼儿的活动对幼儿发生实质性的
影响，让幼儿在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系，体验数



学的重要和有趣。

小蝌蚪教学反思篇五

设计思路：

根据小班幼儿学习数的特点来看。孩子学数比较形象、直观。
因此，设计了这一教学活动。让幼儿通过教师所提供的特定
材料来感知“1”和“许多”，使幼儿在愉悦的气氛中感知数
概念。并通过游戏“找蛋”“还蛋”来感受帮助别人的快乐。

活动目标：

1、愿意参加游戏，感受帮助别人的快乐。

2、感知“1”和“许多”。

3、培养幼儿对数字的认识能力。

4、体验数学集体游戏的快乐。

5、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活动准备：

1、老师扮鸡妈妈，幼儿扮小鸡。

2、活动场地布置许多树、草(草内有若干鸡蛋和一只鸭蛋)。

3、一幅《母鸡生蛋》图，鸭木偶一个。

活动过程：

一、找蛋



1、老师和幼儿一起唱歌曲《母鸡下蛋》。

问：鸡宝宝你们听见了什么?

2、师：哎呀，我生了好多好多的蛋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请
你们帮我找一找。

幼儿找蛋。

二、还蛋

1、引导幼儿发现其中有一只不同的蛋。

3、鸭妈妈找不到自己的蛋会怎样?

4、请鸡宝宝把鸭蛋还给鸭妈妈。看看鸭窝里有没有鸡妈妈生
的蛋。

三、玩蛋

1、玩蛋宝宝。(幼儿随意的'在地上摆弄滚动)

2、师：请鸡宝宝把蛋放到篮子里，你给我一个，你也给我一
个-----。现在我的篮子里有多少蛋?(许多蛋)。

四、画蛋

2、师：咯咯嗒，咯咯嗒它又要生蛋了，我们一起把它生的蛋
画下来。

3、教师和幼儿一起把画贴在墙上，请小朋友以后再来给鸡妈
妈画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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