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可爱的苹果教学反思中班 可爱的家
教学反思(通用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可爱的苹果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本节课，深受学生的喜爱，教学效果明显。有一下几点优势
与不足：

1、趣味性：对于学生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将教学内容
趣味化，利用孩子喜爱游戏的特点，充分发挥他们的自主性、
能动性，使学生在玩中乐，在乐中学，轻松愉快地掌握了知
识。

2、科学性：教学必须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本次活动中
教师确定游戏的内容，玩什么，怎样玩，并非单一的规定孩子
“一二三，齐步走。”这样让孩子在实践中探索生活环境的
人事景物。在侧重游戏的同时，兼顾到了对说唱游戏的影响，
相互依附，科学共进。

3、教育性：本次活动中，对学生整体人格的发展，艺术能力、
鉴赏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和想象力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培
养。

另外，在本次教学中，还体现了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等特
征。

教育应坚持面向全体，因人施教的原则。本次活动在学生个
体发展教育方面关注不够，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改



进。

总之，新《课标》为教师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学科综合
促进学科协调发展是课程改革的需要。只要我们善动脑筋，
勇于创新，就一定能用成功的教学收获教学的成功。

可爱的苹果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可爱的家》是一首二声部合唱歌曲。歌曲描绘了一个温馨
而可爱的家庭，旋律抒情，柔美，音域不宽，适合这个年龄
段的孩子演唱。歌曲教学的重点是用优美，安详的声音演唱
歌曲，难点是用和谐的二声部合唱有感染力地表演歌曲。

合唱要:在“合”的基础上表达音乐形象，而学生往望对低声
部的音准把握不好，影响合唱效果。所以在合唱教学前，让
学生看低声部旋律，整体聆听合唱部分的旋律，让学生在聆
听中“找出”低声部的旋律，并跟唱。在唱的过程当中，将
高，低声部的旋律设计为家庭中某个角色的歌声，用旋律模
唱的方法学唱两个声部，或分组自主练唱相应角色的'旋律，
并互换旋律进行演唱。引导学生像和家人相处一样进行演唱，
做到“和睦相处”，互相配合“，”缺一不可“。

另外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声音的统一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因此在对中高年级学生的教学中，应该平时对他们进行歌唱
习惯的常规培养。有好的音色，合唱的歌曲才能够产生和谐，
更美的效果。在这节课中，就应该要求学生歌声要协调统一，
才能让学舌功能在听觉上得到更好的审美体验，从而达到合
唱教学的目的。

可爱的苹果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可爱的家》是一首二声部合唱歌曲。歌曲描绘了一个温馨
而可爱的家庭，音乐优美抒情，节奏舒展，旋律流畅，表现
了对幸福生活的赞美和向往。歌曲教学的重点是用优美，安



详的声音演唱歌曲，难点是用和谐的二声部合唱有感染力地
表演歌曲。

教学中我力求在“合”的基础上表达音乐形象，通过学习，
学生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家庭的温暖，从而启发了孩子
去爱自己的家，在合唱教学前，先让学生看低声部旋律，整
体聆听合唱部分的旋律，让学生在聆听中“找出”低声部的
旋律，并跟唱。在唱的过程当中，将高，低声部的旋律设计
为家庭中某个角色的歌声，用旋律模唱的方法学唱两个声部，
或分组自主练唱相应角色的旋律，并互换旋律进行演唱。引
导学生像和家人相处一样进行演唱，做到“和睦相处”，互
相配合“，”缺一不可。

另外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声音的统一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在平时对学生的教学中，我比较注重对他们进行歌唱习惯的
常规培养。有好的音色，合唱的'歌曲才能够产生和谐，更美
的效果。在这节课中，我要求学生歌声要协调统一，从而做
到在听觉上得到更好的审美体验，从而达到合唱教学的目的。

本节音乐课中自我感觉激情、投入和感染力还不够深入。在
新歌教学环节上，对学生难点点拨不够。由于受学生的家庭
条件、居住环境以及音乐基础等影响，许多学生课外很少接
触音乐，学生对音乐知识、音乐术语很陌生，在没有进行系
统的复习的情况下，学生课堂发言准确率不高。

可爱的苹果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你的家我的家》教学反思这节课是新教材第二册的内容，
它涉及到“综合·探索”这一学习领域。教学目标是：

1、记忆创造，感受生活乐趣，培养初步的社区意识。

2、了解各种房屋的形状、结构，掌握基本画法。



3、增强团结协作的集体意识，增进同学之间的友情。

教学重点是：掌握房屋基本特点，画自己的家。

教学难点：相互协作，辨别方向，画出家与学校的方位图。

看起来学习内容比较复杂，故我将学习重点分解，采用逐个
击破的方法。教学活动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解决房屋的基
本画法问题；第二部分解决辨别方向合理布局的问题。学习
方式第一部分采用个体独立完成作业；第二部分采用集体协
作完成作业。整体上采用先分工后合作的方式，让学生在活
动中既展示个体的魅力，又感受合作成功的乐趣。

这节课中，孩子们通过体验、创造，不仅学会了画各式房屋，
还学会了怎样辨识方向，也培养了他们的团结协作精神，孩
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中结束了这一课的学习。

可爱的苹果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本节课，深受学生的喜爱，教学效果明显。有一下几点优势
与不足：

一、优势

1、趣味性：对于学生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将教学内容
趣味化，利用孩子喜爱游戏的特点，充分发挥他们的自主性、
能动性，使学生在玩中乐，在乐中学，轻松愉快地掌握了知
识。

2、科学性：教学必须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本次活动中
教师确定游戏的内容，玩什么，怎样玩，并非单一的规定孩子
“一二三，齐步走”。这样让孩子在实践中探索生活环境的
人事景物。在侧重游戏的同时，兼顾到了对说唱游戏的影响，
相互依附，科学共进。



3、教育性：本次活动中，对学生整体人格的发展，艺术能力、
鉴赏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和想象力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培
养。

另外，在本次教学中，还体现了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等特
征。

二、不足：

教育应坚持面向全体，因人施教的原则。本次活动在学生个
体发展教育方面关注不够，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改
进。

总之，新《课标》为教师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学科综合
促进学科协调发展是课程改革的需要。只要我们善动脑筋，
勇于创新，就一定能用成功的教学收获教学的成功。

可爱的苹果教学反思中班篇六

在学校组织的一学期一次的公开教学中，我选择了《可爱的
草塘》作为我的教学课文。在课前，我还是深钻了教材，知
道这是一篇以写景为主的文章，于是定下了以读代讲的指导
思想。可上完课后我才发现并不如我所愿。

课文有两条线索，一是草塘的可爱，这包括风景优美和物产
丰富；二是作者感情的变化。我想我是上的第一课时，就通
过朗读去品味草塘的美。我设计了如下教学步骤：课前布置
学生查找北大荒的资料；初步感知课文内容；重点通过朗读
第五自然段“这么大这么美的草塘”及第十八自然段“草塘
中的小河”这两部分景色的描写体会北大荒的景色优美；我
还设计了多媒体课件，哪一句，哪些字都考虑全面，并穿插
草塘美景录像；我想虽然这节课可能无法让学生感受到作者
情感的变化，但能通过感悟、朗读来体会“景”与“情”的
内在联系。



经过如此考虑之后，我信心十足地进了课堂，课是上下来了，
但并不顺利，我心中总有一种忐忑不安。

但接下来的公开课评议让我豁然开朗，课文中“最重要的东
西”，我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我剥夺了，教学的设计，
我只从自己出发了……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和自责。

但我欣慰，我找出了本课教学的不足之处：

1 从学生的朗读中，可以看出学生的朗读基本功不够扎实，
在朗读时耽误了时间，致使后面的内容“草草收兵”。显然
这节课的教学设计并没有充分去备学生。

2 虽然设计是“以读感知”，但学生从读中感悟不深，老师
也没有及时引导学生深入感受草塘风景的美丽，老师好像怕
耽误教学时间多少显得有些匆忙。

3 这堂课并没有很好地体现新课程的理念，教师该讲的地方
没有讲到位，没有给学生创造自由开放的空间，没有创导自
主、合作、讨论的学习方式。学生的自主学习放不开手脚，
教学效果显然不会有效。

我深深地思考着、反思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