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不一样的舞姿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既然
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
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不一样的舞姿教案篇一

大班主题活动《不一样的我》，开展了为期两周的主题活动
来引导幼儿认识自我。对于即将进入小学的大班幼儿来说，
正处于自我意识形成与发展的最初阶段，而自我意识正是自
信心、自制力、自我评价能力等重要的心理品质形成的基础，
非常需要能够正确地认识自我、评价自我，从而充满自信地
去迎接以学习为主要活动的人生新阶段。

一、引导幼儿从外形入手，知道自己区别于他人的独特个体，
形成独立意识，并用各种方式来表现自己在外形、名字、个
体能力等方面的独特个性。

《不一样的我》、《我很特别》引导幼儿比较自己与同伴在
外部特征的异同，并能用自己喜欢的形式、方法表现出来，
幼儿给自己的照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了装饰，并写上了
自己的名字，还用绘画的手段表现出了自己区别于他人之处，
并能在集体面前介绍自己的特征。“名字的故事”、“把我
的名字唱出来”让幼儿认识了自己的名字，了解了自己名字
的含义和名字背后的故事，并以快乐的情绪反复哼唱自己的
名字，体验自豪感，“我，喜欢我自己”、“我是
谁”、“我能够”进一步地让幼儿认识了解了自我，努力展
示自己的长处，评价自我，树立自信心，了解自己在不同人
的眼里不一样的，自己除了外形与同伴不同，在身体动作方
面也有差异的。



二、给幼儿提供展示自我机会，并借助社会评价来完善自己
的角色形象。

“我是主角才艺秀”给每位幼儿提供了展示自己才艺的舞台，
通过此活动，让幼儿欣赏到了同伴的优点，产生了向同伴学
习的愿望，《我心中的英雄》、《我来学英雄》、《不认输
的小火车》等引导幼儿从英雄的身上发现值得学习的品质，
用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锻炼身体，学习英雄所具备的勇敢、
坚强、不服输的品质。

主题活动已结束了，幼儿在此活动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
动手能力、口语表达能力、绘画能力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
高，在整个主题活动的实施中，将主题内廷始终贯穿于幼儿
的一日活动中，如早上幼儿来园后，鼓励幼儿签到姓名，把
幼儿作品展示在主题墙上，让幼儿欣赏观察自己与同伴的不
同之处，在游戏活动中，幼儿能用各种形式来表现自己的特
征，教师始终创造各种机会，引导幼儿表现自我，体现纲要
的精神，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突出幼儿的主体地位。

不一样的舞姿教案篇二

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
家，伟大的行动者。

――罗曼・罗兰

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
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

――贝多芬

很多父母忽视了孩子的德商建设。殊不知，孩子的“德商”
高也是将来成才的绿色信号。



“德商”也是智商之一

哈佛大学教授兼精神病专家罗伯特・科尔斯，根据个人养儿
育女的经验，结合他周围人教育孩子的心得，著述出版了
《孩童的道德智商》。他认为：

1、道德智商不只是背诵条规得来。我们学习怎么跟人相处、
怎么对待他人时，也逐渐形成我们的道德观。这个学习过程，
是从我们所见所闻而记于心中的`，而成人的道德行为如何，
小孩子是最敏锐的觉察者。

2、要小孩说出他们如何看待成人的道德行为，不是件容易的
事，但他们确实也是我们的观察者。当我们想教导小孩子时，
其实有时我们也可以向他们学习。

3、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在传达信号给我们的孩子。所以说
对于道德智商的注意应从孩子们诞生的第一天就开始，因为
他们会观察和模仿成人的行为。我们要相信品格胜于知识。

4、在小孩进小学前后，他们开始为这世界设想种种原因，如
事情为什么和怎么发生的，及他或她应该在不同的情况下怎
样待人处事。这是小孩的良知开始启蒙的年龄，他们也开始
建立自己的一套道德观，同时，小孩也开始建立和巩固自己
的性格。

5、作为父母，面对孩子较难理解的举动，不应只一律责备，
而应尝试用一颗童心，去理解和开导他们。因为只有有了沟
通和理解，才能打开心扉，慢慢建立桥梁，将其纠正过来。

什么是道德商数？

其实德商就是善良，尽到责任与尽全义务的善良。科尔斯在
《孩童的道德智商》中提到一位小儿科医生在医务活动过程
中对儿童道德智商的深刻体验和理解：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心



态。他曾接触一位患上血癌而将死去的女孩担心自己会成为
一个负担，增加母亲的忧愁；有一名男孩子在车祸中弄伤右
手，他不仅为自己感到难过，他更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难过，
因为他父亲喜欢棒球、喜欢教他打棒球。

“德商”是孩子情感体验的必然结果

孩子最初的情感体验只表现为美感的体验，美感是人对事物
是否符合一定的审美标准所产生的体验。新生儿就有爱美的
倾向，随着感知和思维的发展，在环境与教育的影响下，孩
子逐渐掌握了审美的标准，美感得以发展。

孩子不仅喜爱整洁、色彩鲜艳的事物，厌恶陈旧、形态丑恶
的事物，而且能从音乐、舞蹈、纸工等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
中产生美感。孩子的美感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与道德感发生了
联系，因为孩子的具体形象――有形美感发展到一定程度，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便又产生了笼统抽象
的无形美感，多表现为人事行为，活动美感。而人事行为活
动美感，就是优秀的道德，这时的喜爱与道德感是一致的。

道德感是由人的道德需要能不能得到满足引起的，始终伴随
着道德认识产生的内心体验。孩子的道德感是在成人正确教
育下逐步形成的，成人的言行对孩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成人对儿童行动的评价及情绪表现，使3岁孩子产生了道德感
的萌芽，在完成成人指定的某项要求时，会出现愉快满意的
情感，而成人的责备会使孩子产生羞愧感，但并非真正认识
自己的过失。

随着孩子认识能力、判断是非能力的提高，在孩子园的集体
生活中，逐渐掌握了各种行为规则。有关研究表明，71．67％
的4岁儿童能运用一定的道德行为规则评价自己和他人行为的
好坏，并产生相应的道德体验，对自己的犯规行为产生羞愧
感，表现为低头、脸红、手摸衣服等。当他更大一点的时候，
儿童的义务感范围逐步从亲人扩大到同伴、老师，在幼儿园



的集体竞赛性游戏活动中，孩子的义务感、荣誉感都有较明
显的表现。尤其是情境对孩子道德感的产生有明显的影响。

道德感发展过程，就是德商形成过程

不一样的舞姿教案篇三

对于大班的孩子来说，非常需要能够正确地认识自我、评价
自我，从而充满自信地迎接人生的新阶段。在“不一样的
我”这个主题中，我们安排了丰富的活动，先引导幼儿从外
形入手，知道自己是区别于任何人的独特个体，形成独立的
意识；进而尝试用各种方式来表现自己在外形、名字、个性、
能力等方面的独特性，借助社会评价来完善自己的角色形象。

在为期两周的主题中，我们为每个孩子提供认识自我的机会，
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自己的舞台。

“名字的故事”中，幼儿认识了自己的名字，了解自己的名
字的含义和名字背后的故事，然后再“我的标记牌”中，运
用各色卡纸和皱纸等材料，装饰自己的标记牌，体验与众不
同的创新所带来的快乐。“把我的名字唱出来”这个活动中，
幼儿在反复哼唱自己的名字的过程中，对自己的名字产生喜
爱与自豪之情。活动中，幼儿以快乐的情绪，不仅体验歌曲
旋律的流畅性，也感受到了以接龙形式唱歌的有趣。

活动“我，喜欢我自己”，幼儿通过欣赏故事，从故事中的
青蛙从自信满满到否定自己、失去信心，而后又恢复自信的
心理变化过程中，进一步认识自我、了解自我，并学会了大
胆的评价自我。他们在努力展示自己长处的过程中，逐渐树
立了自信心。

活动“多么了不起”和“闪亮的星空”，都是通过同伴间的
互相评价，找到同伴的优点，体会被别人赞美的快乐，帮助
幼儿树立自信心。活动中，我有意识地先请刘亦心、盛林等



幼儿先站在集体面前接受赞美。不够自信的刘亦心起先还找
各种理由不愿意上来，当我把大家对他们的赞美之辞写在即
时贴上，并逐条粘贴在他的`身上时，我看到他的神情变得相
当自豪了。我引导孩子们互相观看身上的优点，让他们知道
自己都是个了不起的孩子。活动后，大家都把这些小纸片小
心的收藏起来，他们要让这些优点永远伴随着自己。

我们的班级就是一个美丽的夜空，每个小朋友就是夜空中一
颗闪亮的星星，他们都放射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希望在大家
的共同努下，我们大四班的夜空变得更加美丽！

不一样的舞姿教案篇四

读了杨红樱阿姨的《能闻出孩子味的乌龟》这本著作后，我
明白了：孩子也需要尊重。

这本书道出了我们小孩子的心声。文中描写的“安琪儿的妈
妈”和“杜真子的妈妈”，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很多。

书中说的孩子味儿，是指我们小孩子的童心。乌龟说得不错，
只要你一直有童心，那你的心就不会随着年龄一直衰老下去。
可是，现在有童心的孩子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因为有越
来越多的家长像安琪儿的妈妈或杜真子的妈妈那样，把孩子
当成了木偶，想让孩子干什么，孩子就必须得干什么，一点
也不尊重孩子。就这样，久而久之，这些孩子逐渐失去了童
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小老头”。

还记得刚开学时，有一天我在文具店里买本子，旁边有一对
母女也在挑选学习用品，那个小女孩从架子上抽出一本506格
的.稿纸，她妈妈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大声地骂她：“你才
读几年级呀？现在就买这么大的本子干嘛？”小女孩吓了一
大跳，她动了动嘴唇，似乎想反驳，可是又把话咽了下去。
小女孩把稿纸放回去，又拿起旁边的包书套，这时她妈妈又
凑了过来，继续大声骂：“买这种东西有什么用？浪费



钱！”她的样子好像是今天受了什么气一样，直把她女儿当
成出气筒，凶得不得了。小女孩只好又怯怯地把包书套放回
去。看了这情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唉，这位妈妈也许不知
道，她的行为会使她的女儿不再天真活泼，不再灵动可爱，
只会慢慢失去童心。因为她不尊重她的孩子！

很多家长都这样，打着“爱”的旗号，理直气壮地不尊重孩
子，肆无忌惮地做各种伤害孩子的事情。比如天天逼孩子上
辅导班、在公共场合责骂孩子、不许孩子看电视、不许孩子
玩……我想对这样的家长说：就是因为你们这样做，才使得
有童心的孩子越来越少。其实，孩子也需要尊重。

不一样的舞姿教案篇五

孩子也需要“炒作”

在我日常接触到的咨询家长中，我发现很多家长对于赏识孩
子存在很多的误区，以至于虽然知道应该赏识孩子，但真正
做起来、做到位的很少很少。大家都知道，要让孩子充满自
信、充满力量、积极向上，离不开赏识孩子，可是，我们为
什么赏识了也没有效果，以至于得出赏识无用的结论。这里，
我们来讨论讨论赏识孩子的智慧——放大赏识。

放大赏识，就是把一丁点我们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方面无限地
放大，进行正面强化，孩子就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得越来越好。

我家五岁的大女儿有一天想吃饺子，于是我们提议大家一起
来包饺子，我对她说：“你从来没有包过饺子，但是爸爸妈
妈猜你包的饺子肯定很好看，而且很好吃。”（提前赏识）
孩子妈妈在旁边说：“是吗？真的吗？”我对孩子妈妈
说：“你不相信，等下让她试试。”这下她可来劲了。

这个时候妹妹吵着要去游泳，原来游泳我们都是带两个小孩
一起去，正犯愁怎么安排的时候，姐姐说：“那这样吧，我



在家和妈妈包饺子，爸爸带妹妹去游泳，等你们游泳回来就
可以煮饺子了。”我们很惊讶，就说：“姐姐真懂事！不愧
是个姐姐，那么关心妹妹照顾妹妹！”这样，她又觉得自己
是一个关心妹妹照顾妹妹的好姐姐了，建立了她的责任感。
（赏识孩子的一个方面可以让孩子发展出更多的优秀方面）

在包饺子的过程中，妈妈不停的说：“真的，你包的饺子好
漂亮！妈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还不会包呢，现在像你这
么大的很多小孩都不会包饺子。我们家yoyo好棒！”于是她
就越包越起劲。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在不同的
时间不同的场合当着她不停地说。后来我们又把这个事情给
其他没有看到的家人说，甚至打电话给远在老家的爷爷说，
有亲朋好友来家里又给亲朋好友说，还在班级群里面给老师
和同学家长们分享，她得到了大家的欣赏和赞美，就正面强
化了她这方面的行为。

或许在别人看来就是一点小小的事情，我们觉得对于当下的
她来讲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于是就无限地放大，后面再上升
到她会帮爸爸妈妈做一些事情了，会干一些家务了。于是，
后来她就会在吃饭的时候帮忙端菜拿碗筷，吃完后收拾碗筷、
收拾桌子，甚至洗碗、扫地她都能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开
心。因为她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有了被肯定、被欣赏、
被认同的感觉，有了价值感、成就感、重要感。这就是放大
赏识的'作用。

我们不要小瞧那些小小的不起眼的事情，只要我们细心留意
它，孩子就会在这些方面的得到强化。所以，对于孩子表现
出来的哪怕只有一点点苗头的优点，我们不妨拿着放大镜去
看，当我们时常去关注它并引导到更高的位置时，孩子就会
向这个方向发展。当有人在网络上炒作，大家都在讨论某个
人或物时，这个人或物就容易红起来火起来，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对于孩子刚刚表现出来的一丁点好的苗头，我们不妨也
“炒作”一下，“抓住它不放”，反复利用，说不定我们抓
住的那根细线会带出一颗又一颗珍珠来。



（来源：艺博家庭教育/作者：张磊，中国家校合作教育指导
师、中国艺博父母学院亲子老师、中小学学习方法设计师/编
辑：新媒体运营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