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编花篮教学反思户外大班 音乐编花
篮的教学反思(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编花篮教学反思户外大班篇一

这是一首河南民歌，整首曲子带有河南的方言，很具有地方
色彩。

由于这首歌曲和同学们，包括我自己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
有点相像。因此我便用这个游戏的台词作为导入：“编，编，
编花篮，花篮里面有小孩。。。”

在聆听这首歌曲的过程中，我发现同学们对第一句歌词特别
能记住。可能由于他和游戏的词特别相似吧。接着，我让同
学们找出那句听起来最有地方特色。其实整首歌曲都有河南
地方特色，但总有一句是最具特色，在我的提示下，他们找
到了。为了更容易地学习这首歌曲，我首先还是让同学们跟
着我按照节奏念歌词，接着按照平时的音调来演唱。等到唱
得有点感觉的时候，我再教他们用方言的感觉来演唱。尤其
注意指导学生演唱了“朵朵花儿开得艳，朵朵花儿开得艳”
这两句的差别。还有“那个咿呀嘿”这个衬词的准确表现。

我觉得老师的范唱很重要。如果只听录音和跟琴演唱，学生
根本无法唱出比较好的感觉。当老师范唱得比较投入，比较
有情感时，学生才会跟着你带着这种感觉去演唱。



编花篮教学反思户外大班篇二

《编花篮》是一首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河南民歌。歌曲
以“编花篮”为题，借物抒情。歌曲采用四个各为四小节的
乐句组成的一段体结构。旋律中的六度大跳富有河南地方戏
曲的音调和唱腔，这也使歌曲形成了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歌的
一个主要风格特点。尤其是歌曲结尾“那哈依呀咳”衬词的
运用，更尽情的抒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发自肺腑的赞美之情。
所以最初设计本课时，我的想法就是要改变原有的教学方式
与原来的学生学习方式，换一个角度来设计教学内容，在这
节课上我都做了大胆的尝试。

考虑到有游戏表演这一环节，首先我在学生的座位上作了调
整，让他们把桌子拉开在教室的中间围成一个半圆形，这样
每个孩子都坐在了第一排，非常有利于老师的教学。课的一
开始，我就拿着准备好的道具非常漂亮的花篮伴着《编花篮》
的伴奏音乐，让孩子们跟着我一起来做律动，接着我把花篮
传到哪个同学的手中就请他说出一种最喜欢的花的名称。让
孩子在游戏的同时就感受到了这节音乐课的乐趣。这首歌曲
属于河南民歌，因此我从民歌开始入手，当我唱到山丹丹开
花红艳的时候，学生大胆的猜出这是一首陕北民歌，我又找
同学来演唱民歌从而引出民歌与地方方言有着紧密的联系。
通过一个趣味化的动画片片断《猫和老鼠》，引出了河南人
的方言特点，从而引出课题河南民歌《编花篮》。在歌曲教
学中，通过老师声情并荗的范唱，把河南歌曲的韵味表现了
出来，让孩子觉得这首歌曲是可以用不同的风格来表现的。
我们通过用方言来跟节奏读歌词的方式，让孩子们在熟悉歌
词的同时更感受到了说方言的乐趣。并能很自然的演唱了歌
曲，在学唱的同时，我也是让孩子自己来找发现的问题和需
要解决的难句，通过孩子的发现，我们找到了歌曲的演唱难
点就是装饰音中的前倚音，那么我通过让孩子来听琴的方式，
了解了歌曲中有无装饰音的不同变化，并让孩子们亲自体验
了这两种声音，接着通过孩子们的演唱引到了河南地区的演
唱风格。我们看了一首河南豫剧《花木兰》先选段中的《谁



说女子不如男》，从中我们找到了河南民歌的起源是从河南
豫剧中演变过来的，让孩子更加了解了河南民歌的特点。

学唱完这首歌之后我又加入了编花篮的游戏，让学生边做游
戏边演唱歌曲，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兴趣又活跃了课堂。但在
这个环节上由于时间的问题没有全面展开让每个学生参与，
就早早的收尾了，接下来让同学们欣赏了其他形式的演唱，
让他们从中发现不同的演唱形式给人的感觉也不一样，可能
这种形式给你是一种感觉，换种形式就是另一番天地。但总
之音乐不论怎么变化，总有一个不变的主题，那就是家乡的
秀美，花朵的`芬芳还有中国民歌的持久魅力是永远不会改变
的。可以说我的这节公开课，能够在孩子们的热烈演唱中的
气氛来结束本课，我自己也觉得辛苦没有白费，虽然准备课
时，熬了好几个晚上，但看到一个全新的音乐课堂模式，让
我对今后的教学更加充满了信心，但是这节课其实还是存在
着很多的不足之处，比如说课时的安排上在合理一些，还有
五年级的课其实可以把它上得更加有音乐文化，可以多在河
南民歌上来进行深挖掘，比我一味的只是用方言来读词，我
想更有研究价值。

总之，这节课让我找到了我前行的目标，我知道应该如何去
备课，更清楚抓教材分析，设计合理的教学目标是我重点要
做的事情，我会在以后的教学中努力提高自身这方面的不足。

编花篮教学反思户外大班篇三

编花篮这个游戏，我小时侯也很喜欢玩，我想幼儿也一定会
喜欢的。于是在教师的示范后，大家都很感兴趣，很想学这
个游戏。我先请幼儿两人为一组，自由探索，但我发现，孩
子们都没有掌握其中的“窍门”：可能是衣服穿的太多了，
前一个小朋友脚放好后，后一个小朋友的脚根本不能再弯下
来，游戏没有成功。我想起小时侯玩的时候，人比较多，脚
就好搭一些。于是，我再次示范了玩法后，请幼儿六个人一
组，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编花篮游戏。本以为这样问题就能



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幼儿没有按次序一
个接一个把脚搁在前一个小朋友的脚上，最后一个小朋友也
没有把脚放下来，大家都倒在地上了，游戏再次失败了。最
后，我只好采取最原始的办法，一组一组教，终于孩子们想
方设法，经历了数次失败后，终于初步掌握了《编花篮》游
戏的搭建技巧。但玩起来还有的小朋友单脚的平衡能力有限，
还没等编好花篮就倒下来了。虽然如此，孩子们还是玩得很
开心，下课后还是一直在玩，看来这个传统游戏还是很吸引
孩子们的。

小百科：花篮是指装花所用的篮子，或以篮为容器制作成的
插花，是社交、礼仪场合最常用的花卉装饰形式之一。

编花篮教学反思户外大班篇四

《编花篮》是一首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河南民歌。歌曲
以“编花篮”为题，借物抒情。歌曲采用四个各为四小节的
乐句组成的一段体结构。旋律中的六度大跳富有河南地方戏
曲的音调和唱腔，这也使歌曲形成了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歌的
一个主要风格特点。尤其是歌曲结尾“那哈依呀咳”衬词的
运用，更尽情的抒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发自肺腑的赞美之情。
所以最初设计本课时，我的想法就是要改变原有的教学方式
与原来的学生学习方式，我要换一个角度来设计教学内容，
围绕河南民歌的主题，我设计了一个既让学生感到新鲜，教
学歌曲时，逐层深入，环环相扣，过渡自然，创设每个情境，
始终有主线贯穿始终。

编花篮教学反思户外大班篇五

活动目标：

1、学习4人合作用脚编花篮的方法，巩固单脚跳的能力。

2、和同伴一起尝试不同的编花篮的玩法。



活动准备：

《编花篮》音乐、放松音乐、红绸带每人一根系根上、图片

活动过程：

一、脚部热身运动

师：小朋友今天天气好真好，我们出去做游戏吧（音乐）

二、新授游戏《编花篮》

1。学习用脚编花篮

师：我们的小脚能真能干会走会跳，今天我们要和小脚玩一
个新游戏，名字叫《编花篮》。你在区角游戏的时候编过花
篮吗？用什么编的？编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紧紧的、绕
着）

（1）教师示范、配合儿歌帮助幼儿学习

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用脚编花篮是怎么编的.，要注意些
什么？请小朋友围成圈，有请我们的美女老师们。

（2）复习儿歌

师：小朋友看清楚了吗？编花篮第一步要怎么样，接下
来……

（3）幼儿示范

师：那我们请4个小朋友来试一试编花篮，其他小朋友一起念
儿歌帮助他们好不好。（用脚背勾得紧紧的）

师：它们成功了真棒，表扬它们，你们也想来编花篮吗？那



请4个小朋友为一组一起来编一编花篮。幼儿边念儿歌边编。
（放音乐编花篮）

师：你们在编花编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困难，谁来帮助他们？
站不稳该怎么办？

小结：一个摔倒了就不会成功，要齐心协力，摔倒可以寻找
东西扶一扶）

幼儿再次编花篮

师小结：编花篮的时候一只小脚要勾得紧，另一只小脚还要
站得稳。

2、转花篮

师：我们的花篮还会转呢？（出示图）看看它是怎么转的？
（一边拍手，一边转圈跳）

师：我们也来试一试好不好。（幼儿试）

师：为什么不成功？教师采用拍手、唱歌等方式让幼儿听着
节奏再次转花篮。

小结：只要节拍一样，花篮就能转起来。

三、创编

师：除了4个人可以编花篮，5个人可不可以编花篮，请你们
试一试。

小结：只要齐心协力人数的增多或减少都可以编花篮。

师：除了小脚可以编花篮，我们的小手也能编花篮，小手可
以怎样编花篮呢？



师：跳可以怎样走、怎样跳？（幼儿再次游戏）

四、放松：

师：小朋友你们喜欢玩编花篮的游戏吗？编花篮的游戏要一
起合作齐心协力才能完成，我们玩了这么久也累了，现在我
们坐下来，谢谢你的朋友，帮你的朋友轻轻地拍一拍、捏一
捏放松下一下吧。

活动反思：

孩子们很喜欢编花篮的游戏，能积极、踊跃的参与到活动中
来，活动锻炼了幼儿单腿站立、单脚跳跃的能力，培养了他
们之间的感情，合作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