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弟子规教案及反思(大全6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班弟子规教案及反思篇一

优点：

1、本节课设计和从前相比更为充分多样，课堂气氛很好。幼
儿可以通过趣味学习来记住知识懂得道理。

2、语言课中融入舞蹈、音乐培养幼儿的艺术气息，培养他们
的素质、气质和多方面思维。

缺点：

1、课堂上动画的时间有点长重点不突出。

2、课堂上应该多让幼儿说、听、看。

3、教学环节的设计不够紧凑。

小班弟子规教案及反思篇二

我担任大一班班主任开始，我就以《弟子规》课程作为我教
育的特色教材，并带领着孩子去理解其中蕴涵的深刻道理。
然而，弟子规里面的文字较多，意义也较深;孩子只是简单的
来学，也许会让他们感觉到有些枯燥，我们要怎么样让幼儿
能快乐的来学习国学《弟子规》，激发他们的兴趣呢？这成
了我思考的问题，通过与有经验的教师们进行的探讨，我对
如何更好的开展《弟子规》教学有了更深的理解与认识，并



制定了教学方案，从中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经过近半年的学习，孩子们在《弟子规》的学习上也颇有成
效。所以，在本次集团幼教中心组织了班主任老师公开课活
动上，我也特意选择了国学《弟子规》的教学。

本次教学活动，我带领幼儿学习了“用人物，须明求，借人
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这段话的意思是：借用他
人的物品，一定要先取得别人的同意，才可以取用，用完了
要立刻归还，以后遇到急用再向人借时，就不难了，因为人
家知道你是个讲信用的人。按照本班幼儿之前对弟子规学习
的情况，我把本课目标定为理解本课内容并进行识记。

在课程设计上，为了让孩子更好的帮助理解本课内容，利用
相关故事来引出本课内容所蕴涵的道理。在故事的环节中，
孩子们大多能了解故事大意及故事所讲述的道理——要做个
有信用的人。

在学习理解弟子规内容的环节，逐句帮助幼儿理解。由于幼
儿年龄的特点还不能举一反三，而故事是讲“借书”的，很
多幼儿在理解弟子规内容的时候，一直说“借别人书的时
候…还别人书的时候…”教师在此时做适当引导，在借别人
东西的时候该怎么做，而不仅仅指借书。

在字句的理解上，因为没有对“用人物”和“借人物”进行
比较分析，所以很多孩子到学完了，还不能明白“用人物”和
“借人物”的区别。这是课堂中比较明显的一个失误。建议
在这个地方把这两句话解释一下，“用人物”是指需要用到
别人东西的时候，即还没有借到，而“借人物”是指借用了
别人的东西，即已经借到手了。同时请幼儿进行复述来加深
理解。

在跟老师学念弟子规的环节中，利用集体、分组、个人等多
种方法来帮助幼儿进行识记，同时还邀请幼儿担任小老师来



进行朗诵。但在这个环节中，上台的幼儿是属于能力较强的
幼儿，可他们也都是看着字读出来的，我却没有把握好孩子
的掌握情况，在孩子们还没有完全掌握的情况下，就结束了
新课时的教授，让识记这个目标没有达到。建议在下次检验
孩子识记情况的时，不让幼儿看到原文，这样就便于教师掌
握孩子的学习情况，也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教学进度。

结束环节是通过复习以前学过的内容连接上今天的学习内容。
对于以前的学习内容，孩子们都掌握得比较好，所以孩子们
表现的情绪一下上来了，虽然我还是想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展
示，但大多孩子都是迫不及待的要向大家展示自己，所以就
在进行了几个个别朗诵后，就进行集体朗诵了，但因为我带
着前面的幼儿出了教室，所以说连接的这一部分也是没有达
到的。建议下次复习和连接新内容的时候，弟子规从中间部
分开始复习，就能很快跟新授内容连接上。

总之，在这次活动过程中，让我也发现了自己的诸多不足，
希望各位专家和领导给予指导，让我找到更好的行之有效的
教学方法，使国学的学习更加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小班弟子规教案及反思篇三

我们班在没开展“诵读经典诗文”这门课前，我们班有些学
生在课间的举动很随意，就如书上写的：“勿践阈，勿跛倚；
勿箕踞，勿摇髀 。”上到这些内容时，我觉得很有必要纠正
学生这些不良的行为。因为课堂教学是进行“诵读经典诗
文”重要途径之一，如何发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实验，我主
要坚持“三个认真”。

一、认真钻研教材，明确《弟子规 》教育的结合点

二、认真设计教学过程，增强《弟子规》教育的实效性。

教学中，我把教育作为课堂的主要目标，紧紧围绕“事勿忙，



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
问。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这三句话的思想教
育内容展开，和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让学生真正明白如
何去为人处世，切实把思想教育的核心牢牢抓住。

三、认真开展以《弟子规 》为内容的班级活动，巩固教学实
验效果。

课堂上我设计了运用《弟子规》的环节，要求学生根据特定
的环境，使用恰当的《弟子规》语言，来规劝或赞扬别人。
这个环节主要是促进《弟子规》的运用，真正让《弟子规》
学习落实在学生的行动中，使《弟子规》得思想深深在学生
心中扎根。

小班弟子规教案及反思篇四

我们班在没开展“诵读经典诗文”这门课前，我们班有些幼
儿在课间的举动很随意，就如书上写的：“勿践阈，勿跛倚;
勿箕踞，勿摇髀 。”上到这些内容时，我觉得很有必要纠正
幼儿这些不良的行为。因为课堂教学是进行“诵读经典诗
文”重要途径之一，如何发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实验，我主
要坚持“三个认真”。

教学中，我把教育作为课堂的主要目标，紧紧围绕“事勿忙，
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
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这三句话的思想教育内容
展开，和幼儿的生活实际相结合，让幼儿真正明白如何去为
人处世，切实把思想教育的核心牢牢抓住。

课堂上我设计了运用《弟子规》的环节，要求幼儿根据特定
的环境，使用恰当的《弟子规》语言，来规劝或赞扬别人。
这个环节主要是促进《弟子规》的运用，真正让《弟子规》
学习落实在幼儿的行动中，使《弟子规》得思想深深在幼儿
心中扎根。



小班弟子规教案及反思篇五

优点：

1、本节课设计和从前相比更为充分多样，课堂气氛很好。幼
儿可以通过趣味学习来记住知识懂得道理。

2、语言课中融入舞蹈、音乐培养幼儿的艺术气息，培养他们
的素质、气质和多方面思维。

缺点：

1、课堂上动画的.时间有点长重点不突出。

2、课堂上应该多让幼儿说、听、看。

3、教学环节的设计不够紧凑。

小班弟子规教案及反思篇六

第一次读《弟子规》，首先喜欢上的是它独特的音韵结构，
它十分押韵而且简洁明快，深受人们的喜爱。布置孩子们阅
读，孩子们也非常喜欢，读来朗朗上口。由于节奏感非常强，
孩子们常常和我一起和着节拍一边诵读一边打节拍。

第二次引导孩子们继续深入诵读《弟子规》，对《弟子规》
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是清代
李毓秀根据宋朝朱熹的《童蒙须知》改编，后经清代儒生贾
存仁修订，改名为《弟子规》，是一本教导儿童怎样待人接
物的书籍。《弟子规》一书内容简明通俗，不谈空洞理论和
教条，而是教导基本的品德修养、孝亲友爱以及生活起居中
应有的礼节。《弟子规》一书深刻地训导我们如何孝顺父母、
友爱兄弟；形成良好的品德和生活习惯；如何具备博爱的精
神及正确的读书方法等。如书中所写的：“父母呼，应勿缓；



父母命，应勿懒；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毋变；”这
是孝道的基本要求。“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
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显能”。乃为如何友爱兄弟，
尊长爱幼最基本的语言及行为规范。另外，书中通过列举生
活中最易被视作琐碎的习惯及现象，进而训导我们如何养成
良好生活习惯、具备博爱的精神和正确的读书学习方法等。

但是正如和孩子们在课上学习和探讨时体会到的一样，虽然
能够初步对于诗文的意思有所了解和感悟，但这还不是最重
要的。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的点滴行为中去。
书中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要因小而不为，良好的习惯都是
从一点一滴做起的。在更加深入的诵读中，作为一名教师，
我不禁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作为教师，要教育孩子们落实
到行为中，那么我们自己又做得如何呢？反思自己，作为一
个母亲、作为一个教师，教育孩子要从点滴做起，再小的事
情都要将正确的做法先告诉孩子，身为父母、教师一定教给
孩子如何去做。细至吃饭穿衣要学，行住坐卧要学，在里面
学惜物，学敬物，学威仪，学自尊而尊人。

当我们抱怨现在的孩子对长辈无礼，对父母、老师不尊重时，
殊不知这些不是孩子的错，而是我们这些作为家长、作为教
师教育失职。教师更应以身作则，处处体现古圣先贤的教诲。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师的一言一
行、一举一动对孩子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言行到举止，
教师处处要谨慎，应带头做到最好，在学生面前，教师就是
一个道德的示范者，真正做到为人师表。教师为人师表是一
种有形的榜样，是一股巨大的道德力量，对学生是一种无声
的命令。反之，只是一味地说教，而自己不去身体力行，只
能是事倍功半。当老师、家长不知道如何做或自以为是的时
候，如何去教育孩子呢？如何去引导孩子呢？如果说一套做
一套，只会让孩子看到大人的虚伪，而不会真正从内心接受。
由此，我想到了在校园生活中的两个细节：其一，我们一直
对孩子说，见到垃圾要主动捡起来，但事实上很多时候，作
为教师，只是对孩子大呼小叫，指挥孩子去捡起垃圾，自己



却舍不得弯下“尊贵”的腰；其二，教育孩子尊敬父母，友
爱他人，却常常在孩子们到办公室来找教师谈话的时候，一
边忙着改作业，一边头也不抬起地听孩子的话语……这样的
言行，在学了《弟子规》以后，再度想起，实在觉得非常汗
颜！因此，我们做为教师，作为家长的就应时时以严格要求
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
尽心尽力地付出，这样在潜移默化之中孩子已经在改变了。
自己在以后要多抽出些时间阅读祖国的传统文化书籍，吸取
其精华，并运用于自身的工作与生活中，使中国的传统文化
能得到传承，发扬光大。

我和孩子们决定以《弟子规》为人生的指南，踏踏实实学习，
认认真真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