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白牙教案反思 大灰狼与小白兔的小班
活动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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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
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
助。

小白牙教案反思篇一

由于小班的孩子年龄较小，对角色游戏很感兴趣,他们喜欢把
自己扮演成各种小动物和老师一起做游戏,尤其喜欢能在游戏
情节中加入“大灰狼、大老虎”等角色,来满足心理受刺激的
需求,因此,我设计了音乐游戏《小白兔和大灰狼》想让幼儿
在感知游戏情节的同时,用身体动作来表现音乐，并能感受音
乐游戏所带来的乐趣。

因此，我制定了活动的目标为让幼儿感受两段不同的音乐,并
能跟着音乐做出小白兔和大灰狼各种动作，并乐意参与音乐
游戏，感受活动的乐趣。通过本次活动，我发现孩子们对这
次的活动很感兴趣。孩子们同时在边玩边乐中感受着音乐的
变化，让整个游戏充满了快乐和有趣。

本次活动以充满的童趣的游戏情节作为引入，整个音乐活动
围绕这个情节展开，童趣十足，牢牢抓着幼儿的注意力。如
教师扮演小白兔妈妈，小朋友们扮演兔宝宝，妈妈带着兔宝
宝一起去草地上玩。忽然来了一只大灰狼，当大灰狼出来的
时候，小兔们要静悄悄地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身体不
能动，如果发出声音，身体在动，很容易被大灰狼抓走。整
个活动围绕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发展，结束，将游戏的情
趣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本次活动在陈老师的`指导下，能较顺利的完成活动的每一环
节，但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老师做了大树和小兔子
的教具，可在游戏时由于老师要求规则不具体，导致大树发
挥作用，还有老师的语言组织应该再严谨一些，不应太含糊，
太笼统，这需要在以后的活动组织中多注意。

经过本次的音乐活动组织，我收获了很多，也感悟到了很多，
要想组织好一节活动，活动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活动中
教师要时时关注幼儿的活动情况、处处留心，还要考虑到他
们的接受情况和一些突发情况，老师都应随机应变，使活动
有一个良好的秩序。这次的问题有很多，需要在以后的实践
活动不断改善，有所提高，有所突破。

小白牙教案反思篇二

今天，是森林动物期末考试的大日子。但作为学生的小白兔
比得却心思全无，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学习，一天到晚都在玩。
比得为了逃避期末考试，竟然想背着自己的小书包，到森林
深处去探险。

比得边走边研究手上的指南针。但越看越疑惑，因为上面有
四个英文字母，“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哪里是南啊？早知
道就应该好好学习英语！算了，还是不要用了！”说完，比
得就把指南针丢向了身后的灌木丛，准备继续漫无目的地朝
前走。谁知，比得刚抬起脚，就听见灌木丛里突然传
出“啊”的一声。比得吓了一跳，原来，它刚刚丢出去的指
南针砸中了正在觅食的大灰狼杰克。

杰克一天一夜都没有吃东西了，已经是饥肠辘辘，又被指南
针砸到，顿时火冒三丈。于是，杰克站起身来吼道：“谁用
指南针砸我？”当它看到是比得的时候，心中大喜，
想：“哟！我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于是，杰克拼尽全力
向比得扑了过去。比得毛骨悚然，奋力向前跑去，1分钟，2
分钟，3分钟……它们就这样跑着，谁也不肯让谁。



突然，比得来了一个急转弯，跑进了一栋屋子，杰克也跟了
进去。原来这栋屋子是比得的学校，比得跟大象校长说明了
情况后，大象校长立刻把杰克赶出了学校。

小白牙教案反思篇三

《素描欣赏》教学反思时间:01-07来源:作者:《素描欣赏》
教学反思在欣赏教学中，学生对于较为“具象”的画面基本
能讲出自己的感受，也能将感受转化成自己的画。而对于一
些较为抽象的画，学生是不能理解的。教师要让学生接触除
书本以外的更多画家的作品，在多看、多读、多交流的氛围
中，有利于学生审美力的提高。例如：在上课前，我先让学
生在课外查找关于“素描”的`知识？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
了解素描的基本概念，加深对本课的理解，同时让学生多选
择各类素描作品加以分析比较，在对比中让学生掌握素描的
一些绘画技法。

现让学生课前作好充分准备，好处还很多呢，比如学生通过
准备，对课堂知识了解了大概，这样老师问到相关问题学生
就不会一问三不知了，而且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会大大加强。

欣赏活动《小白兔和大黑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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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牙教案反思篇四

《小白兔和小灰兔》是一个有趣的童话故事。描述了两只可
爱的小兔接受了老山羊不同的礼物——白菜和菜子，回家后
不同的表现——小白兔辛勤耕种，小灰兔贪图享受，结果也
不同——小白兔种的菜丰收了，小灰兔却把菜吃完了。通过
这个故事让学生懂得只有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才能有所收获。
文章通过对比的写法，把小白兔的勤劳和小灰兔的懒惰表现
得淋漓尽致。戴锦秀老师带给我们的是一堂轻松、快乐、充
满童趣的语文课。其中令我感触最深的是以下几点：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语文课堂是充满活力的“人性”课堂，兴趣是的老师，饱满
的情绪是进行自主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对于一年级学生
来说，更需要教师通过多种自然活泼的形式，不断调动学生
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乐学，会学。

上课伊始，戴老师以让小朋友观看动画片的形式导入课文，
绘声绘色地向孩子们讲述了“小白兔”和“小灰兔”的故事。
接下来利用“收白菜”和“收下了”这两个词引导学生巧妙
地将感知课文大意用自己的话说一说相结合。让小朋友们和
小白兔小灰兔帮老山羊一起收白菜。(小组开火车读词语，认
对一个词语，就可以帮老山羊收一棵白菜。)此环节激起了学
生的兴奋点，各个都争着要帮山羊收白菜。接着，老师顺势
引导：“白菜是收完了，老山羊为了谢谢他们，要送给他们
白菜，请同学们打开书，自己读读2、3自然段，想想小白兔
和小灰兔分别要的是什么?”学生的兴趣再次被激发，由于前
面的铺垫，学生迫切想知道两只小兔到底要了什么，各个都
是专心致志地在读书。然后，戴老师引导学生质疑：为什么
小白兔要菜籽而不要白菜呢?使学生产生了主动探究学习的欲



望。再通过不同形式的朗读(指名读，小组读，男女读等)，
让学生明白其中的奥秘。

二、朗读感悟，激情激趣

新课标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
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
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
迪，享受美的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

生：“很累、背很酸，手都疼了……”

师：“小白兔可要翻松好几天啊，想想他会遇到什么困难?”

生不由自主地说：“它的手指都弄破了。小白兔要比我们累
多了……”

然后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表达心中的感受。

以上环节的设计，戴老师重在让学生进行角色体验，学生自
己做几分钟的翻松动作就感觉很累，可想而知，小白兔连着
做好几天是多么的辛苦。老师没有烦琐的说教和分析，只是
让学生自己感受文本，体验小白兔的勤劳以及劳动的辛苦。
在活动过程中，学生的积极性很高，各个都在全神贯注地表
演，学生的情绪始终保持轻松快乐的状态。

在第四板块引导学生明白“只有自己种，才有吃不完的
菜。”的道理时，戴老师当小灰兔，让学生当小白兔，师生
对读小白兔和小灰兔的对话。再让全班齐读小白兔的话，接
着让学生说说，你有什么想说的?你明白了什么?然后在学生
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引读。如：

师：当小白兔把自己亲手种的白菜给山羊爷爷送去时，心情



特别——(高兴)

生个别读，齐读

师：能把自己的劳动果实与大家一起分享，多了不起啊!
读——

引导学生自豪地读，骄傲地读。

戴老师引导学生在多种形式的朗读中，体会小灰兔奇怪的心
情，在读中体会小白兔说这句话时的高兴和自豪。又使学生
的兴奋情绪达到高潮。这样一来，实现了教师、学生和文本
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三、注重语言的实践

戴老师善于挖掘语言训练点，进行思维和口头表达能力的训
练。在读懂“白兔常常给白菜浇水，施肥，拔草，捉虫”时，
她精心设计了4幅图(小白兔在浇水、施肥、拔草、捉虫画面)，
引导学生结合图画及句式进行口语交际训练，从而体会小白
兔劳动的艰辛。

当白菜需要喝水时，小白兔__________。

当菜苗儿缺少营养时，小白兔_________。

当杂草出现菜地时，小白兔___________。

当小虫儿啃菜叶时，小白兔___________。

此环节引导学生把静态的图片化为动态的语言，不仅加深了
学生对劳动情境的直观感受，突破了本课教学难点，让学生
更容易感受到小白兔劳动的辛苦，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的观察
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积累、丰富了学生的语言。



另外，在引导学生明白“只有自己种，才有吃不完的菜”的
道理之后，戴老师还设计了这样的句式训练：

1、只有好好练字，才____________。

2、只有认真学习，才____________。

3、只有________，才____________。

这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而且还把这个道理引向
生活，进一步拓展、升华。

《小白兔和小灰兔》教学活动反思

小白牙教案反思篇五

1.活动环节设计符合幼儿学习心理学的特征。活动开始首先
出示挂图《母与子》，引导幼儿观察，分析画面内容和蕴含
的情感。鼓励幼儿说说画面中都有谁？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他们在干什么？画面中是一个什么地方？
然后引导幼儿说说自己欣赏画面的感受，尝试将画面变成故
事，充分理解画面所表达的生活情趣及妈妈和孩子之间温暖
的情感。这样孩子们能比较好的投入到活动中来，对于作品
的内容和寓意理解的比较好。

2.结合幼儿生活经验设计问题。在经过了上面的环节后，重
点引导幼儿讨论：作品的名称为什么定为《母与子》？你联
想到什么？引导幼儿结合生活经验，讲述自己和妈妈之间的
故事。提问：妈妈是怎样为你吃饭的？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妈妈平时是一个怎样的妈妈？你想对他说什么？你想对自己
的妈妈说什么？做什么？在欣赏美术作品的同时能够较好的
进行情感教育。

3.活动延伸不是太充分。活动设计的延伸部分是请幼儿将自



己与妈妈“爱的故事”用绘画的方式表现出来，由于时间关
系没有让幼儿在幼儿园绘画，而是把这一环节带到家中进行，
对于孩子的绘画效果没有掌握。

总的来说，活动效果不错，所以对于幼儿来讲进行合适的美
术欣赏活动，对于提高幼儿的审美能力、表现美的能力都有
很大的帮助，在以后的活动中我会尽量安排此类的活动，让
幼儿有更广泛的美术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