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艺术活动观课反思总结(优
秀5篇)

总结是对某种工作实施结果的总鉴定和总结论，是对以往工
作实践的一种理性认识。总结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
才能写好一篇总结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
文，方便大家学习。

幼儿园艺术活动观课反思总结篇一

近阶段一直在开展有关人与自然环境的主题，孩子们在了解
了有关春天里的各类植物生长之后，其实他们对动物的生长
过程也是非常感兴趣的。他们在公园里找春天时，会看到自
然界中的各种鸟类，为此，根据幼儿的现实需要和季节特征，
我们开展了本次主题“”鸟朋友“。

1、熟悉歌曲旋律，能够很完整的演唱歌曲。

2、形象地表达对水龙头为漏水而伤心的情感，能引起孩子的
情感共鸣。

熟悉歌曲旋律，能够很完整的演唱歌曲。

形象地表达对水龙头为漏水而伤心的情感，能引起孩子的情
感共鸣。

1、《小朋友的书·音乐》p38;

2、磁带;录音机

一、激趣谈话，引出主题



师：今天，我们一起为灾区的小朋友捐款，我们小朋友知道
是为什么吗?

1、教师以谈话的方式来引出活动的主题。

2、幼儿也以跟教师对话的方式来间接的了解活动内容。

二、分层学习，完整演唱

1、听教师范唱，了解歌曲的基本旋律。

2、分段阅读歌曲，了解歌曲基本内容。

3，用齐唱，领唱，轮唱的方式完整学习歌曲。

三、通过歌曲，表达情感

1、有感情演唱歌曲，感受淡淡的忧伤之情。

2、用谈话的方式结束活动，幼儿说一说学习了这首歌曲的感
受。

整个活动是围绕节水的主题进行的，在班级开展节水的主题
不仅是单纯的教学活动要给予幼儿的知识点的补充，更多的
是想通过本次节水这一主题，让幼儿体会，体验灾区人民用
水的困难，敲响幼儿的`节水意识，提高思想觉悟。

活动下来有有两点反思：

一，在歌曲学习的过程中，虽然有对幼儿进行一定的节水意
识的灌输，但在整堂活动中只是蜻蜓点水，没有深入对这一
主题的重点展开，歌曲学习的部分较多，忽视了对这一主题
教育意义的深入：

二，活动结尾是以谈话结束，草率而过于简单，可以用一种



情境表演或是男女生对唱或是共同演绎的方式进行深入与展
开，不仅可以锻炼幼儿的肢体与歌唱的共同配合演绎，又可
以锻炼幼儿的表演能力。

幼儿园艺术活动观课反思总结篇二

这个活动的环节是我结合以前开展的音乐活动和看师傅的音
乐活动进行正和设计出来的。这个活动的重难点放在了用象
声词唱准歌曲中的附点音符上，因此我思考着怎么将这个重
难点更好地解决在活动中，后决定将重难点前置，在活动的
导入环节就直接引出。本来设计是引导孩子们着重听这一句
带有附点音符的乐段，但是经过师傅的指导，后改为让孩子
们自己倾听，在整段音乐中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当孩子们听
不出时，再将这句乐段唱出，再进行引导。这样便能将这个
重难点很好地把握住，并能有效地解决。

之后的环节中，结合师傅的指导，我将原有的环节进行了修
改，但是开展下来，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学唱形式比较单
一，容易让孩子们产生疲劳；引导孩子们唱了两三遍，但还
是发现孩子们对歌词并不是很理解，导致歌唱时不流畅……
其实这样的问题已经是屡见不鲜了，虽然时常反思，但是总
是不能避免，这方面还需再思考。活动后，师傅和来调研的
老师给我的建议是：

1．结合歌曲，我可以添加一些动作或者是图片，帮助孩子们
更快更好地理解这首歌曲。

2．在我的伴奏上，我还需视情况适当地调整伴奏和范唱之间
的协调性，如果孩子们不能很好地进行歌唱，那么我的伴奏
就应该轻一点，突出范唱，有时候也可以只弹奏主旋律，并
用嘴型帮助孩子们记忆歌词。

3．在我第一次范唱唱出时，我不需要直接就用“你听到了什



么”，而是直接让孩子用说的方式将歌词填进去，这样能更
好地帮助孩子学习，提高孩子的兴趣。

有反思就会有进步，在每一次的艺术活动之后，在每一次的
师傅的专项活动展示之后，我总是能学到点什么。这次活动
后，师傅也对我有小小的表扬，说我在活动中也注意到了孩
子的音色问题，并有意识地进行引导。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
是我前进的动力。我相信在专项活动上，我的教学水平一定
会有提升的。

幼儿园艺术活动观课反思总结篇三

1、能保持愉快的情绪进行游戏活动。

2、掌握兔子、狐狸走路的基本节奏，能用动作表现狐狸和兔
子的音乐形象。

3、欣赏感受音乐内容，能根据音乐的变化遵守规则进行音乐
游戏。

1、兔子头饰若干，狐狸头饰一个。

2、音乐cd。

一、发声练习。

1、随音乐做律动进入活动场地。

2、发声练习。

二、创设情境，进行音乐游戏，注意遵守游戏规则。

2、教师弹奏游戏的乐曲，请幼儿完整欣赏音乐。



3、教师播放音乐，请幼几分段欣赏音乐，学习狐狸和兔子的
动作。

（1）欣赏表现狐狸的音乐，想一想狐狸怎么走路节奏

节奏训练：狐狸走路。

幼儿跟随音乐学狐狸走路。

（2）欣赏表现小兔子的音乐，想一想小兔子怎样走路。

节奏训练：兔子走路。

幼儿随音乐做小兔子动作。

4、教师弹奏游戏的乐曲，幼儿完整随音乐做动作，能准确地
区分表现狐狸和兔子的乐曲。

5、幼儿完整学习音乐游戏。

（1）教师边讲解、边示范游戏的玩法。

全班小朋友做“兔子”，开始由教师扮“狐狸”。当听到表
现狐狸的音乐时，狐狸按节奏四处走动，结尾处找地方蹲下
来。当听到表现兔子的音乐时，兔子从家里出来在草地上四
散地跳，听到 65 12 | 3 ― |的时候说明狐狸就要来了，小
兔子就赶快蹲下原地不动。当听到表现狐狸的音乐时，狐狸
开始走向兔子，发现哪只兔子动了时，就绕着它走一圈，等
音乐结束时，就可以把兔子抓回自己的家里。如果兔子都没
动，狐狸只好空手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的家里。

（2）讨论游戏的规则。

当狐狸出现时，小兔马上原地蹲下来，否则就会被狐狸抓走
吃掉的。



（3）教师伴奏，小朋友扮狐狸和小兔子，完整地玩一遍游戏。
要求幼儿游戏时要遵守游戏的规则。

三、伴随音乐，幼儿自由做动作出教室。

本节活动以故事贯穿始终，便于幼儿更好地感知音乐内容。
通过倾听、欣赏音乐，幼儿能好的分辨出不同节奏的音乐，
在音乐游戏中也能把动物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预期
的活动效果。整个活动，不仅锻炼了幼儿的音乐节奏感，也
发展了语言表达能力和表现力，幼儿非常喜欢。

但是，个别幼儿难以克制自己的行为，活动过程中秩序有些
混乱，在以后的活动中要加强常规教育。

幼儿园艺术活动观课反思总结篇四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教师要创造条件让
幼儿接触多种艺术形式的作品，并能用自己制作的美术作品
布置环境、美化生活”，结合中班孩子爱玩的特性，加之最
近发现孩子们总在讨论形状：“这个是圆的吗？”由此，设
计本次活动，为了激发孩子兴趣，让作品更独特且具有立体
感，特将各种圆形的盖子、颜料、粘土结合在一起创作。

1、认知目标：知道生活中有很多圆形，并且圆形可以添画成
各种有趣的东西。

2、能力目标：掌握圆形盖子拓印与黏土添画相结合的创作方
式。

3、情感目标：喜欢用圆形创造作品，发展想象力和创造力。

图片（生活中的圆形）、各种圆形的盖子、白纸、颜料、纸
盘、粘土、反穿衣、湿毛巾



重点：学习正确作画步骤。

难点：理解生活中各种圆圆，创意不同的作品。

1、图片直观导入：

以生活中常见的各种圆的实物图片激发孩子对圆圆的兴趣。

2、教师示范：

完整的制作步骤演示，孩子直观的看到整个制作过程：圆形
的盖子蘸颜料――压一压――转一转――再用粘土装饰――
完成作品。

3、孩子创作：

根据老师教授的步骤进行更多不同作品的创作。

4、作品展示：

展示更多作品，激发孩子更多创意。

5、装扮教室

用孩子完成的作品美化教室，自豪感十足。

美工区域活动：拓印更多你喜欢的形状，再用粘土装饰。一
起玩一玩吧，我们都是创意宝宝！

本次活动适用于中班幼儿，创造性大而又易于操作。在集体
教学和班级区域活动中开展，幼儿通过看视频，可以轻松地
了解制作过程，而后积极投入，并且大胆创作，其作品可以
用来装饰班级环境，在整个活动中，幼儿能获得很大的快乐
感以及成就感！



幼儿园艺术活动观课反思总结篇五

活动过程：

2.欣赏歌曲：今天我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首歌曲，名字叫
《郊游》，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第一次欣赏)

歌曲中唱了什么?有些什么风景?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第二次欣赏)

3.感受歌曲快乐的节奏，用哼唱或者动作来表示

高兴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哼歌、跳舞、笑等)

我们郊游的时候可高兴了，你想用什么方式来表现你高兴的
心情?

请小朋友跟着音乐来试一试，用你喜欢的方式表现你快乐的`
心情。(播放音乐)

播放音乐，再来试一试(前奏可以点头、拍手)

和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出去郊游的话会更开心更热闹，我们可
以合朋友合作表演动作。

请几个幼儿来表演，鼓励幼儿合作表演，大胆展现自己。

4.游戏结束。

活动整体效果比较差，主要是一个课前准备问题，一是歌曲
的钢琴弹奏没有练习一下，生疏没弹好，第二是图谱没有事
先准备好，都影响到了后面的教学环节，特别是艺术活动这
类活动，到了幼儿要来动一动的环节时，很容易兴奋，“易



放难收”，教师更应该把要求提清楚，有针对性的进行动作
等表演，“收”的时候也就容易一些。如果给幼儿准备好图
谱或者其他一些简单有效的图片的话，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增加幼儿的兴趣点，课堂秩序也会好一些。

目标定位不适当。大班的幼儿能力比较强，光是熟悉歌曲旋
律显得简单了，完全可以学习唱歌，看着图谱还是能够掌握
的。还有活动中欣赏歌曲感受歌曲的部分也不够充分，可以
感受旋律的欢快，还可以感受歌曲的段落，给歌曲分段，感
受aba的曲式，还可以为歌曲打节奏等，丰富欣赏的形式。

最后集体用动作表演的时候，教师可以和幼儿一起讨论，选
出几个简单优美的动作配合到歌曲中，大家一起跟着老师跟
着音乐唱唱跳跳，效果一定会好很多，至少幼儿的课堂纪律
会好一些，虽然说教学活动中不要有太多教师教得痕迹，但
是放手太多，完全让孩子自己感受自己表达也是不合适的，
有的孩子能力差就会漫无目的或者很随意的“闹”，影响教
学活动，反而添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