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模仿小动物的舞蹈教学反思 模仿动
物走教学反思(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模仿小动物的舞蹈教学反思篇一

《走月亮》这篇文章为读者勾画出了一幅如诗、如梦、如画
的画卷，其中描写的意境静谧、雅静，在静谧的夜
里，“我”牵着妈妈的手，呈现在大家眼前是浓浓的相濡以
沫的亲情美。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引导学生抓句子去重点
体会。我提出了问题：你觉得文中哪里描写的最美？怎么美？
孩子们美美地朗读课文，不一会儿，就找到了相应的答案。

如：月儿是那么的明亮，月光是那么的柔和，照亮了高高的
点苍山，照亮了村头的青树。也照亮了村间的大道和小
路......

细细的溪水，流着山草和野花的香味，流着月光。卵石间有
多少可爱的小水塘啊，每个水塘都抱着一个月亮！

走过月光闪闪的溪岸，走过石拱桥；走过月影团团的果园，
走过庄稼地和菜地......在我仰起脸看阿妈的时候，我突然
看见美丽的月亮牵着那些闪闪烁烁的小星星，好像也在天上
走着，走着......

把文中的美好句子一一找出，并让学生配乐朗读，教师同时
也要用柔美的语调动情地朗读课文，用声音把情、景、物融
合在一起，构成一幅月夜美景图。虽然，学生对于课文描绘
的静谧、柔和的美景似懂非懂。但是，由于配着和谐的乐曲



加上老师的示范朗读所传递给他们的情感让学生深受感染，
加上老师引导着想象，使他们身临其境般陶醉着。同时，学
生的语感也得到了培养。

这篇文章不仅描写的意境美，情感也真，我引导学生回忆和
妈妈在一起散步时的情感体验，学生么立即就找到了和妈妈
在一起的幸福、快乐、温馨，感受到了妈妈的爱。所以，在
音乐的诱导下，在情感的体验下，孩子们情感很是高涨，所
以读的很是动情、幸福。我觉得我的目的达到了。这就是用
心读书，用情读书吧！

《模仿动物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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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小动物的舞蹈教学反思篇二

《动物模仿（攀爬）》教学设计（水平一）

一、水平阶段：水平一

二、学习内容：攀爬



三、学校目标：（见设计方案）

四、学习步骤：（见设计方案）

五、指导思想与设计依据

1、《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体育课程标准》

2、主体教学、情境教学、创新教学等现代教学思想

3、“健康第一”和“生活体育”的思想

4、低年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低年级学生体育学习的规律

六、设计意图

1、创设课堂情境，满足儿童心理需要

课堂上，教师通过语言描述，让学生充分想象各种动物的姿
态，并学习模仿，在儿童扮演角色的过程中自然地渗透攀爬
的练习，让儿童在不知不觉中，在玩中学习运动技能。

2、改革课堂教学结构，组织趣味游戏活动

本节课一改以往课堂教学呆板固定，相互独立的课堂教学结
构，把课堂教学中的`各个环节放松，有机联系在一起，形成
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本节课避免机械的教学方式，让学生
在富有趣味的练习中完成准备活动，增强各个环节的练习效
果。

3、实施自主合作学习，培养创新实践活动

课堂上给学生充分的学习自主权，学生可以尽情地表现、展
示，而教师只是提出一些基本的活动要求，教师只是起到一
个组织引导的作用，这些方式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体育



实践能力。

※教学设计

学习阶段：水平一

学习内容：攀爬（各种动物的模仿）

学习目标：

1、学生能在理解熊、蟹、象、企鹅、青蛙、小兔等行走的基
础上，作出模仿动作。

2、教会学生动物的模仿动作、

3、发展两臂支撑能力和身体的协调性。

4、培养学生刻苦耐劳的精神。

教具准备：各种动物图片，录音机

教学过程：

一、音乐欣赏，导入新课

国歌（激发学生说学习兴趣，从小树立保卫祖国，为祖国争
光的学习目的）

二、热身运动，师生同乐（激发良好的学习心理）

三、欣赏图片（各种动物）

四、练习本领（动物模仿）

1、自由想象老师出示的图片上的动物的动作并试做。



2、指名展示动作，师生评论

点拨动作要领，如蟹的横行，象的缓慢等

3、自由练习

4、自由组合，互帮互比

5、表演

五、放松

天鹅湖――场景，师生同乐

模仿小动物的舞蹈教学反思篇三

《走月亮》是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的习
俗，常在有月亮的晚上，到户外月光下游玩、散步、嬉戏，为
“走月亮”。“走月亮”不同于在月亮下赶路，也不是满怀
心事地走在月光下，而是特意到月光下走，散步，因此“走
月亮”的说法充满了诗意。

这篇文质兼美的散文需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生活体验，发挥学
生的想象，充分地读，认真地品，尽可能得多背一些。本文
语言精妙、别致、富有诗意。要引导学生在朗读中品位重点
语句体悟感情，突破教学难点，不要做过多的分析，避免把
文章“讲”没味儿了。

在本课教学中，“以生为本”，把课堂的时间还给学生。本
课教学应以学生的诵读为主线，让学生个人读，小组交流，
然后抓住学生感受最深、最喜欢的地方引导学生理解、感悟。
在感悟“阿妈温暖的手拉着我，我闻得见阿妈身上的气息”
时，我引导学生回忆和妈妈一起散步时的情感体验，学生立
刻回想起自己和妈妈一起散步是那样的温暖、幸福、安全、



快乐……学生仿佛回到了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感受到了妈
妈浓浓的爱，学生此时是激动的，情感是高涨的，学生读得
是那样动情，那样幸福。

这些正是教师调动了学生经验世界，想象世界，沟通了学生
与文本时间的沟壑，调动学生的真实情感体验，学生已经将
自己的情感不知不觉地潜入到作品所描绘的情景中，这时的
读就是用心读书，用真情实感读书。在教学时因为注重朗读，
未深入研究文本，需加强这方面的讨论。

模仿小动物的舞蹈教学反思篇四

模仿操，趣味性强，形式多样，主要是发展学生模仿动作的
能力，让学生自己在模仿中去发现，去解决问题，留给学生
自由发挥的空间，把对学生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渗透到自
主性活动中去。尤其对顽皮学生的教学更加适应，使课堂教
学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本课教学内容虽然很多，但学生兴
趣高，注意力始终比较集中。

通过教学最让我感到成功的地方就是发现学生模仿动作的能
力强。特别是平时表现顽皮的学生，在这节课中模仿的`动作
比教师做的还形象、逼真，而且学生的丰富想象力、观察力、
表现力是我课前没有预想到的。作为一名教师，应该善于洞
察学生的学习情况，正确、恰当地处理课堂上由创新或奇思
妙想而出的稀奇古怪的现象，这是一种技能，它需要教师有
耐心和爱心；其次是要研究方法，不要轻易地把学生行为定
格为捣乱，更不要发脾气，应沉着、冷静、灵活、机智地对
事件进行有效的调控，变不利为有利，多鼓励、启发、指导，
这样既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又恰如其分地把动作传授给每
一位学生。在本课教学中，我充分把“玩中乐，乐中练”放
在重要位置，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教学过程中，身体素质得
到提高，生理机能得到改善，思想受到教育，意志得到锻炼。



模仿小动物的舞蹈教学反思篇五

《模仿声音》是四年级科学上册教材《声音的产生》中的一
个内容。作为本单元的第五个活动，主要是让学生通过模仿
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声音的活动，体会声音产生的过程；
在体会声音产生的过程中，能发出不同大小、高低的声音。
让学生首先用自己的感官――耳朵去倾听周围的声音，体验
声音的多样性。让学生以关注的态度在充分感知声音的活动
中，能够对各种不同的声音加以简单的区分和鉴别，对声音
的大小、高低、远近、方向有适当的了解，最后再来模仿自
然界中各种不同的声音。

在教学过程中，我首先让学生把眼睛闭上，静静听听周围有
什么声音？同学们各抒己见，有的说有翻书的声音，有风的
声音，有汽车鸣笛声音。通过老师拍手从远到近让学生体会
声音的高低变化。由于受教学条件的限制，音叉只准备了教
师演示材料，这一点还能勉强达到教学效果；学生敲打铁钉
时所发出的声音高、低、强、弱不明显，致使学生给听到的
声音分类时有些困难。这对难点的突破带来了阻力。用铁钉
固定在蛋架上实验，蛋架就像一个小音箱，音效较好。没有
条件创造条件，科学教学必须创造性的利用教材，因地制宜
的.把握教学才能更好的达到教学效果。在复习了声音的产生
的过程后，再让学生小组内讨论自然界中有哪些声音，并发
挥自己的才能，模仿一下这些声音。最后通过本节课我让学
生说说学到了什么？在这堂课的教学中，我也穿插了介绍了
声带的保健和如何保护声带，通过示例让学生体会如何保护
声带。

在本堂课的教学中，虽然学生通过学习有了一定的收获，但
是，由于很多时候学生没有亲身经历整个实验过程，可能导
致学生的学习效果不太好，毕竟科学是创造性的，教材只是
根据而并不必生搬教材，根据学生实际，从学生出发展开教
学，或许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