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音乐小小音乐家活动反思 小小
班教学反思(通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大班音乐小小音乐家活动反思篇一

“大”和“小”是通过比较得来得一组相对概念。幼儿不仅
要在学习中获得这些相对的概念，还要让“大”和“小”的
概念应用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本设计以系列游戏的活动，
使幼儿在“大”和“小”的惊喜探索中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
并初步学习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的方法。

1.学会目测有明显大小差异的物体，懂得物体的大小是通过
比较来认识的。

2.通过游戏使幼儿初步体会到由大到小和由小到大之间的转
变，初步发展幼儿的多向思维。

1.硬纸鱼20条(有大小差别)、钓鱼竿若干、用大积木围搭成
一个“池塘”。

2.吹泡泡用具：装有肥皂水的塑料瓶人手一份，吸管(单孔、
多孔、粗细不一)数量多于幼儿人数，气球若干。

3.可变大或变小的食物若干种，如饼干、水果、青菜、木耳
干等。

4.照相机、大白纸和画笔，幼儿自带小时候的照片和近照。



1.每次请一名幼儿来钓鱼，要求钓“池塘”中所有鱼中最大
的一条和最小的一条。鱼钓上来后，分别放在大鱼筐和小鱼
筐里。

2.尝试：请幼儿自由地钓鱼，仍旧要求钓最大的和最小的鱼。

1.请幼儿将手放在眼睛前当望远镜，大家一起来找找教室里的
“大”和“小”。

1.教师讲述故事《大人国小人国》。

2.照片分享：小时候的我……(小手小脚，坐在推车里，不会
自己穿衣裤和穿鞋袜、吃饭。)

3.提问：如果有一天你变大了，你是什么样的?(个子高了，
胖了，力气大了，穿大鞋，跑得很快，可以做许多的事情，
上学等。)

4.启发幼儿运用想像力随意表现身体某部位的变化。将幼儿
表现的身体轮廓印香在纸上。(可将胳膊伸长，两脚分开来表
示大人;用蹲下，胳膊、腿、脚收紧或绻起来的动作来表示小
孩。)

这一节课完成后，总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幼儿的积极性非
常高，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对知识理解还是非常准确的。对
整个知识的学习都是通过一个故事完成的，是知识的学习不
感到乏味枯燥。对幼儿表现好的，教师给予及时的奖励，让
幼儿有一定的成就感。

这节课，我感到遗憾的是，有部分幼儿没有机会来表见自己，
因为担心幼儿混乱，集体回答问题的机会多余幼儿的个别回
答。整个课程让幼儿意犹未尽。

本次活动设计是从基础入手形成大小相对概念的教学活动，



重点是让幼儿在掌握大和小概念的过程中发展多角度的、多
层面的思维。

在教学上打破了过去数学课的传统模式，根据小班幼儿年龄
的特点，寓数学教育于语言、游戏之中。一系列的游戏活动，
使幼儿在“大”和“小”的惊喜探索中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

大班音乐小小音乐家活动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了解并学习在做小主人和小客人时的一些基本的礼仪。

2、教育幼儿要懂礼貌，有初步的文明行为的意识。

活动准备：

1幼儿做客以及接待客人的照片若干张、手机、小话筒、水彩
笔、照相机及纸等。

2、《小主人和小客人》故事课件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

师以“娃娃文明报”报记者的身份，手拿话筒引起幼儿参与
活动的兴趣。

1、今天我是谁？

2、谁知道记者是干什么的？（帮助幼儿了解一些有关记者的
职责）

二、教师拿出小主人在家接待客人的2~3张照片。



1、师：看这是什么地方？有谁？他正在干什么？

2、师：在家里招待客人的人我们叫他什么呢？

3、师：除了沈吉这样招待客人，那么小主人还可以做那些有
礼貌的事呢？

4、教师对以上内容进行小结：在家接待客人就是主人，他可
以用“请进、请坐、请喝茶”等礼貌用语和动作来热情地接
待客人等。

三、播放课件

1、师：故事里都有谁？他们干什么呢？

2、师：故事里，谁是小主人，谁是小客人？

3、师：除了这些，如果你做小客人还应注意什么呢？

4、师简单小结以上内容：小客人去做客应有礼貌地与人打招
呼，主人拿食物给你吃要主动说“谢谢”，在看书和玩时也
要注意礼貌，离开客人家时要说“再见”或者也可以
说：“欢迎你们下次也到我家来玩”等话语。

四、教师引导幼儿分角色表演。

五、激发幼儿用多种方式来表现自己平时在待客与做客时的
文明举止。

1、鼓励幼儿用肢体动作、讲述等形式进行大胆表现。

2、师用相机拍摄一些幼儿的即时表现。

活动延伸：



孩子回家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分享故事，让孩子体验故事中
的快乐。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大班音乐小小音乐家活动反思篇三

1、练习快跑并跨越障碍物奔跑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敏性。

2、具有初步的勇敢精神，萌发对奥运冠军的崇拜之情。

3、能为同伴加油鼓劲，增进伙伴间的友谊。

1、自制金、银、铜牌各两枚。

2、啦啦队的小喇叭、红花等用具。

3、小跨栏若干。

1、谈话引出活动。

2、50米短跑比赛。



（1）将幼儿分成五组进行选拔赛。

（2）每组的第一名进行决赛，其他幼儿当啦啦队。

3、50米跨栏比赛。

（1）幼儿分组进行跨栏比赛。

（2）跨栏决赛，其他幼儿当啦啦队。

4、给小运动员颁奖。

（1）宣布金、银、铜牌的获得者，并请他们上台领奖。

（2）大家在国旗下唱国歌。

（3）幼儿向得奖者祝贺。

小朋友一起回教室。

大班音乐小小音乐家活动反思篇四

1、在学习歌表演的基础上，结合游戏情节，注意随着音乐的
变化而变换动作。

2.随歌曲旋律唱出来。

小乌龟是小朋友很喜欢的一种动物。在班级的自然角也随处
可见，刚好本次的音乐教学活动与小乌龟有关，课前我让幼
儿观察自然角的小乌龟是怎么样爬的 ，幼儿很感兴趣，纷纷
认真仔细的观察还讨论呢，这也为我的教学活动做了一个很
好的开端。

这是一节音乐教学活动。首先我带领小朋友复习律动《拍手
点头》，我引导幼儿听音乐的节奏做拍手点头的动作。接着



出示小乌龟的图片引出今天的活动主题，结合歌词内容创编
一个小乌龟的故事，幼儿对故事十分感兴趣。故事讲到小乌
龟去爬山坡的时候我请幼儿自己创编进行创编，他们呀都能
创编出不同的内容。

幼儿对乌龟的习性已经十分熟悉，当我问道"乌龟走起路来是
很快的还是很慢的"时候有小朋友已经能准确的回答"很慢、
很慢"。并且能自己说出原因。于是我让幼儿学习像乌龟那样
背着一个重重的乌龟壳一样走路，每个小朋友都做的有模有
样!还会学着乌龟很累的样子喘息。这个时候我便抓住机会，
告诉他们小乌龟爬山累了以后会发出一个像口号一样的声音，
于是让幼儿跟我一起学习，幼儿十分带劲。

接着我出示背景大图--山坡，幼儿有了经验，一看就会了，
我逐步出示小乌龟、面包、糖果的图片，使幼儿能一目了然。
一遍唱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多幼儿由于第一句和第三
句的节奏一样，所以在最后一句"嗨嗨 嗨嗨 哟"的时候总是
唱成"嗨嗨 哟，嗨嗨 哟，"当然也有对的小朋友，于是两种
声音混在一起十分嘈杂，很难听。于是我请几个会的小朋友
帮大家唱最后一句，其他小朋友只要唱到第三句就行了。反
复唱了两遍，效果很好。我就对他们说，"这两遍我们合作的
很好，接下来我们要自己唱了，请你们分清楚第一遍的口号
和第二遍的口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再一遍下来结果真令
我吃惊，竟然有大部分的小朋友都会了。我在进行分批表演
的形式加深幼儿对歌曲的印象，更好的掌握歌曲的节奏。

在是创编活动环节中，将小乌龟替换成别的小动物进行创编
并演唱，有了前面的基础，幼儿替换歌词创编并演唱，还是
比较成功的，他们将小乌龟换成小鸭，小鸡等，不仅能较熟
练地演唱，有的幼儿还能加上自己的动作表演。

1：教具准备充分，很喜迎幼儿眼球

2：在开展活动时，还需要更加的夸张有激情



3：在后面游戏时，注意幼儿安全

大班音乐小小音乐家活动反思篇五

1、在课前丰富幼儿对蜗牛的认知，利用散步、户外活动时间
引导幼儿观察小蜗牛，并在区域活动时引导幼儿画一画蜗牛，
为下面的制作蜗牛打下经验基础。

2、正好活动前一天路遇一只小蜗牛，我们把它请回教室进行
观察，因此我将导入部分改为观察小蜗牛，引导幼儿初步认
识蜗牛，知道蜗牛的外形特征；在活动后，我进行了活动延
伸，用不同的材料制作小蜗牛，如：卡纸，锻炼幼儿使用剪
刀、胶水的能力，巩固幼儿对蜗牛的认知。

在散步时，我们遇到了一只小蜗牛，我引导幼儿蹲下来观察，
但是蜗牛太小了，不便于大家一起观察。于是我们把它暂时
请回教室，放在透明的罐子里养起来。回到教室后，我利用
晨间谈话时间，把蜗牛放在投影仪下面给幼儿观察，看看蜗
牛长什么样？看看蜗牛是怎么爬的？小朋友们都很喜欢蜗牛。
有小朋友问，蜗牛喜欢吃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于是我们
上网查蜗牛喜欢的食物，我把文字念给幼儿听。我觉得这样
的谈话很自由、轻松，幼儿也在自然的观察和交流中学到了
很多。

本次活动目标2提到：会将蜗牛的平面形象用立体形象表现出
来。因此，在教学活动前，我利用前一天的小组活动，引导
幼儿画一画蜗牛，让幼儿感知蜗牛的平面形象，为明天的教
学活动：橡皮泥做蜗牛打下基础。在绘画的过程中，小朋友
把蜗牛的壳和触角都画得很好，但是有一些小朋友画不好蜗
牛的身体，因此，我在教学活动：橡皮泥做蜗牛时直接把盘
圆剩下的一段作为身体，便于幼儿操作。

经过观察蜗牛和画蜗牛，幼儿已经掌握了蜗牛的基本特征，
在本次教学活动中，我着重利用多种材料：橡皮泥、火柴棒、



手绘树叶等，锻炼幼儿搓长条、由内向外盘的技能，将蜗牛
由平面转为立体，提升幼儿的经验。

在活动延伸时，我问：“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材料来做蜗
牛。”引导幼儿发散思维，有幼儿说用木头刻蜗牛，有幼儿
说用扭扭棒做蜗牛，也有幼儿说用纸做蜗牛。我选取了方便
幼儿操作的用卡纸做蜗牛，利用下午游戏时间（班级区域）
在巧手坊开展卡纸做蜗牛活动，引导幼儿将细长的卡纸卷起
来，用双面胶固定住，再用剪刀剪出蜗牛的触角，做出立体
的纸蜗牛。活动中，个别幼儿不会用剪刀剪触角，幼儿的小
肌肉发展局限，在以后的巧手坊活动中，教师可以根据小班
幼儿的能力发展水平，投入适当的剪纸材料，锻炼幼儿的手
部小肌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