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教学反思蜗牛与黄鹂鸟(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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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中班教学反思蜗牛与黄鹂鸟篇一

这首歌的教学相对比较容易，孩子们接受的很快。

这首歌的重点是要让学生像讲故事一样，把歌曲生动的唱出
来。

所以我用讲故事来作为本课的导入，先让学生听蜗牛与黄鹂
鸟之间发生什么故事，再由一个学生生动的把故事讲出来，
以此来激发其他学生的想象力。

在学唱的部分，唱会不难，就是有几个字“萄、鹂”，最后
一句的“要、我”偶尔唱不准，还有第二段的歌词不容易记
牢，其他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在情绪的把握上，学生表
现力部够，歌曲演唱的有些呆板，我就采用了，师生互动分
别扮演蜗牛与黄鹂鸟的角色，一遍一遍的表演唱，效果很好。
后来在学生单独上台表演的部分，学生也能发自内心的`加上
动作表演，非常生动、形象。

中班教学反思蜗牛与黄鹂鸟篇二

音乐的课堂教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其过程中会遇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如我在教《蜗牛与黄鹂鸟》这一课，
这是小学二年级的歌曲，它刻画了一幅黄鹂鸟在树上嘲笑蜗



牛的画面。在学会歌曲后，我和往常一样，让学生选择自己
喜欢的小伙伴，根据乐曲中的蜗牛与黄鹂鸟形象一起进行表
演，随着轻轻的乐曲声响起，同学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表
演了起来，喜欢跳舞的同学，纷纷展现出了或优美，或活泼
的舞姿。正当我为学生们的表现高兴时，“轰——轰轰”一
道不和谐的声音传入了大家的耳膜，“怎么回事？”“老师，
吴家成又来捣乱了！”有学生忿忿地喊道。

在我刚接任这个班级时，班主任就向我提醒过他，平时的音
乐课我都特别留意他）我向发出声音的地方望去，只见吴家
成扭动着腰肢，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我看了有些恼，很想
制止他，而脑中的教育观提醒我，发火是不明智的，我再看
他的动作挺像狗熊的形象，于是灵机一动，微笑着对他说：
吴家成你在表演狗熊吗？”

他以为我要批评他，歪着脑袋低着头不吭声，眼睛却偷偷地
往我瞧，同学们都静静地注视着我们，看我怎么做，我笑着
对跳舞组的同学说：“蜗牛与黄鹂鸟，原来你们请了狗熊来
当评委了，下面我们请评委先生说说：“蜗牛与黄鹂鸟，我
们该学习谁呢？”同学们一愣，想好了都纷纷举手，只见他
搔搔脑门说：“蜗牛，”“为什么呢？”这时候，同学们的
兴致上来了，说我们要学蜗牛“笨鸟先飞”要学蜗牛“持之
以恒，不气馁“的精神。

接着我就告诉他们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做作
业的做事情的动作特别慢。但如果也能想歌曲里的蜗牛一样，
他们肯定会取得成功的。之后让孩子们把这些话编成了歌曲
中的第三段歌词。心想：这不是很好的二度创作吗？当然这
就需要我们教师要做个有心人，用宽容的心态对待学生，及
时抓住学生的闪光点，适时的进行调整教学内容，从而进行
生成教学。



中班教学反思蜗牛与黄鹂鸟篇三

这节课的教学在一开始我安排了学生听《春天在哪里》歌曲，
律动进教室，让学生开始上课就进入音乐的氛围中，再让学
生说说你从哪里看到春天已经来了？学生都能说很多。接着
通过谈话引出课题《蜗牛与黄鹂鸟》进入新授过程：

1、小朋友们都喜欢春天，小动物们也喜欢春天，看蜗牛、黄
鹂鸟也来欣赏春天了（出示蜗牛和黄鹂鸟的图片）

2、小朋友猜一猜，它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3、生：春天来了、春天真美丽啊……

4、师：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请小朋友仔细
听歌曲，听听它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学生很自然地进入
新授过程中，教师马上播放《蜗牛与黄鹂鸟》动画课件。学
生的兴趣被提高，对歌曲产生了兴趣。在学生听完歌曲后马
上让学生说说蜗牛和黄鹂鸟之间会说些？学生在动画的帮助
下说能说出一点或两点和歌曲有关的内容。这样学习比较自
然，轻松，真正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本课时的切分节奏也是教学的一个重点和难点，我在设计教
案进考虑到了这一点，如：设计了跟音乐做脚尖脚跟跳跳跳
的动作：

1、下面我要考考小朋友，我们跟着音乐来跳一跳，小朋友自
己用动作来表示，看哪个小朋友表演得最棒。

2、教师做几个简单的示范动作（脚尖脚跟跳跳跳的动作）。

3、学生跟音乐再来一遍，也可以表演自己创编的动作。”但
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在观察教师的.动作时虽然发现了这一节奏
特点，但由于我在这里没有抓住时机对学生进行更进一步的



练习和体会，所以学生对这个节奏的掌握还不到位，如果教
师在示范后，再让学生跟音乐学学老师的动作，体会切分节
奏的特点，对学生正确掌握节奏和正确演唱歌曲会有很大的
帮助。

在设计最后一个环节时有欠考虑，特别是在让学生根据歌词
意思改编成音乐故事时要求不明确，最后没有真正的为音乐
课服务。我在设计教案时如果让学生在编好故事后跟音乐再
唱唱歌曲，体会音乐所表达的意境或将“让学生根据歌词意
思改编成音乐故事”改成让学生根据歌曲改编成音乐短剧，
分角色表演唱歌曲，效果会更好，也真正做到了音乐课上各
种教学手段最终为音乐教学而服务这样一个宗旨。

通过这堂课的教学我明白了教师在设计教案时不仅要多方面
的考虑学生的多面性，多层次性和不稳定性等因素，让学生
在音乐课上有所收获，还应灵活的运用教材，驾驭设计的教
案，从课堂实际出发，尽力做到心中有教案，根据学生课堂
反映改教案，一切以学生的需求而改变。

中班教学反思蜗牛与黄鹂鸟篇四

一、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做到字音读正确，停顿恰当，并注意
语气。

2.学会本课应识、会写的字。

3.了解全文内容，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体会愚公移山的精
神。

二、教学重点：

了解全文内容，体会愚公移山的精神。



三、教学难点：

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体会愚公移山精神的深刻含义。

四、教具准备：

龟、兔、蜗牛、蚯蚓的图片各1张。

五、教学过程：

1.激情导入：

(1)老师拿出龟、兔的图片问：“同学们，你们看图片上画的
是什么动物呀?”

学生回答：“乌龟、兔子。”

师：“看到这两个小动物，你们想到了什么故事?”

学生：“龟、兔赛跑的故事。”

师：“谁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

生：讲故事。

师：“为什么结局是乌龟胜利，而小兔失败了呢?”

生：“因为小兔自以为是，而乌龟能坚持不懈地努力。”

(2)师拿出蜗牛和蚯蚓的图片问：大家还记得这两个小动物之
间的故事吗?(请学生讲一讲)

生：讲故事。(师引导：蜗牛要干什么，蚯蚓对蜗牛的做法持
什么态度呢?引导学生说出这个故事蕴涵的道理)



(3)师：今天这节课我们要学的这个故事跟同学们刚才讲的故
事很类似，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要把两座
大山移走，这表面看似可笑的事情，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呢，
谁又对这件事报以嘲笑和反对呢，愚公面对打击有没有停止
行动呢，现在请大家快速读一遍14课：愚公移山，到文中去
寻找答案吧!(师：板书课题)

2.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初读之后，请一名同学用最简洁的话概括全文主要内容。

(2)组内互读，注意读准字音，还要注意语气。

3.细读感悟。

(1)指名读第1自然段后，问：愚公为什么要移山?

生：用文中的话回答。

(2)师：愚公跟谁商讨的呢?请同学读第2—6自然段，读完回
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师相机板书：直插云霄，渤海。)

(3)师：愚公带领大家是怎样移山的呢，移山过程中遇到了什
么事，请大家读7—13自然段，边读边思考问题。

生：读后用文中的话回答问题。(师引导：结合现代社会的挖
土工具跟愚公移山的工具对比交流，感受寓公移山的困难之
大，再把智叟的反讥与愚公说的话对比，体会愚公的坚忍不
拔的品格与定会成功的信念。相机板书：大半年、箩筐、锄
头、痴心妄想、风烛残年。

(4)齐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师问：“功夫不负有心人，愚公移山成功了。文中最后一自
然段中说：愚公移山的事情感动了玉皇大帝，大家细细想想，



到底是什么让玉皇大帝感动了?”

生答：“是愚公的精神。”

师问：“什么精神?”

生答：“遇到困难不后退，持之以恒的精神。”(师板书：持
之以恒)

4.讨论、交流。

师：“如果玉皇大帝没派两个大力士把山背走，愚公的后代
能把太行、王屋两座山移走吗?”鼓励学生大胆发言，敢于说
出自己的看法。

生：讨论、交流，发表自己的看法。

5.谈体会。

师：通过学习，同学们一定明白了很多道理，请同学们说给
大家听，可以举相关的例子，也可以说名人名言。

生举例：“滴水穿石”的故事，《蜗牛与黄鹂鸟》的故事，
《白色的金盏花》，“铁杵磨成针”的故事，等等。

名人名言：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

一个人做事没恒心，他是任何事也做不成的——牛顿(英国)

6.布置作业：

师：“我发现本文里有至少20个多音字，请同学们找一找，
看谁找得多?”



7.结束：

师：“请同学们唱一遍《蜗牛与黄鹂鸟》的歌来结束这节课。
”

生：唱。

六、板书设计：

直插云霄

箩筐锄头

愚公移山痴心妄想成功(坚持不懈)

风烛残年

本节课开篇就用孩子们熟悉的“龟兔赛跑”的故事引入，对
于这个故事，孩子们喜闻乐见，这样，一下子调动起他们的
学习积极性，紧接着，又乘胜追击引入了“蜗牛和蚯蚓”的
故事，让学生们初步感觉到本节课要学习的人生哲理是什么。
接下来，趁热打铁，引入本课《愚公移山》，让学生带着问
题来学习。使学习活动进行起来是学有所导，学有所依。这
种学习活动是自主的，是有内驱力的。学生始终带着疑问主
动去学，学得有方向，有目标，不但能够清晰了解故事内容，
而且能够体悟到文章所蕴含的深刻的哲理，从而达到教学设
计的教学目标。最后，学生也会自然而然地说起相关故事，如
“滴水穿石”，“蜗牛与黄鹂鸟”等等，这是学生与文本的
对话，学生与老师的对话，是学生与学生的对话。最后，以唱
《蜗牛与黄鹂鸟》这首歌来结束本课，使本节课在轻松愉悦
的氛围中度过。

总之，创设教学情境的核心在于激发学生的情感，启发学生
发现问题，调动思维的积极性，促进师生之间及学生之间的



多边互动，情景教学，变枯燥为趣味，变负担为轻松;氛围营
造，使遥远变为现实，使抽象变为形象，使高深变为浅显。
只要为人师者勤于钻研，精心设计，操作得当，一定能让我
们的学生真切体味到——“学习是生活中最有趣和最伟大的
游戏”，而不是背负沉重的压力和与痛苦作斗争。是真正的
生本课堂，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蜗牛与黄鹂鸟》反思

中班教学反思蜗牛与黄鹂鸟篇五

这首歌的教学相对比较容易，孩子们接受的很快。

这首歌的重点是要让学生像讲故事一样，把歌曲生动的唱出
来。

所以我用讲故事来作为本课的导入，先让学生听蜗牛与黄鹂
鸟之间发生什么故事，再由一个学生生动的把故事讲出来，
以此来激发其他学生的想象力。

在学唱的部分，唱会不难，就是有几个字“萄、鹂”，最后
一句的“要、我”偶尔唱不准，还有第二段的歌词不容易记
牢，其他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在情绪的把握上，学生表
现力部够，歌曲演唱的有些呆板，我就采用了，师生互动分
别扮演蜗牛与黄鹂鸟的角色，一遍一遍的表演唱，效果很好。
后来在学生单独上台表演的部分，学生也能发自内心的加上
动作表演，非常生动、形象。

在最后我还在歌曲中加入了三条节奏，让学生模打，他们模
打的成绩只能给70分，但学生的兴致很高，他们很喜欢这三
天加入的节奏，我想，以后还可以经常尝试在歌曲中加入创
编节奏，他们一定会越打越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