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童话写作的教案 童话故事小红帽的
歌教学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教案应该怎
么制定才合适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
方便大家学习。

童话写作的教案篇一

在一个乡下，有个小女孩时常带着她奶奶在生日时送她的一
顶小红帽，这顶小红帽戴在她头上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大家
都喊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让她把糕饼等一些食物送
给住在另一个村庄的生病的奶奶。小红帽于是从家里出发了。
去奶奶家的路需要穿过森林。森林里有一只大灰狼，想把小
红帽给吃了，却又不敢在光天化日下这么做。他便先上前和
小红帽搭话，并得知了小红帽将要去的地方。大灰狼于是想
出一个计谋，提议小红帽顺道摘些花朵。小红帽听信大灰狼
的话，在树林里赶蝴蝶编花束。大灰狼这时先赶到了小红帽
奶奶家并把奶奶给吞了。狡猾的大灰狼穿上了奶奶的衣服躺
在床上。当小红帽来时没有认出大灰狼，也被它吞了下去。
在佩罗的版本里，故事就此结束。在后来的意大利版本里，
小红帽在没有得到其他人的帮助的情况下，凭著自己的智慧
逃出了大灰狼的掌心。不过在另一个后来的版本里，又更改
成一位伐木工人来救她，而这情节在格林童话的版本中变成
一位猎人路过，把狼杀了，并把二人从狼肚里面救了出来。
后来，又有人编写出小红帽去奶奶家途中再一次遇上大野狼，
最后小红帽用奶奶刚煮过香肠的热水把大野狼烫死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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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写作的教案篇二

进教室时我手中拿了一顶“小红帽”，学生们都很好奇的看
着我手中的“小红帽”。

师：“同学们，老师手里的小红帽漂亮吗？”学生们一下子
就被我手中的那顶镶满亮珠片的“小红帽”给吸引住了。

师：“那好，让我们一起跳段“小红帽”之舞吧。”律动之
后，我让学生观看动画片《小红帽》片段，进一步吸引住了
学生的注意力。课堂顿时安静下来，学生们都聚精会神地盯
上了电视机。观看过后，我顺势导入今天学习的歌曲《小红
帽》，学生们带着极大的兴致和热情很快就学会了《小红帽》
这首歌。

我趁势肯定了第三小组的创意，也鼓励其他小组的同学进行
创作。（学生们是鲜活的个体，这就决定了课堂上反应的变
化莫测。有时候常会出乎老师的预料，但却能让课堂充满活
力，我们做老师的就要及时应对学生，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
复。）

紧接着，我又将学生的活动引入高潮，带学生玩起了《小红
帽》的游戏——拯救小红帽，学生们欢快的笑声充满了课堂，
他们边玩边唱，兴致可高了。歌曲在无形中得到了巩固。最
后，我播放了《小红帽》的音乐，让大家唱起歌，跳起舞蹈
出教室。

好奇、好动是小学生的天性。课堂上，哪怕是一丁点的小事，



学生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沸腾起来。特别是像音乐这
样的美感和动感很强的科目，需要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充
实课堂。因此，在这节课中，我利用了影片、歌曲、表演、
游戏让学生全身的投入其中，将学生的兴趣点、注意力全部
激发，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人人参与，心随乐舞。

童话写作的教案篇三

这篇故事以拟人化的手法，以描写人物对话为主要形式，寓
环境保护的科学道理于有趣的故事中，便于学生阅读感知。
课文主要部分是小云雀和云雀妈妈的对话，因此，采用分角
色朗读的学习方式是比较恰当的。分角色朗读也是练习朗读
的一种重要方法，目的在于让学生进入角色，进入情境，较
好地把握语言包含的情感，从而较快地读好语言材料。

本节课中，教师两次组织学生合作学习，进行分角色朗读，
学生的学习兴趣较高。第一次是在指导理解第1—～4节后，
同桌分角色练读第3、4节，一人扮小云雀，一人扮云雀妈妈，
学生基本能读出人物的不同语气。第二次是学完全文后，三
人小组分角色朗读课文，小组内明确分工：一人读旁白，一
人一人扮小云雀，一人扮云雀妈妈。但学生合作练习朗读时，
都只顾自己读，很少去认真倾听他人的朗读，更没有去评价、
修正他人的朗读，所以小组展示的时候，没能读出人物的不
同语气，效果不够理想。当然，教师在组织学生理解感悟人
物语言时还不够到位，浮于表面，这也是原因之一。

建议：

一、教师要参与合作朗读

教师可以先扮“云雀妈妈”的角色，和学生对话朗读，以作
示范，再让学生与同桌配合练习分角色读，并组织交流或比
赛，师生共同评议，促进提高。



二、教师要培养学生的倾听能力和评读能力

在小组合作过程中，应要求学生善于倾听，对他人的发言能
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才能是一个积极互赖的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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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写作的教案篇四

案例：

进教室时我手中拿了一顶“小红帽”，学生们都很好奇的看
着我手中的“小红帽”。

师：“同学们，老师手里的小红帽漂亮吗？”学生们一下子
就被我手中的那顶镶满亮珠片的“小红帽”给吸引住了。

师：“那好，让我们一起跳段“小红帽”之舞吧。”律动之
后，我让学生观看动画片《小红帽》片段，进一步吸引住了
学生的注意力。课堂顿时安静下来，学生们都聚精会神地盯
上了电视机。观看过后，我顺势导入今天学习的歌曲《小红
帽》，学生们带着极大的兴致和热情很快就学会了《小红帽》



这首歌。

我趁势肯定了第三小组的创意，也鼓励其他小组的同学进行
创作。（学生们是鲜活的个体，这就决定了课堂上反应的变
化莫测。有时候常会出乎老师的预料，但却能让课堂充满活
力，我们做老师的就要及时应对学生，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
复。）

紧接着，我又将学生的活动引入高潮，带学生玩起了《小红
帽》的游戏——拯救小红帽，学生们欢快的笑声充满了课堂，
他们边玩边唱，兴致可高了。歌曲在无形中得到了巩固。最
后，我播放了《小红帽》的音乐，让大家唱起歌，跳起舞蹈
出教室。

教学反思：

好奇、好动是小学生的天性。课堂上，哪怕是一丁点的小事，
学生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沸腾起来。特别是像音乐这
样的美感和动感很强的科目，需要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充
实课堂。因此，在这节课中，我利用了影片、歌曲、表演、
游戏让学生全身的投入其中，将学生的兴趣点、注意力全部
激发，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人人参与，心随乐舞。

童话写作的教案篇五

《小红帽》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时《小红帽》也是一个童
话故事。《小红帽》深受幼儿的喜爱，故事中人物形象鲜明
生动，善恶美丑昭然若揭。在欣赏故事之余，我体会到：要
找准教材与幼儿内在情感的结合致关重要。我知道孩子对这
一课肯定很感兴趣，于是就认真准备想给孩子上一堂精彩的
音乐课。。

上课时我先戴了一顶红色手工制作的帽子，问小朋友
们：“你们发现老师今天和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啊？他们看到



我戴了个帽子很是喜欢。然后给幼儿观看了动画片《小红
帽》。观看过后，我顺势导入今天学习的歌曲《小红帽》，
孩子们带着极大的兴致和热情很快就学会了《小红帽》这首
歌。在接下来为歌曲《小红帽》编排舞蹈动作这一环节，我
给孩子们自由发挥，然后分组表演，第一组不仅表演的很精
彩，而且时间也恰到好处。但到了第二组上台表演时，却出
现了严重超时问题。最后，我播放了《小红帽》的音乐，让
大家唱起歌，跳着舞出教室。

较贴近孩子的认知，为幼儿提供了较大的创作空间。在表演
中，我特别注意培养幼儿相互协作的能力。

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孩子的学习还是愉快的。的确，孩子是
个鲜活的个体，这就决定了课堂上孩子反应的.变化莫测。有
时候常会出乎老师的预料。好奇、好动又是幼儿的天性。课
堂上，哪怕是一丁点的小事，孩子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沸腾起来。特别是像音乐这样的美感和动感很强的科目，需
要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充实课堂。因此，课堂秩序就更难
调控。这时，就需要教师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因势利导孩子，
将孩子的兴趣、注意力引导入"正轨"，让幼儿在轻松的氛围
中逐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当然，有了兴趣孩子自然就会学好，教师在课堂上的引导，
教态，语言都会激发孩子的兴趣，感染孩子的情绪。教师只
有在课后不断反思，才能进步，这节课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