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音乐小雨点教学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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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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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小雨点教学反思篇一

1、让幼儿在理解诗歌的基础上，能发音准确有表情的朗诵诗
歌，并体会诗歌的韵律美。

2、丰富幼儿的词汇：田野、拔。

3、激发幼儿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4、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5、引导幼儿在诗歌中学习，感悟生活。

大挂图一幅

活动图片七个

头饰若干（小雨点、花儿、鱼儿、苗儿）

理解诗歌并有感情的表演、朗诵诗歌

1、用拍手的方法来稳定幼儿情绪，组织教学。

2、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幼儿观察。

出示挂图：最近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好长时间不下雨



了。你们看，出现了什么结果：花园里的花儿渴得闭上了嘴
巴，鱼池里的鱼儿渴得不要尾巴了（不动了），田野里面的
苗儿渴得不长了。

尝试一、你有什么办法，他们才不渴了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下雨，花儿、鱼儿、苗儿喝了水以后他
们就不渴了。

小朋友们，下小雨的时候，小雨发出什么声音？引出“小雨
点，沙沙沙。”

3、展示下雨时的情景，请幼儿观察花儿、鱼儿、苗儿的图片，
帮助幼儿理解诗歌内容。

尝试二、（1）“小雨点，沙沙沙，落到了什么地方？”（花
园里）

花儿怎么样了――（笑了）乐

花儿乐得怎样――张嘴巴（花儿开了）

重复：小雨点，沙沙沙，落到花园里，花儿乐得张嘴巴。

（2）“小雨点，沙沙沙，落到了什么地方？”（鱼池里）

鱼儿乐得怎么样了――摇尾巴

重复：小雨点，沙沙沙，落到鱼池里，鱼儿乐得摇尾巴。

（3）“小雨点，沙沙沙，落到了什么地方？”（苗，地里）

苗儿长在庄稼地里，一大片的庄稼地就是田野（重点强调）。

苗儿乐得怎样――向上拔（长高了）



重复：小雨点，沙沙沙，落到田野里，苗儿乐得向上拔。

4、看图，教师完整的朗诵诗歌。

尝试三、为诗歌起个名字《小雨点》

分句教幼儿朗诵，以不同的形式教授。

5、扮角色，戴上那个头饰，表演朗诵诗歌。

6、启发幼儿回忆生活经验，“下雨时，小雨点还能落在什么
地方？（幼儿园，树上，房屋上，河里，山上……）

大自然非常美，启发幼儿热爱大自然，保护环境。

语言活动的本身应该具有生动性、准确性、趣味性，这样对
于幼儿认知和情感态度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本节
课中开始的.时候我先让孩子听了沙沙沙的春雨声音，引导幼
儿回忆已有经验，然后用较为生动的语言“——春姑娘来了，
小草探出了它的小脑袋，柳树宝宝长出了嫩绿嫩绿的柳芽，
花园里花儿也慢慢的露出了一张张笑脸……万物在春姑娘的
装扮下格外漂亮！”“沙沙沙，沙沙沙，细细的春雨也唱起
了歌，它想要和这么多好朋友一起玩……"我边做动作表达，
这么美的画面，我讲的仔细，孩子们也听得认真。

音乐小雨点教学反思篇二

1.理解诗歌内容，知道雨给大自然带来的好处，学习动词张
（嘴巴）、摇（尾巴）、发（了芽）。（重点）

2.能用较连贯、完整的语言朗诵诗歌，并加上适当的动作。
（难点）

3.感受小雨点给花朵、鱼儿、种子带来的快乐。



1.课前引导幼儿观察下雨时小雨点都落在哪里。

2.课件、音乐、与诗歌内容相符的操作图片。

一、播放"下雨"的录音，引导幼儿说说小雨点落下来的声音。

提问：小雨点落下来会发出什么声音？小雨点都会落在哪些
地方？

二、逐幅观看课件，引导幼儿初步理解儿歌内容，学习动词：
张（嘴巴）、摇（尾巴）、发（了芽）。

提问：1.小雨点落在了哪里？花园里、池塘里、田野里有谁？

2.花朵、鱼儿、种子喝到雨水会怎样？它们的心情怎样？学
习动词并引导幼儿用动作表现动词。

教师引导幼儿将看到的、听到的、或想象到的大胆地用自己
的语言进行表达，并以诗歌内容进行小结。

三、利用操作图片，引导幼儿学习朗诵诗歌。

1.教师有感情地朗诵诗歌，幼儿完整欣赏。

提问：听了这首诗歌你的心情怎样？你最喜欢诗歌里的哪一
句？（引导幼儿用诗歌里的语句进行回答）同时教师利用图
片进行操作，进一步巩固幼儿对诗歌的理解。

2.师幼完整朗诵诗歌。

3.引导幼儿边朗诵边加动作进行表演，进一步感受小雨点给
花朵、鱼儿、种子等带来的快乐。

四、幼儿听音乐离开活动室。



音乐小雨点教学反思篇三

让小孩子熟悉歌曲旋律，初步学唱三拍子歌曲《小雨点跳
舞》。下面是由百分网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小班音乐“小雨点
跳舞”教案与反思，喜欢的可以收藏一下!了解更多详情资讯，
请关注应届毕业生考试网!

1、熟悉歌曲旋律，初步学唱三拍子歌曲《小雨点跳舞》。

2、尝试用绘画的形式创编部分歌词并在创编活动中体验歌唱
带来的喜悦。

课件、自制卡片式图谱、画笔画纸、大图片

1、播放课件，请幼儿说说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请幼儿观
察彩虹是什么样子的'。

2、“彩虹真漂亮啊，它不但漂亮，还会唱歌呢，你们
听——”教师范唱，并带幼儿唱练声部分，启发幼儿唱的像
彩虹一样美、圆润、流畅。

3、“小雨点听到彩虹这么美妙的歌声，不由自主的唱起歌来、
跳起舞来，你们看——”出示小雨点，请幼儿说说小雨点是
怎么唱歌跳舞的，并用肢体动作大胆表现。

4、请幼儿观察雨点的大小，引出三拍子歌曲的强弱规律：
强-弱-弱。

教师：小雨点在哪儿跳舞?

1、出示图谱，教师范唱，幼儿学唱，并说说小雨点是在哪儿
跳舞的。



2、启发幼儿大胆想象小雨点会落在什么地方，并进行绘画，
教师巡回指导，提示幼儿只需画出简单的轮廓，并讲述自己
画的小雨点在哪儿跳舞。

3、教师将幼儿的画贴在图谱上，大家分享，唱出自己创编的
歌词。

1、将幼儿分成两组，练习问答对唱。

2、游戏——小雨点跳舞。

请幼儿扮演小雨点，教师当小鸟，师幼对唱，并自编动作。

1、幼儿对三拍子的唱法掌握的还不够。

2、创编环节幼儿兴趣很高，不过创编的歌词还不够丰富。

音乐小雨点教学反思篇四

1.理解儿歌内容，愿意模仿儿歌中的象声词。

2.喜欢儿歌，能够用好听的声音朗诵儿歌。

3.通过倾听教师对图书书面语言的朗读，提升依据画面展开
想象并用较丰富的.语汇进行表述的能力。

4.通过阅读小图、上下图的对比观察，了解故事的情节，通
过一组图片排序，了解故事情节的发生和发展，培养细致观
察和较完整表述能力。

《小雨点》教师教学资源、教学挂图、《下雨的声音》音频

一、播放下雨的声音让幼儿猜是谁的声音，引起幼儿的兴趣。



三、出示教学挂图，带领幼儿一起欣赏图片，模仿儿歌中的
象声词并和老师一起朗读每一句儿歌。

四、教师朗诵前半句，幼儿朗诵后半句象声词部分。

五、播放教学资源，请幼儿完整的欣赏一遍儿歌，然后请小
朋友一起看着挂图朗读儿歌。

小朋友都会朗读这首儿歌了，请小朋友回家后用好听的声音
把这首儿歌朗诵给爸爸妈妈听。

这一话题，孩子们比较感兴趣，都愿意积极参与到活动中去，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能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但在幼儿讨论
的这个阶段，我应该创设情景，让幼儿体验。

音乐小雨点教学反思篇五

1、熟悉歌曲旋律，初步学唱三拍子歌曲《小雨点跳舞》。

2、尝试用绘画的图片填歌词，创编歌曲。

3、在、创编活动中体验歌唱带来的喜悦。

1、自制卡片式图谱（卡片背面贴磁条），其中“？”和彩虹
的图片各一张；小雨点的图片若干张；小雨点在屋顶上、树
上、雨伞上跳舞的情景图各一张。

2、小彩虹唱歌和小雨点跳舞的节奏谱各一份。

3、磁带，录音机。

一、边听音乐边拍打节奏，带幼儿进活动室。

1、师：刚才听了一首好听的有关下雨的歌，小雨点除了会唱



好听的歌，还会跳舞呢。（出示小雨点的图片）。

2、教师随伴奏范唱。

2、教幼儿拍打节奏并学唱小雨点跳舞的音乐声。

二、教幼儿学唱彩虹的歌曲

1、（出示彩虹姐姐的图片）教师随伴奏范唱歌曲。

2、教幼儿拍打节奏并学唱彩虹姐姐的歌曲。

三、把彩虹姐姐唱歌的音乐和小雨点跳舞的音乐声连起来唱
一唱。

四、出示小问号的图片，帮助幼儿理解“？”的含义，并学
唱歌曲前四句。

1、小问号是专门问问题的，这里的小问号要向小雨点问什么
问题？

2、教师随伴奏演唱小问号的四句歌曲。

提问：一共问了几句？这四句歌词一样吗？音高低一样吗？

3、集体学唱小问号的4句歌曲。（难唱的再指出并再次学唱）

4、分4组再分别演唱小问号的歌曲。

五、出示教师事先画好的4幅图片。

1、小问号的歌学会了，讨论一下小雨点会在哪里跳舞？

2、教师出示自画的4幅图片，教幼儿学念歌词。



3、把图片上的内容编到歌曲里，并集体演唱一遍。

4、集体完整演唱歌曲一遍。

六、给这首歌曲取个好听的名字。

七、问答式合作演唱歌曲。

1、分成两大组进行问答式完整演唱歌曲一遍。

2、互相交换角色再次进行演唱一遍。

八、活动延伸。

请幼儿到教室后把你想到的小雨点还会去哪里跳舞的地方画
下来，然后编到歌曲里，唱给你们的好朋友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