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小鸡教学反思中班 小鸡的一家教学反思
(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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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小鸡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1、简单区分小鸡、公鸡和母鸡的外形特征。

2、了解鸡的生活习性。

3、培养幼儿关爱小动物的情感。

1、饲养角里有小鸡、公鸡（录有公鸡、母鸡叫声的磁带）

2、图片：小鸡的一家

1、听一听，猜一猜，这是谁的声音？

2、认识小鸡。鼓励幼儿看一看小鸡的眼睛、腿和翅膀，摸一
摸小鸡的绒毛，找一找小鸡的耳朵、鼻子在哪里？，！来源：
屈，老，师教。案网"学一学小鸡的叫声。

3、比较公鸡和母鸡的不同之处（引导幼儿有顺序地观察）。

4、 小结：公鸡和母鸡一样的是他们都有翅膀、两条腿、鸡
冠，不一样的是公鸡的羽毛比母鸡的羽毛漂亮。公鸡头上有
高高的鸡冠，每天早晨打鸣，而母鸡的鸡冠比公鸡的鸡冠小，
会咕咕叫，会下蛋。



5、讨论：小鸡是怎么出生的？

母鸡生下的蛋经过一定时间的孵化就变成小鸡了（帮助幼儿
理解小鸡一家的关系）。

我班幼儿很喜欢小动物，我从孩子们的兴趣出发，利用幼儿
的好奇心，精心设计了本次主题活动，给幼儿创设一个可自
由探索的空间。从本次活动中幼儿不仅能够认识鸡的一家，
知道鸡蛋从哪来的，而且从中还会体验到探索的乐趣。

画小鸡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今天我讲的《小鸡的一家》是人音版小学音乐二年级上册第
四课《咯咯哒》中学唱的第二首歌曲。

1、能用轻松愉快的声音演唱歌曲，用轻巧弹性的声音唱
好“叽”字。

2、能准确的说出和拍打出本节课的节奏型。

3、运用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创编表演，从而感受小鸡一家的
温馨幸福，增强集体荣誉感。

1、能用轻松愉快的声音演唱歌曲，准确唱好休止符和附点音
符。

2、能准确的拍打出歌曲的节奏型并结合节奏型有感觉的演唱
歌曲。

结合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及教学重难点的安排，我在本节课重
点考虑了从提高学生的兴趣来进行，把节奏学习与聆听歌曲
结合在一起，让学生有目的的聆听，更好地掌握本课的节奏
型。在本节课的模唱歌曲旋律的环节，我大胆的尝试，把简
单的绘画和音乐融和在一起，打破了以往传统的模唱形式，



用一边画小鸡一边模唱的方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这
样让学生在画画的乐趣中愉快地掌握了歌曲的旋律，为后面
学习歌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实际的教学中可以看出学生
很喜欢这种方法，参与的积极性很高，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
的。

课标中一直强调音乐课要面向全体学生。本节课我比较注重
这一点，在最后的创编歌曲部分，也遵循了全员参与的原则，
用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使每个学生都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参
与到创编中，让每个学生体验到参与的快乐。

本节课肯定也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各位教师多给我提
出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画小鸡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小鸡的一家》人音版第三册第四课《咯咯哒》中的第二首
学唱歌曲，歌曲旋律活泼生动，三段歌词有趣地表现了鸡爸
爸、鸡妈妈、鸡宝宝各尽其职快乐生活的有趣场景。

《小鸡的一家》是新教材中的一首演唱歌曲，在选课的时候
我就在想到底选哪一课比较好，是选择比较熟悉的《母鸡母
鸡叫咯咯》还是选择新教材《小鸡的一家》呢?最后我选择了
第二首歌,我想通过这次机会来挑战锻炼一下自己，不过上的
好与坏，过程是最重要的。

我在准备这节课的时候就在想怎么才能把这首歌加入一些'花
样’才能更好的帮助我进行教学，使学生们能够更有兴趣的
进行学习？通过反复推敲、课堂实践、研读教材、设定了教
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及这节课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

在课堂上让学生多听多感受是我一贯的教学风格。因此教学
设计上依然少不了这个环节，并且每次感受都能给学生设给
学生不同的有意义的学习疑问，让学生带着有效问题去听、



去赏，会对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在各个环节的衔接上忌话多忌话碎，做到课的衔接过度自然、
简练，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恰当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准
备课时，我就在想，多媒体的运用对于我本节课的设计并不
是多么合适，尤其在分段教学听赏歌曲中的大公鸡、老母鸡
和花小鸡的时候。因此，我果断摒弃，坚持使用教学光盘，
事实证明这也是正确的决定。

本节课我所涉及的重难点就是：感受、听辨音乐中的动物形
象和音乐特点，能够快乐的演唱歌曲。能够唱对歌曲中的附
点节奏，并且能用打击乐器为歌曲作准确、生动的伴奏。教
学中，我紧紧围绕教学目标展开教学，将歌曲中的音乐形象
在认读歌词及分析角色特点的过程中轻松得以解决。

教学中，恰当运用打击乐器为歌曲进行伴奏，并给与学生探
索运用为歌曲伴奏的机会。歌表演时，为了让学生编创动作
能更加的形象，我引导学生想像大公鸡雄赳赳、气昂昂的姿
态；老母鸡朴实勤劳的样子；花小鸡调皮可爱跑东跳西找虫
子的乖巧，学生喜欢并乐于去表现。

回想自己的这节课，我知道也存在不足。比如，歌曲中一二
段的最后一个乐句处的八分休止符号，只是“点到为止”，
并没有过多实际练习过程，另外教学光盘的范唱也不标准，
存在误导。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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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小鸡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可爱的小鸡》是主题“小小蛋儿把门开”中的一个美术活
动，在建构式课程中原本活动目标1是了解小鸡的外形特征，
用一个圆以及两个连接圆的方法画小鸡。这一目标要求幼儿
徒手画圆对与我班孩子难度较高。因此，我将绘画方式及目
标做了调整，定为大胆尝试用大小不同的两个圆和添加线条
的方式画出小鸡的基本特征及简单动态。以此来适当的降低
绘画难度，同时增添趣味性让幼儿尝试表现出小鸡的动态。
小鸡对孩子来说都不陌生，而且小鸡长得毛茸茸的样子非常
可爱，深受孩子们的喜爱。选择孩子们身边熟悉的素材能引
发孩子的作画的乐趣，同时增添一些故事性的情节设计会让
孩子更专心地投入到活动中。

在第一环节，小鸡出身啦的情境中，让幼儿观察小鸡的特征，
并鼓励幼儿大胆地表述。让孩子充分感知小鸡的外形特点，
小鸡有个圆圆的小脑袋，圆鼓鼓的胖身体，尖尖的小嘴巴，
黑溜溜的小眼睛与细细的小脚。然后，在引导幼儿认清两圆
的位子关系，明确器官所在的位置。

第二环节，以给小鸡找朋友为线，教给幼儿绘画小鸡的方法，
并请个别幼儿试着画一画，发现不足，纠正错误。当形态不
同的小鸡出现后，引导幼儿说一说“两只小鸡的不同之
处？”让幼儿明确，只要改变一下大圆小圆的摆放位置，就
能呈现出不同形态的小鸡。

接着，出示形态各异的小鸡，请幼儿观察欣赏，进一步感知
小鸡形态的多变。为幼儿作画打下基础。



第三环节，幼儿自己作画，并将幼儿的绘画作品全部展出，
请幼儿介绍自己的小鸡在做什么事？将活动推向高潮，让幼
儿感受绘画活动的乐趣。

1.本次活动中时间有点超时，可以对一些环节进行适当的缩
减。如：在出示不同形态的小鸡时，不必请幼儿一个个说说
小鸡在干什么？只要一带而过，让幼儿感知下不同形态的小
鸡即可。

2.活动中环节的设置上故事性、情境性不够强。小班孩子的
年龄特点，决定着教学活动需设置一定的情境，让孩子在情
境中学习会更好地引发他们的兴趣。

3.环节设置过于死板不够灵活、精简。其实可以将示范的绘
画直接画于原来的小鸡一旁，然后让幼儿直接比较感知这两
个小鸡形态的不同，这样即达到目的又精简了环节，节省了
时间。

4.操作材料的准备上有些单一，不够多样化。可以让准备一
些大小不同的圆，让幼儿自己比较后选择，这样不仅让画面
变得丰富，还在无形中锻炼了幼儿的比较能力。

画小鸡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我班大多孩子比较顽皮，注意力不易集中，但对于新鲜的、
喜欢的游戏就能积极地参与。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关于健
康领域的要求也提到了：“用幼儿敢兴趣的方式发展基本动
作，提高动作的协调性、灵活性。”因此，我就借助于常见
的物品丝巾作为教具，利用小小的简单的教具，通过一物多
玩，结合孩子们喜欢的游戏形式来练习基本动作，发展身体
协调和灵活性，来满足幼儿好动、好表现的心理。

整个活动我以多种形式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幼儿生动、活
泼、主动活动，以关怀、接纳、尊重的态度与幼儿交往、耐



心倾听，努力理解幼儿的想法与感受、支持、鼓励他们大胆
探索和表达，幼儿在活动中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每一环
节过渡自然且形式、风格各异，活动材料做到一物多用。

一开始我以春天天气真正好，鸡妈妈带着鸡宝宝出去玩为主
线贯穿整个活动，通过自由探索丝巾的玩法，分享交流，再
慢慢过渡到抛丝巾，利用游戏“放气球”的形式来练习向上
抛的基本动作，孩子们都积极地参与游戏，很好的掌握了向
上抛的动作。

对于最基本的走跑动作，我改变了以往老师拍鼓，让幼儿根
据鼓声的快慢来练习走跑，而是选择了快慢明显的两段音乐，
让幼儿在快乐的游戏中能够倾听、分辨，更有兴趣的来练习
走跑。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把丝巾藏起来(不让妈妈找到)，
不但很好的调节、控制了幼儿的激动情绪，也充分调动了幼
儿的积极性，让每位幼儿有动手、动脑、动口的机会，还锻
炼了幼儿的灵活性。

最后的'游戏“小鸡和狐狸”，把前面已学的动作(走、抛)进
行了整合，把幼儿自由探索中的方法(把丝巾“盖”在头上)
运用进来，使孩子们感受到自豪感，发展了灵活性和身体的
协调性。

但在活动中我也发现了一些不足和值得改进的地方：如，在
自由探索中一位孩子把丝巾披在肩上，我没有好好的引导，
怕活动乱，其实可以让幼儿尝试一下，这样能更好的练习跑;
对于向上抛的动作，可以多样性点，可以单手，或者左右手
抛，再加入接;在听音乐走跑时，可以让孩子们在一个方向跑，
动作上可以有要求等。希望以后的活动中，考虑得更周到，
上出更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与需要，更有特色的活动课，
使幼儿在我们的教学中更健康、快乐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