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作活动日历教学反思(优质7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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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活动日历教学反思篇一

这是一篇富有童趣的课文，我认为充分朗读应是阅读本文的
主要手段。朗读的语气应因不同的语境而变化。如，老木匠
为小木偶添上表情后的语言，应读出一种自我陶醉的语气，
突出老木匠的心满意足；小木偶见小红狐撒谎并诬赖他后，
对熊警察说“那是我的，我的，我的”时，应读出申辩的语
气，表现出小木偶的气愤，声音要高，因为小木偶是尖叫着
说的；在读小木偶回答小白兔、老婆婆的答话时，应读出一
种伤心和无奈的情绪，因为熊警察、小兔子、老婆婆都不相
信他的话，他感到十分委屈。而小白兔的话要读出嘲笑的语
气，老婆婆的话应读出责备、不解的语气。通过指导和训练，
多数学生朗读故事都有语气变化。

学生交流阅读体会时，我注意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或生活实
际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如：“老木匠说得没错，笑
是很重要的。不过，要是只会笑，那可是远远不够的。”引
导学生理解这个句子的前半部分，可以联系老木匠说的
话“谁要是不会笑，谁就没办法过快乐的日子”来体会；理
解这个句子的后半部分，可以联系文中小木偶的遭遇加以体
会。在现实生活中，学生可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或体验，让
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谈一谈，以加深对这句话的理解。

在学生充分交流阅读体会之后，我引导学生续编这个童话。
续编的目的是让学生根据课文内容进行延伸性想象，进行创
造性的表达。既鼓励学生大胆想象，又指点方法，如，提示



学生把握故事的主线，把握人物的性格特点。无论怎样想象、
怎样创造，故事的主线不能变。我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重在
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创作愿望，分层要求，以鼓励为主。

本课描写人物表情的词语很丰富，如，“板着脸”“笑嘻
嘻”“愤怒”“亲热”“温柔”“痛苦”“伤心”“着
急”“委屈”“生气”“龇牙咧嘴”“嘟嘟囔囔”“可怜巴
巴”“放声大哭”，这些词语是女巫所说的“人类所有的表
情”的具体体现，我引导学生在读书时注意这些词语，以丰
富学生的语言积累，并体会到作者是如何运用这些语言来表
达人物的内心情感的。

制作活动日历教学反思篇二

《小木偶的故事》是第三单元的第二篇略读课文，这篇课文
内容简单，趣味性强。在教学中，我主要通过分角色演一演
的方式，将课文情景再现，让孩子们在演中加深体会小木偶
遭受委屈时，那难以明说的无奈心情。在演中，孩子们也慢
慢懂得了：虽然笑很重要，但要是只会笑，那可是远远不够
的。但是，由于课文内容较多，很多孩子都不能完全脱稿表
演，所以下次，碰上这样的环节，一定要提前布置好预习任
务，这样就可以节约课堂时间。

在课堂临近尾声，我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结合自己的生
活，说说为什么光会笑是远远不够的呢？有人说：如果我打
坏了花瓶，笑着向妈妈道歉，妈妈一定会觉得我不够真诚；
还有人说：如果做错了事，老师批评我，我却笑嘻嘻的，老
师一定会更加生气......在这些答案中，我也看出孩子们已
经基本上理解了课文内容。

虽然这是一篇略读课文，但是文中却有许多关于表情描写的
词语。于是，我除了在课堂上以指名读、开火车读、齐读的
方式进行积累，我还要求孩子们将这些词语进行摘抄，我想，
这也是为以后写作文积累素材。



制作活动日历教学反思篇三

情感目标：自信地用行进速度与风格演唱歌曲《木偶兵进行
曲》。

能力目标：通过聆听《木偶兵进行曲》感受并体验活泼风趣
的玩具兵形象，表演玩具兵，在心中建立起走和动的律动是
与音乐相关的意识。

知识目标：了解掌握音乐记号在歌曲中起到的作用。

教学重点：

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音乐活动，感受和听赏音乐，体会、
理解、表现音乐中的童话形象，对乐曲进行体验和实践。

教学难点：

在欣赏时，注意学生听的质量，并引导学生通过聆听音乐表
现各种各样的诙谐幽默的玩具兵形象。

教具准备：多媒体、图片、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师生问好

二、激趣导入

师：同学们，你们做过梦吗？那你都做过什么样的梦呢？

学生自由回答。

三、听赏《木偶兵进行曲》



1、初听音乐

要求：仔细听音乐，认真思考乐曲讲述了一个什么故事？

学生认真听乐曲录音，并积极思考、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2、复听音乐

师：作曲家的这个梦是不是象你们说的那样呢？听完老师的
故事你就知道了。

出示，教师随音乐讲故事。

学生边看边认真听老师讲故事，并跟着思考。

师：他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梦？（1、美丽的。2、恐怖的。3、
忧愁的。4、快乐的。）

学生自由说乐曲的情绪。

选择合适的情绪贴到黑板上。

师：这么美的梦，这么好听的音乐，谁能跟它取一个好听的
名字呢？（出示课题）

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给歌曲取名字。

3、分段欣赏

（1）欣赏a段，播放。

师：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他们在什么？

学生看，听音乐，描述故事。



a、你能模仿玩具兵的样子吗？

b、随音乐集体模仿。

学生模仿玩具兵排着整齐的队伍，挺胸抬头走路的神气样子。

（2）欣赏b段，播放。

师：正当玩具兵们玩的兴高采烈的时候，又发生什么事儿呢？

学生描述b段音乐，学生表演故事情节。

师：你能模仿玩具们是怎样跳舞和玩耍的吗？

学生模仿其他玩具唱歌跳舞和玩耍的样子。

（3）欣赏c段，播放。

师：大家刚才玩的那么高兴，为什么突然都不见了呢？

学生通过看回答老师的问题。

师：小主人醒了，玩具们惊慌失措的逃回了玩具箱。惊慌失
措是什么样子？大家能不能表演这段？随音乐表演本段。

学生表演惊慌失措的样子和“逃”回玩具箱的动作。

4、随音乐集体表演。

老师讲述故事并及时提示大家进行完整表演。

四：课堂小结

学生随音乐走出教室。



制作活动日历教学反思篇四

本堂课的教学设计利用富有童趣的故事及有趣的动画，巧妙
地将教学内容—音乐贯穿始终，并把孩子们带入了一个诙谐
有趣的梦幻世界。其设计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激发学生探究音
乐的兴趣，使教学环节更加紧凑，学生的思维更加连贯，使
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情不自禁地投入学习、获得知识并在音
乐实践活动中感悟音乐的魅力。

此外，在每一个教学环节中，都让学生们根据音乐大胆地想
象玩具兵那幽默诙谐、活泼可爱的形象。同时运用多媒体课
件资源展示出画面，激发学生的想象空间。在课堂上充分发
挥了多媒体的优势使学生利用感官直观地感受音乐，提高学
生学习音乐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丰富学生的音乐想象
力。但是多媒体教学是辅助教学手段，为了给学生们想象的
空间。为了使学生们的想象不受画面的限制，从而达到音乐
欣赏审美效能，我并没有过多的播放动画。我感到计算机辅
助教学中老师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灵活的使用，达到较好
的教学效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进行欣赏教学，既可创设意
境、渲染气氛，又可激发兴趣、诱发想象，融视、听感受为
一体，使学生在感受音乐美的同时轻松愉快的`获得知识。

纵观整节课的课堂教学，老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愉快。师
生已是一群要好的朋友了，课堂上有这样一个教学环节，教
师不再是指挥，有的学生成了玩具兵的指挥，有的学生成了
小号手，有的学生成了伴奏的鼓手，这种融洽的师生交流，
体现了教师与学生的平等。

制作活动日历教学反思篇五

《小木偶的故事》是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第三组“童话故事”
为主题的一篇略读课文。文章主要记述了老木匠想让小木偶
拥有快乐，因此给予了小木偶一个笑的表情，不巧弄巧成拙，
使得小木偶因为只拥有一个笑表情而遭到小红狐的欺骗，受



到熊警察，小白兔，老奶奶的误解，受尽委屈却无奈解释，
最后得到蓝鼻子女巫的帮助，拥有了所有的表情。文中以拟
人体的故事情节展开，告诫一个深刻的道理：笑是很总要的，
但是生活中只拥有笑是远远不够的。

在课前我反复读这篇课文，重点围绕小木偶拥有表情之后的
遭遇和心情展开，让学生深入小木偶的处境，体会小木偶的
无奈。还让学生扮演小木偶，熊警察，小红狐，老奶奶的角
色，体会笑的特殊情景下的其他含义。使得学生即对笑这一
表情在特殊情景下的含义有了一定的了解，还能使学生在情
景表演中感受到小木偶受尽委屈却无奈的心情。学生们表演
的很尽兴，也很生动，调动了学生们表演的兴趣，整个表演
的`过程中，孩子们观看的很认真，纷纷给表演的学生提出了
建议，并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使得每一个学生都有展现的
机会。

这节课虽然很把学生表演的兴趣表现了出来，可是对待课文
的拓展延伸并没有展现出来，那就是小木偶拥有表情之后还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这是我在铃声结束之后想到的这样
的一个环节，其实在学生很有兴致表演的过程中，让学生充
分发挥想象力，与小组讨论交流，在展现给大家。这样即不
会打消孩子们表现的欲望，又发挥了学生的想象力，将课文
的拓展延伸环节以学生喜欢的形式结束。

制作活动日历教学反思篇六

这篇童话故事趣味性强，相信学生能自己读懂在小木偶身上
发生的事情，但联系生活实际理解课文的最后一段话，感受
快乐的真谛，是学生理解的难点。因此我在教这课时，采用
了以下教学流程：自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分角色读课
文，体会故事蕴含的道理——积累词语，丰富语言——展开
想象，续编故事。

教学中，在学生充分朗读了课文，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体会故事蕴含的道理，我只要采用了以下教学：先
联系老木匠说的话“谁要是不会笑，谁就没办法过快乐的日
子”来理解这个句子的前半部分“老木匠说得没错，笑是很
重要的。”，让学生明白：在生活中，笑是很重要的，是非
常美好的.，谁要是不会笑，就无法体验生活的快乐。然后联
系小木偶自己遭遇的挫折，让学生自己谈谈：小木偶的笑给
他带来快乐吗？通过这样的反问，学生自然体会到：生活是
复杂的，除了一些高兴的事之外，还有一些伤心的事，不同
的事情会引起我们不同的情感态度。于是，我引导学生明白
应该怎样看待生活，感受快乐：要用我们的真情、用不同的
方式去体验生活，面对生活，这样才会获得真正的快乐。最
后，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谈谈个人感受，加深学生
对这段话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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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活动日历教学反思篇七

上完《小木偶的故事》，我感觉有特色的地方是：

一、抓住了课文的特色，设计“积累词语”这一环节。因为
这课表情的词特别多，所以我安排了让学生划词、读词、理



解词、运用词来达到积累运用及理解课文内容、体会道理的
三重目的。我把“板着脸、笑嘻嘻、愤怒、亲热、温柔、痛
苦、伤心、着急、委屈、生气、龇牙咧嘴、嘟嘟囔囔、可怜
巴巴、放声大哭”打在屏幕上，让学生先读词，读准字音，
以边读边做表情动作来理解词，最后以选词说话达到运用的
目的。这一环节的设计，使学生因为有着忽喜忽怒忽悲忽怨
各种表情演示，兴致高涨，也能比较直观形象地理解词语的
意思，个别学生对某些词不理解就犹豫着不知道如何做表情
动作，这时他们会左右观看，从同学的表情中理解自己感到
疑惑的词语。既加深了学生对此语的理解，又紧紧抓住了学
生的注意力，同时也紧扣了本课所蕴含的道理，有助于展开
课文的教学。这就是有效教学吧，能让学生在轻松的课堂中
学到各种语文知识，让学生深深地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

二、课堂测验辅助突破本课重点：在指导朗读过程中，让学
生根据自己的体会给括号中填上表现小木偶真实表情的词语
这一练习的设计，让学生在充分理解了小木偶的亲身体会的
基础上完成练习，使学生对课文主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
会，完成了对本课教学重难点的突破。

三、注意将教学与适当的评价结合，以评促改：及时引导学
生的情感、态度，并采用多种评价方式相结合的方法，既有
教师评价，又有生生互评、学生自评，让学生在不同方式的
评价中体会人物情感、性格，体会文章所蕴含的道理。

本节课的失误之处在于：

1、在指导人物语言的朗读时应该让学生直接进行自由选择，
而不是教师各个指定，浪费了时间，导致后面的时间有些紧。

2、由于课文较长，所以读课文的检查预习一带而过。这种方
式不利于学生自己发现错误，不利于强调易错的地方。没有
把以读为本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