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象的新家小班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
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象的新家小班教案篇一

歌曲《可爱的小象》是用傣家音乐元素，以傣族吉祥
物“象”为主题，由四个乐句构成的结构规整的儿童歌曲。
歌曲旋律柔美流畅，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特点。为了让
孩子们能够用柔美的声音表现小象的可爱，首先让他们聆听
器乐曲《小象》。

《小象》是具有爵士风格的乐曲。乐曲轻松活泼，形象地表
现了小象们玩耍的情景。通过多次聆听，孩子们能够准确表
达乐曲所描述的活泼、调皮、可爱的小象，还能够模仿小象
的叫声及走路的样子。在此基础上学唱歌曲《可爱的小象》。

首先聆听歌曲范唱，让孩子们感受歌曲的情绪，及柔美流畅
的旋律，接着按节奏朗读歌词，介绍“傣族”，并强
调“象”在傣族人们生活和生产中的重要地位，继而引
出“象是傣族的吉祥物”。再次聆听歌曲范唱，请学生模唱
会后，我用两种不同的声音演唱歌曲，请他们从中选择用哪
种声音演唱，能够更好地表现小象的可爱。其次让孩子们编
创动作边唱边表演，表现小象的可爱和他们对小象的热爱。
最后分小组展示用打击乐器响板和碰钟为歌曲伴奏。

本节课，教学环节完整流畅，较好地完成了预设。但因教室
较小，“跟着《小象》的音乐走一走”这一环节没有进行，
下节课弥补上这一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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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象的新家小班教案篇二

创设环境情境，活跃幼儿兴趣，学会折叠青蛙，锻炼了幼儿
的动手动脑能力。在本次活动中，我设计了让孩子们学会并
掌握折叠青蛙的方法和步骤，孩子们用灵巧的小手折叠出逼
真可爱的小青蛙，既培养了观察思考能力，又锻炼了动手动
脑能力。

整个活动过程中，我注重以幼儿为主体，注重师幼关系的民
主平等、注重幼儿的全面参与让幼儿充分“动”起来，使幼
儿学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突破了重难点，创设了观察、
交流、想象表述和展示的机会，让幼儿在发现、解决实际总
题的过程中，自己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可爱的小青蛙“充
分体现了”三维目标的落实。

不足之处，在组织教育活动的过程中，我过多地注重了自身
的教育行为和教育目标的完成。



小象的新家小班教案篇三

我们学校的课改在坚定不移的前进着，我的课改之路也在举
步维艰的进行着，上节课我上了一节课《最可爱的人》，我
感觉很是失败。

首先，思路不清晰，有些乱。因为课堂语言在教学中也是至
关重要的，我平时课堂语言是较贫乏的，我想锤炼自己的课
堂语言，备课时把问题分解了，结果没加以整合，致使思路
不够清晰。

其次，准备不充分，致使中间环节没处理好，最后草草收场。

第三，没能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开始可能由于听课的
老师多，学生有些紧张，在展示的过程中不是很积极，老师
又没能及时的引导好，我感觉是这节课气氛教闷的原因。

总之，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会不断反思+实践，争取在课改的
道路上有所收获。

小象的新家小班教案篇四

在本课教学中，我结合新课程标准中的学生发展为中心和自
己研究的课题，为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确保每一位学
生都受益的基本理念，主要采用了情境教学、启发诱导、合
作学习、游戏教学、评价激励等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主动探究学习。

这次活动的最大反思就是，想要呈现一堂好课，仅仅有好的
设计意图，设计流程是不够的，最主要的是教师在教学活动
中要把握好自己的角色，在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时，能给予学
生更适当的指导，时刻关注学生的发展状况，在课堂中灵活
调整，有效回应学生的各种表现，这样学生才能得到更好的
发展。



小象的新家小班教案篇五

首先，教学中，还不够大胆放手，不敢放手让学生去说。老
是害怕学生说不好，完成不了教学任务，影响教学进度。其
实，很多时候我们放手让学生说，才能真正发现问题，才能
真正了解学生掌握程度。甚至有时候学生的回答还会让我们
大吃一惊，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点，在今后的教学中，
一定要特别注意。

再次，课堂各环节的时间安排欠妥。由于课堂练习的时间过
长，最后导致课堂不够时间来小结。整个课堂各环节时间安
排不够合理。

另外，对于数学课堂，应该要求语言精炼。可教低段多年，
这一点一直没有长进，甚是苦恼。每次听高段数学老师上课，
听到老师们准确精炼的数学语，总是羡慕不已啊!

总之，这次课对我来说是一次学习的机会，思考的机会，成
长的机会。虽然有一些不成熟，但我会在反思中进取，在探
索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