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给小树穿棉袄教学反思 小树叶教学
反思(精选8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给小树穿棉袄教学反思篇一

1、出示图谱，生动讲述歌词内容，初步想象歌曲意境。

《小树叶》的歌词中所描绘的情节、动作对幼儿有着直接的
影响。我绘声绘色的讲述：“秋风起来了，小树叶离开了大
树妈妈，飘呀飘呀会飘到哪里呢？他们的心情怎么样？不开
心、难过、舍不得。”这样，孩子们在听故事的同时，情不
自禁地对歌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的积极性也会随之高
涨。

2、体验情境感触。

我以具有体验性的情境来唤起幼儿以往的情感体验。让孩子
回忆小班时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便问孩子们，“你们还
记得刚上幼儿园时的心情吗？”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
答：“会哭。”“为什么会哭呢？”有的就说，“第一次离
开爸爸妈妈，心里想妈妈想得哭了。”有的还说，“我害怕
的哭了。”我等孩子回忆了亲身体验的经历后，便适时将这
种情感迁移到歌曲内容的理解中，孩子对该段歌词就深有感
触了，自然而然便能把自己对妈妈的感情演唱到歌曲里了。

3、加入律动，融入情感。

《指南》中艺术领域的有一个目标是：能用律动或简单的舞



蹈动作表现自己的情绪或自然界的情景。由于孩子好动，尤
其喜欢随着音乐的节拍动，而律动正好符合他们这一年龄特
点，因此也就可以成为他们唱好歌曲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在
《小树叶》歌曲中我通过秋风起来、离开妈妈吗、飘动、害
怕等一系列动作的编配，使幼儿在边唱边做的过程中，理解
性的记忆歌词，并也能把对妈妈的感情付注于演唱当中，更
能把孩子的感情表现的淋漓致敬了。

给小树穿棉袄教学反思篇二

这篇课文是第一册第一组“课文”部分的第５篇课文，前面4
篇课文是以诗歌的形式出现，《爷爷和小树》，第一次以段
落形式出现：第一段是总起，交代“我家门口有一棵小树”，
第二段和第三段是对比描写，从冬天爷爷给小树穿衣到夏天
小树为爷爷遮阳这两个方面叙述人和树之间的亲密关系。两
段的构段方式相同，句式也一样，教学时，我用重点阅读其
中一段，引导自悟另一段的方法来进行教学。借助句
式：“什么时候，谁帮谁做什么。”来弄懂课文。在看图说
话的基础上，再进行朗读训练与指导，使学生在读正确，读
通顺的要求上，能读出恰当的节奏与重音，然后在各种形式
的读的训练中，来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培养学生的读书
能力。

在课堂操作过程中，我觉得对于第二段的理解与朗读指导，
时间是充裕的，学生能在课内从读不通顺到读出感情来，足
见读的指导是到位的。然后再教学第３段的时候，学生能很
快地理解内容，并能将朗读的方法迁移运用于第３段，费时
少而收效大。从总的课堂节奏来看，第一课时显得冗长缓慢，
第二课时内容丰富而紧凑。这可能对学生的情况，比如纪律
性，表现欲预计不足，还有老师放手让学生自读的无效训练，
导致第一课时有些内容没按预设的完成。但是我想，教案是
死的东西，教学是活的生命，要让死的设计变为活的，是需
要课堂实践的检验，所以，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或者课上不
是演练得很完美，这是很正常的，在平常教学中经常会出现



的现象，不足大惊小怪，但是反思还是必不可少的：

１、以识字写字教学为重点。在课文教学时，重视让学生在
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认识汉字，了解字词的意思，并运用多种
方式帮助学生认记汉字。如这个“伞”字的教学，引导学生
发挥想象，再以实物形象帮助识记字形，这符合了学生的认
知规律。但是写字教学的时间，是安排在下课前十几分钟呢，
还是安排在专门的写字课来指导比较好，这个问题我也不很
清楚。总觉得在一堂课中，写字的地位并不是非常的突出。

３、以培养习惯为重要任务。低年级课堂教学，我一直在努
力营造一种活泼生动，动中有序的学习氛围，但是，如果常
规纪律没抓好，生动会是一句空话。所以对于一年级学生，
抓好课堂常规，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至关重要。

给小树穿棉袄教学反思篇三

这篇课文是第一册第一组“课文”部分的第５篇课文，前面
４篇课文是以诗歌的形式出现，《爷爷和小树》第一次以段
落形式出现：第一段是总起，交代“我家门口有一棵小树”，
第二段和第三段是对比描写，从冬天爷爷给小树穿衣到夏天
小树为爷爷遮阳这两个方面叙述人和树之间的亲密关系。两
段的构段方式相同，句式也一样，教学时，我用重点阅读其
中一段，引导自悟另一段的方法来进行教学。借助句
式：“什么时候，谁帮谁做什么。”来弄懂课文。在看图说
话的基础上，再进行朗读训练与指导，使学生在读正确，读
通顺的要求上，能读出恰当的节奏与重音，然后在各种形式
的.读的训练中，来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培养学生的读书
能力。

１、以识字写字教学为重点。在课文教学时，重视让学生在
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认识汉字，了解字词的意思，并运用多种
方式帮助学生认记汉字。如这个“伞”字的教学，引导学生
发挥想象，再以实物形象帮助识记字形，这符合了学生的认



知规律。

３、以培养习惯为重要任务。注重学生对课文整体感悟，以
读为主线，以读代讲，读中感悟，努力做到学生读的形式多，
读的时间长，在阅读实践中培养学生语感。

给小树穿棉袄教学反思篇四

歌曲《小树叶》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拟人化的歌曲，生动地表
现了小树叶积极乐观的形象。歌曲把大树比作妈妈，树叶比
作孩子，充满了童趣，也洋溢着人间的温情。唱出了树叶宝
宝对大树妈妈的不舍和期盼来年春天归来的乐观。在整节课
的学习过程中，我始终把情感体验放在第一位，围绕这一主
线开展活动：

由于歌曲的两段歌词表达两种不同的情绪，因此歌曲的学习
是采用分段教学的方法。第一段表现了小树叶离开妈妈后的
不舍与害怕，为了让孩子们体验这种情感，我设计了以“树
妈妈”的一声叹息引发孩子们对“树妈妈”的情感关注，我
是这样导入的：“唉，可是在这么迷人的秋天里，树妈妈却
不太开心，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接着是带着这个问题欣赏
歌曲第一段，同时加入我的倾情表演，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
充满“情”的音乐课意境。有了这样的铺垫，孩子们在学唱
过程中自然而然就融入了这种感情，当我问：“树妈妈真担
心小树叶孤零零的飘到哪都不知道，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声音、
怎样的速度来演唱呢？”他们马上就说要“轻轻的，慢慢的，
柔柔的”。第二段的教学也是采用这样的方法，孩子们在老
师的表演中体会了小树叶的坚强、勇敢，声音也由第一段
的“轻、慢”变成了“响亮而有弹性”。我觉得这一环节的
设计是非常有效的。

教师在课堂上投入的表现，孩子们才能收到感染和同化，真
正的投入到歌曲中，从而达到教学目标。



给小树穿棉袄教学反思篇五

课文以孩子的口吻讲述了爷爷和小树之间的事：家门口有一
棵小树。冬天，爷爷为小树御寒；夏天，小树为爷爷遮阳。

人与树之间的关系多么亲密、和谐。课文是以孩子的口吻写
的，非常适宜孩子朗读。为了让孩子理解文中“暖和的'衣
裳”，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图画，知道文中“暖和的衣裳”是
指包扎在树干上的稻草或草帘，是用来防止小树受冻的。

“绿色的小伞”是指枝叶茂密的树冠，可以遮挡遮挡夏日炎
热的阳光。同时引导学生谈自己在寒冷冬天、炎热夏天生活
的感受，使学生深深感悟人和树之间的和谐关系。

给小树穿棉袄教学反思篇六

这篇课文以孩子的口吻讲述了爷爷和小树之间发生的故事。
我家门口有一棵小树。冬天，爷爷给小树御寒，夏天，小树
为爷爷遮阳。人与树之间的关系多么亲密、和谐。课文是以
孩子的口吻写的，读起来琅琅上口，而且很有童趣，非常适
宜孩子朗读。学生在朗读中可以潜移默化地受到爷爷爱护小
树的行为的感染。

在教学中我注重了识字和理解重点词语，对练习朗读注重太
少。

从教学过程看，在课堂上，通过师生共同活动，完成识字和
理解重点词句的.目标。具体说来，认识生字时，我用多媒体
出示了生字，让学生互相说说记生字的好方法。学生你一言
我一语，想到的办法还真多，这一环节，看似简单，实际上，
对学生认字很有帮助。通过自己的努力，认识了原来不会认
的字，让孩子有成就感。

在教学课文时，我注重了提问、释疑、但忽略了朗读的指导，



尤其是是读中悟情的指导。由于读得太少，对文中的情感体
会不够。通过反思，我了解到，学习本篇课文，只要多读，
并借助图画，是很容易理解“暖和的衣裳”指的是稻
草，“撑开的绿色小伞”指的是树冠。可以针对年级特点练
习说短语，如：暖和的（）、绿色的（）等。

听了于老师的朗读教学的报告后，更加觉得朗读的必要性了，
接下来的课文我将会尝试以读代讲。

给小树穿棉袄教学反思篇七

教学《爷爷和小树》这篇课文时,我发觉只要联系生活实际,
遵循孩子们心理发展的规律并进行适当引导,学生理解、接受
更快。

在学习这篇课文之前,我们学校的园林老师就给校园里的所有
小树刷上了一层石灰水,当时孩子们还问我:“老师,树上白色
的是什么?”所以在理解课文中“暖和的衣裳”时,我引导学
生想想生活中人们给小树穿衣服的方式。从而明白为什么小
树不冷了,体会到了爷爷和小树之间的互相关怀。

教学时,我没有直接进入课文的学习,而是与学生进行启发性
的谈话:“冬天到了,北风呼呼的刮着,这时你感觉怎么样?想
想屋外的小树怎么样?在这样的天气里,小树会说些什么?”有
的说“我好冷呀,谁来帮帮我呀?”、一边哆嗦一边说:“天公
爷爷你就行行好,不要这么冷了,我快受不了了。”……。这
样的氛围一下将课堂气氛活了起来。

学生理解课文后,指导他们反复朗读,便能读出爷爷和小树互
相得到帮助后的快乐,从而想到人与人之间也要互相帮助,想
到生活中同学之间互相关爱的情景。

借助、模拟生活中的场景,学生感同身受,更能谈出自己的真
实想法,更有利于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恰当的开发教材,有



效地再现生活,会给学生的语文学习带来更多的乐趣。

给小树穿棉袄教学反思篇八

音乐活动《小树叶》是《秋天》主题比较经典的一个活动内
容，以前自己也组织过，这次沙老师也以同样的内容组织了
一次音乐活动，虽然没有华丽的场面、花哨的道具却让我深
深体会到了一个活动组织的扎实与有效。

老师自身素养的专业：虽然我自己每次的音乐活动弹琴唱歌
都能自如运用，但却是摆着谱子一边看一边弹，难免会忽视
到了一部分幼儿表现，但沙老师却是在这个活动中都把歌曲
的旋律熟记心中，把《小树叶》中的两段音乐不同的性质通
过指间轻盈地流露出来，让孩子们在这种音乐的氛围中感受
到了歌曲的特点。我不禁想到了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附属幼
儿园的吴邵萍园长的事迹，她在平时总是熟记给孩子们讲的
各种故事，一开口就能讲几十个，虽然这些知识很简单但熟
记于心却不是每个老师能够做到，我想只有不断地积累，才
能从量变转化为质变，也能为自己每次组织活动都打好坚实
的基础。

对音乐的感受与技能学习的整合：在以前自己组织的音乐活
动中常常会注重了情感的感受却忽视了技能的学习，而有时
却又会强调了技能的学习忽视了情感的体验，这两者之间的
平衡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在这个活动中沙老师很好为
孩子们营造了一个优美的氛围，让幼儿用各种身体动作来表
现两段音乐的性质，同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幼儿在演唱中
声音很响时她马上就提出：“响亮不等于有力”的概念，让
幼儿明白在演唱表现勇敢、有力的歌曲时声音的控制，每次
演唱、表演时她又会轻轻地提醒大家“前奏”的意思，久而
久之孩子们就会明白什么是前奏，而不需要老师很刻意地一
遍遍的强调。

一个好的活动有时不需要绚丽的外表，相信用简单的手段达



到最有效的效果同样也能精彩，当然这种简单和有效是建立
在了对活动内容本身的熟知与价值的把握中，这还需要自己
不断地努力与历练，只要有这份信心和恒心相信必能让每日
的活动都扎实、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