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红帽教学反思音乐教案(实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
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小红帽教学反思音乐教案篇一

这学期的二年级音乐课本上有一课是《童话故事》。有一首
好听的歌曲《小红帽》，我知道小朋友对这一课肯定很感兴
趣，于是就认真准备想给小朋友上一堂精彩的音乐课。

上课时我先戴了一顶红色手工制作的帽子，问小朋友
们：“你们发现老师今天和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啊？他们看到
我戴了个帽子煞是喜欢。

我说了几句 ：“那好，让我们跟老师跳一段帽子舞吧。同学
们立刻假装拿起手中的小红帽跟着老师象模象样地跳起舞来。

律动之后，我让同学放下手中的帽子，我问：“你们知道
《小红帽》的故事吗？那就请你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一听
吧！”我请了一位班里成果好的女小朋友。 等她说完了我就
让小朋友们观看了动画片《小红帽》。课堂顿时恬静下来，
同学们都聚精会神地盯上了大屏幕。

观看过后，我顺势导入今天学习的歌曲《小红帽》，同学们
带着极大的兴致和热情很快就学会了《小红帽》这首歌。

想知道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请看下回分解。在下节课的
开头，我们再让他们把下集演完。;这样一来，时间就得到了
合理的布置。 紧接着，我又将同学的活动引入高潮，带同学
玩起了在《小红帽》的音乐中传帽子的游戏。一顶小红帽在
同学手里交替地传，谁要是在音乐停止时手中拿着帽子，谁



就得扮演一个音乐节目。同学们欢快的笑声充溢了课堂，他
们的音乐细胞也跟着手中传送的帽子活跃起来。他们边传边
唱，兴致可高了。歌曲在无形中得到了巩固。

快到本节课的尾声了，我正在把这节课上同学的表示作出评
价。这时，我突然看见有一位同学正低着头在桌子上写着什
么。我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发现那位同学正在画小红帽，
而且画得栩栩如生。但是这个时候画画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于是，我又用了课堂急救小贴士三：顺水推舟法。我拿起他
的画，来到讲台上。对全班同学说：刘润彤同学正在为我们
班今天纪律表示最好的同学作画，现在她准备亲自把画送给
他。;这种一箭双雕的方法，不只让同学们明白上课的纪律很
重要，更重要的是让课上作画者懂得自身错了。而且还很好
的顾和了他的颜面，维护了他的自尊心。最后，我播放了
《小红帽》的音乐，让大家唱起歌，跳起帽子舞出教室。

学生是鲜活的个体，这就决定了课堂上同学反应的变化莫测。
有时候常会出乎老师的预料。这时恰当地运用一下课堂急救
小贴士，就能让课堂充溢活力，防止不必要的尴尬。

和动感很强的科目，需要布置丰富多彩的活动来空虚课堂。
因此，课堂秩序就更难调控。这时，就需要教师有足够的应
变能力，因势利导同学，将同学的兴趣点、注意力引导入正
轨，让同学在轻松的氛围中逐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本课一开始，我就让同学带上道具进教室。同学的好玩天性
立刻被激发出来， 帽子放下了，但到了自编音乐剧环节，又
出现了同学扮演超时的问题，教师和时运用同学熟知的播放
连续剧方法（未完待续法），给同学设置了一个悬念，激活
了他们的探知欲望。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期待。

此后，我再将同学的学习过程引导到游戏中去，进入高潮。
同学体会到了乐学的快感。



有了兴趣同学自然就会学好，教师在课堂上的引导，教态，
语言都会激发同学的兴趣，感染同学的情绪。教师只有在课
后不时反思，才干进步，这节课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写
下来和大家交流，希望对我的教学能够更上一层。

小红帽教学反思音乐教案篇二

教师 念雯慧

《小红帽》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时《小红帽》也是一个童
话故事。《小红帽》深受幼儿的喜爱，故事中人物形象鲜明
生动，善恶美丑昭然若揭。在欣赏故事之余，我体会到：要
找准教材与幼儿内在情感的结合致关重要。我知道孩子对这
一课肯定很感兴趣，于是就认真准备想给孩子上一堂精彩的
音乐课。。

上课时我先戴了一顶红色手工制作的帽子，问小朋友
们：“你们发现老师今天和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啊？他们看到
我戴了个帽子很是喜欢。然后给幼儿观看了动画片《小红
帽》。观看过后，我顺势导入今天学习的歌曲《小红帽》，
孩子们带着极大的兴致和热情很快就学会了《小红帽》这首
歌。在接下来为歌曲《小红帽》编排舞蹈动作这一环节，我
给孩子们自由发挥，然后分组表演，第一组不仅表演的很精
彩，而且时间也恰到好处。但到了第二组上台表演时，却出
现了严重超时问题。最后，我播放了《小红帽》的音乐，让
大家唱起歌，跳着舞出教室。

较贴近孩子的认知，为幼儿提供了较大的创作空间。在表演
中，我特别注意培养幼儿相互协作的能力。

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孩子的学习还是愉快的。的确，孩子是
个鲜活的个体，这就决定了课堂上孩子反应的变化莫测。有
时候常会出乎老师的预料。好奇、好动又是幼儿的天性。课
堂上，哪怕是一丁点的小事，孩子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沸腾起来。特别是像音乐这样的美感和动感很强的科目，需
要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充实课堂。因此，课堂秩序就更难
调控。这时，就需要教师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因势利导孩子，
将孩子的兴趣、注意力引导入"正轨"，让幼儿在轻松的氛围
中逐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当然，有了兴趣孩子自然就会学好，教师在课堂上的引导，
教态，语言都会激发孩子的兴趣，感染孩子的情绪。教师只
有在课后不断反思，才能进步，这节课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小红帽教学反思音乐教案篇三

x月15日，在教研中心的统一组织下，全市的小学音乐教师一
起在xx小学观摩了二位优秀音乐教师的展示课。通过这次学
习观摩，我受益匪浅。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邢老师执教的二
年级《小红帽》一课，她的教态自然、大方，课程环节设置
合理，整个授课过程，亮点不时出现。记得一位名师说过，
人如其课、课如其人，授课的境界越高，课的痕迹越淡，终
至无痕。听了邢老师的课，我感受到了什么是音乐课上的无
痕教学。

课堂上，我们见到的不是一位谆谆教导的老师在教授唱歌，
而是一位亲切活泼的大朋友带领小朋友在做游戏。我脑海中
闪现的更多的是少儿频道中月亮姐姐的形象。

例如在上课伊始，邢老师带来了一个小礼包，同学们随音乐
依次往后传，音乐停的时候，拿着礼包的同学打开来看是什
么礼物？欢快的音乐响起，一个神秘的礼包在孩子们手里有
节奏地传着，马上轻松、快乐的感觉就充满了课堂，孩子们
的音乐细胞也跟着手中传送的礼包活跃起来。他们边传边拍
手感受着歌曲的节奏，歌曲在无形中得到了巩固，同时也拉
近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随后是一个大灰狼挖坑的游戏，
老师设置情景，一条通畅的音符小路，被大灰狼破坏了，谁
能来恢复小路的原貌，孩子们充满了好奇，非常踊跃地帮忙



铺路，很快路铺好了，音符也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这样的
游戏还有许多，像对口型、歌曲接龙等等，一个个生动有趣
又富有音乐性的游戏，把孩子们带回了幼儿园里做游戏的场
景，丝毫察觉不到上课的痕迹。

这堂课的又一成功之处是让一群生龙活虎的二年级的学生真
正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随着音乐
流动，调动学生的听觉动、视觉动、思维动、手指动、全身
动，让学生在“动”中充分体验音乐的各个元素，感受音乐
美。首先是手指的“动”，如在学习节奏的时候让学生想像
手里拿着双响筒，边读节奏边打双响筒，感受声音的强弱；
初识旋律，请同学伸出小手划一下旋律线，感受旋律走向；
唱歌时全身律“动”，让学生全身投入音乐，体验着歌曲的
欢快。学生通过不同形式的“动”，充分感受音乐的变化，
体验音乐的美。

从邢老师的课上，我们能看到她扎实的教学基本功，无论是
弹、唱、表演、肢体语言都是如此到位。那抑扬顿挫的语调、
娓娓道来的语句把我们领进音乐的世界，陶醉在美的音乐之
中。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次举手投足这些隐性、无声的
语言都有力地激发了学生的情感，调动了学生参与课堂的积
极性。如：教师范唱歌曲的时候，不是只限于把歌曲唱美，
而是随着歌曲的情绪加上了优美的律动，学生马上感受到歌
曲的情绪，不知不觉也跟着动了起来，整个课堂充满了欢乐。
运用体态语帮助学生形象地掌握音高。例如：歌曲中“当太
阳下山岗，我要赶回家”。这两小句前面的旋律完全一样，
只有最后一个字的音高不同，前面的“岗”字，对应的
是“duo”，后面的“家”字，对应的是“mi”，为了把这前后半句
进行区别，邢老师启发学生从歌词意思上来理解：“太阳下
山了”，表明太阳到山的下面去了，所以要向下唱，“我要
赶回家”，家在山脚下，因此比前面要唱得稍高一点。而且
边解释边加上手势引起学生注意。这些形象的语言和手势，
让学生很快就唱出了这两个字的音高。



最让我欣赏的是课堂的真实性，课堂结束，小小音乐会环节
表现突出而得到奖品的同学，把道具小红帽交给老师，可能
他们以前也上过这种课，觉得道具下课交给老师是理所当然
的，但邢老师却微笑着说：“小红帽送给你了。”学生高兴
地带着礼物走了。这个小小的插曲让学生和听课的所有老师
都感觉到，这是一堂真实的课，丝毫没有做秀的成份。

邢老师的课从始至终充满了新鲜感和音乐性，设计新颖，挥
洒自如，学生投身在音乐里，投身在体验中，享受着音乐，
享受着课堂，没有“刻意地学”却真正学到了。看不到每个
环节的转折，真正做到了无痕。我想只有老师对作品十遍、
几十遍地聆听、演唱、分析、揣摩，才能做到这么完美的`设
计，课后研讨时有位老师这样来评价这节课，“精备作品，
设计无痕”，我将牢记心中，并附之于实践！

小红帽教学反思音乐教案篇四

《一个苹果》这篇课文，课文记叙了在上甘岭战役中，八位
志愿军战士在防炮洞中，尽管干渴得厉害，却舍不得吃完一
个苹果的感人故事，歌颂了志愿军战士互相关怀、体贴的阶
级友情。这是一篇情感性很浓的课文。我在教学中引导学生
通过具体的语言文字进行情感体验，使学生的情感、教师的
情感、文本的情感三者达到共鸣。在教学中具体体现了以下
几个方面。

一、注重了一个“情”字

主要运用了“激情引趣，渲染情感”的阶梯性阅读教学方法。

就是在教学中实现了层层深入、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使情
感逐步升华，水到渠成。

二、突出了一个“巧”字



教学中，我只设计了一个问题：“谁该吃这个苹果？”让学
生抓住人物的具体描写深入研究，既体现了教师的主导地位，
又充分地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牵一发而动全身”，由
这一问题辐射全篇，体现了巧妙。

我在教学中设计了一个副板书：“他渴呀！他应该吃这个苹
果，但是……”并围绕这个问题巧妙地贯穿了全文，同时让
学生情感逐步地升华，深深地体会了战友间阶级友爱的情感。

三、注重了一个“法”字

在教学中，我注重教给学生读书的方法，培养学生的阅读能
力。教学中我引导学生运用了边读书、边画、边批注的读书
方法；教给学生抓住重点词语体会课文的方法等，培养了学
生阅读能力。

四、体现了一个“谐”字

在教学中，做到了欣赏学生，运用激励的语言评价学生，尊
重学生，关心后进学生，如开始的脑筋弯弯绕游戏，对读得
慢学生的尊重等，真正地做到了师生关系的民主和谐。

小红帽教学反思音乐教案篇五

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一个可爱、善良的小女孩儿，她有着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两个小麻花辫儿和一个红帽子，她的
名字叫做小红帽。

一天，妈妈对她说：“你的外婆病了，你带着这些饼干和其
他一些吃的去给外婆送去。但是记得一定得走大路，你千万
不可以走小路，那里有许多猛兽。”“知道了妈妈，妈妈再
见。”小红帽一蹦一跳的向外婆家走去。

小红帽一边走，一边哼着歌儿，一会追追蝴蝶，一会逗逗小



兔，最后走到了分岔口。“妈妈叫我走大路，哪条才是正确
的呢?呀!这里有路标。”小红帽正准备上前去查看走哪条路，
这时天上的一只小黄鸟掉了下来，正巧把路标砸坏了。一向
热心肠的小红帽见到了小鸟从天上掉下来，当然不会坐视不
理。她连忙询问它怎么样，小鸟只精疲力尽地说了一个
字“渴。”又晕了过去。小红帽听后连忙放下装有食物的篮
筐，去找水给小鸟喝。

“好……好……香啊!”小鸟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定睛一
看，“好多吃的呀!”说完便狂吃起来，一下子吃了半框食物，
忽然从远来了声音“水来了，水来了。”小鸟知道小红帽回
来了，便飞走了。小红帽回来后没发现一鸟，说：“也许它
回家了吧。我还是干净去外婆家吧!”正好看到了地上的路标
上面说大路是左边的一条，于是便急忙赶路了。谁也不知道，
就在刚才，一条狼把路标的位置改变了，小红帽走的是小路!
那条狼正准备去小红帽外婆家，先吃了她的外婆，再把它吃
了。

小红帽走了一会儿，突然一只白虎冲了出来她吓了一跳，正
巧，一支箭射中了白虎，白虎立刻跪倒在地。草丛中走出一
位猎人，他说：“小女孩，你怎么在这，这里到处都是猛
兽!”“我叫小红帽，妈妈让我给外婆送吃的，可是我不知不
觉就走到这里……”“那你跟我走吧，我带你出去。”小红
帽拉着猎人的收，冲破了一次又一次的障碍。走出了小路。

“救命啊!”原来大灰狼已经来到了外婆家，想把她吃掉，小
红帽和猎人听到了求救声，便'“砰”的一下打开了们，看到
了此番情景。猎人眼疾手快，把小红帽的外婆救下，再把大
灰狼射死。

“外婆，这些吃的给您。”外婆笑嘻嘻地接过篮子，一看，
都是垃圾，外婆问小红帽这是怎么回事，小红帽说的语无伦
次。外婆一把抱住她：“只要看到你，外婆就满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