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捉螃蟹教学反思(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捉螃蟹教学反思篇一

大千世界，只要留意身边的一些小事情，就能得到大收获。

今天，我去外公外婆家玩，外婆提来了一桶螃蟹，我从桶里
拿了一直螃蟹仔细观察。

螃蟹穿着青铜色的盔甲，看上去就像一位穿着铠甲的威武大
将军。它还有两只大钳子，就像两个笨重的大铁锤，样子真
威风。螃蟹的背上还有一个圆壳，就像是一个大盾牌。而且
螃蟹跑的很快，一会儿就跑进了厨房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
它。我见螃蟹跑的这么快，就存心逗它。我拿了一根木棍，
再往上叉了点食物后放在螃蟹面前，螃蟹立刻挥舞着它那两
个大钳子，仿佛在跟我宣战。我继续用木棍靠近它，只见它
立马抓住了木棍。我好不容易才把它甩了下来，螃蟹面朝天
的躺在地上，我想：“啊哈，这下看你怎么拿食物。”可是，
我万万没想到，螃蟹居然翻了个身，继续向食物冲来，果然
勇猛。

螃蟹虽然有趣，却仍然逃不出没吃掉的厄运。外婆那热气腾
腾的螃蟹端上来了，顿时，一股香气扑鼻而来。我把螃蟹壳
打开，黄澄澄的膏和洁白的肉就露出来了，我不由得“口水
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入嘴。”

今天不仅观察了螃蟹，还吃了螃蟹，真是有意思极了！



捉螃蟹教学反思篇二

在一条清清的小溪边，有两只螃蟹，它们在那儿摆龙门阵。

“嘿！小哥儿！在干什么呢？”一只螃蟹问道。“哎，老弟！
我正在为一件事情烦心呢！”“什么事情，说来我听
听。”“我妈妈走丢了，我的吃饭又成问题了！”一只螃蟹
伤心地说。“哎，小哥儿！你怎么不注意观察身边的事物呢？
今天早上我看见有两只大龙虾在吵架呢！我估摸着那两只大
龙虾的脾气很暴躁，百分之九十的可能会打架！它们的攻击
力都很强，等它们打起来过后，必定是两败俱伤。到那时
候......呵呵，我们就可以坐享其成了。就像‘翁蚌相争，
渔翁得利一样’！”一只螃蟹越说越开心。

“恩，兄弟，你的办法确实可行，可是我的mother怎么办
呢？”“呵呵，这个嘛，你放心了拉，你跟着我走吧，总能
见到你的mother”

一只螃蟹领着一只螃蟹一拐一拐的到了一个热闹的农贸市场。
“喂，小哥儿！你跟紧我，在农贸市场有随时被踩死的危险，
更别说这热闹的了！”一只螃蟹担心的'向后望望。两只螃蟹
又一拐一拐地来到了一个特别特别极其冷清的一个小小角落
里。这里根本没有人来过。

“啊！mother！我亲爱的mother!”一只螃蟹用螃蟹家族120分
贝的声音来尖叫，在我们人当中应该算40分贝吧！“你跑到
哪里去了啊”

“是我今天早上在散步，看到一个小贩提着一个绿口袋，我
看到那里面有一个熟悉的影子，仔细一看，居然是你妈妈。
我用我的钳子把口袋夹开了一个洞，让你的mother逃出来了。
”

“那谢谢你了！我们回去分享那两只让螃蟹看了就口水ing的



大龙虾吧！”

“真馋！”

捉螃蟹教学反思篇三

为响应区教育局4月份举行的音乐优质课评选活动，我们学校
的音乐老师也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赛课。各位老师都积极
参与，虽然准备时间紧，但都上出了相当高的水平。

这是我为赛课准备的一篇祥案：

唱歌课

1课时

1、能准确地用四川方言演唱歌曲。

2、能够配合歌曲进行表情（哑剧）表演。

1、歌曲节奏的准确把握。

2、演唱歌曲时运用四川方言的准确性。

四川方言的学习。教学设备：多媒体、螃蟹的头饰。

1、导入。同学们你们喜不喜欢小动物呀，（喜欢）那你们都
喜欢什么样的小动物啊？（小狗，，，）老师也很喜欢小动
物，并且还能用歌声来表达出自己喜欢的小动物，（小白
兔），你们能象老师这样吗？（能，数鸭子）（板书）好，
同学们唱的好极了，下面了老师要给大家介绍另一种小动物，
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听范唱）

2螃蟹，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首《螃蟹歌》。（出示课件）



大家打开课本18页，螃蟹它怎么啦，惹的大家都笑成这样了，
能不能告诉老师啊？（被夹注脚了）哦，原来如此啊，螃蟹
为什么要夹我的脚啊，那么夹住脚之后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这些呀我们在从歌曲中仔细找找。（听范唱）

3、找到了吗？（求求它…）大家有没有发现，歌曲中唱
到“夹注我的脚”是怎么唱的啊，（jio），为什么呢？（四川儿
歌）唱是咱们四川顽皮的螃蟹，那当然的用四川的方言来演
唱了，大家拿好铅笔，把我们听到的不同于普通话的字圈出
来。（听范唱）

4、老师已经会唱了，来听一听！这么有趣的螃蟹歌，大家想
不想学啊，（想），在唱之前呢，可要解决咱们的语言问题
呀。我们还得用四川的方言来演唱呀，大家看一看，这是不
是我们圈出来的字啊！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播放课件练
习方言）来，现自己拼一拼，可以把拼音写到书上。

5、看着课本我们一起用四川方言来朗读一下歌词，括号里的
衬词可以不用读，（读歌词）等等，这么重要的记号大家怎
么没看见呢？他可要生气了。（歌曲中出现了//、//这样的
记号）这首歌曲中的反复记号上面还有1、2，这是什么意思
呢？好，这个1、2是指我们第一段和第二段的演唱的反复，
第三段就不需要反复了，直接接后面的结束句。在读的时候
一定要严格按照歌曲的顺序来进行。跟伴奏。

6、大家读的很整齐，非常好，四川方言我们学的已经很到为
了，唱的时候大家可不要出错哦！能不能做到啊。我们一起
来跟着范唱试唱一遍。（播放范唱）。

7、，并且我们结束句的演唱的速度怎么样啊，对了，比前面
的要慢一些，这样才有结束的感觉。

9、歌曲中的我哪天从你门前过，螃蟹就夹注了我的脚，我感
觉怎么样啊，你看，我从你家门口走，他却夹注了脚是不是



感觉很冤枉啊，很无奈啊！我被夹注了显示甩，可是怎么甩
也甩不脱，后来看看来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求求螃蟹哥，求
求他放放我的脚，对不对啊，同学们能不能把这种情绪给表
现出来啊，我们来试一试怎么样啊！（好，范唱）

10、好，我看见有的同学表现的非常棒，我们有请他来给我
们大家表演一下好不好啊，我们还有请一位螃蟹先生来配合
一下，他在表演时，大家干什么呀，给他来伴唱好不好啊！
（播放伴奏）

11、表演的非常棒，我们来进行分组练习，一组同学唱一句
并把表情做出来好不好，反复的地方我们一起来。

12、这只可爱的螃蟹不正象我们可爱的同学们吗？愿大家永
远保持那份天真、可爱、童趣的一面！让我们在这首生动有
趣的《螃蟹歌》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课。可不要忘记我们的
表情表演哦！

13、下课！

在上完课后，我自己觉得很流畅的完成了教学任务，但在一
些细节方面我忽略了：

1、四川方言是本课的教学重点也是难点，对歌曲中字的读音
的讲解过于少，所以在最后演唱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些怪音
（普通话）。

2、歌曲中有衬词的演唱，在以前的教学中曾经讲过，同学们
有所了解，可是这首歌曲中的衬词没有关注到，在朗读歌词
的时候没有读到衬词，但这些衬词在演唱时用到了！所以学
生一时没反应过来，演唱时就出现了节奏不准，慢了！

3、歌曲中有一个音乐基础知识，反复记号的学习，很基本的
音乐知识，同学们都了解，但在教学中，我反复的讲解，当



作了一个重点，过于罗索，浪费时间。

通过讲课，评课，让自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好
的成长

捉螃蟹教学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在观察的基础上，学习用正方形、圆形、三角形
等多种图形勾画并添画出螃蟹的基本形状。

2.培养幼儿大胆作画及用色的能力，体验创造和成功带来的
乐趣。

3.大胆尝试绘画，并用对称的方法进行装饰。

4.培养幼儿的技巧和艺术气质。

活动准备：

ppt课件，笔、纸人手一份。

活动过程：

一、猜谜引起兴趣师：今天李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有八条腿，走路横着爬，嘴里还会吐泡泡!大,考吧.
幼,师,网是谁呢?(螃蟹)

二、幼儿观察、寻找特征螃蟹有一个身体、八条腿、两个大
钳子，走起路来横着爬。

三、播放ppt



1.出示一个正方形，变成一只螃蟹，激发幼儿兴趣。

2.请幼儿观察并讨论正方形是如何变成螃蟹的。

3.教师小结：将正方形添画出八条腿，两个大钳子和一双大
眼睛，并涂上鲜艳的颜色就变成了一只螃蟹。

4.出示圆形、三角形、梯形，请幼儿讨论如何将这些图形添
画成一只螃蟹.

5.播放ppt,进一步引导幼儿观察，知道螃蟹的眼睛、钳子、
八条腿可以画成不同的样子。

6.幼儿作画，教师个别指导。提醒幼儿画好螃蟹后可用彩色
蜡笔添画泡泡，丰富画面。

7.展示幼儿作品，教师和幼儿共同欣赏。大,考吧.幼,师,网
请个别幼儿介绍自己画的螃蟹。

活动反思：

螃蟹对于幼儿来说并不陌生，他们吃过螃蟹，捉过螃蟹。小
朋友对螃蟹也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这节美术活动通过猜一猜，
看一看，说一说使幼儿能很快的掌握螃蟹的主要特征。在活
动的第一环节，我引用猜谜的形式让幼儿猜猜，激起幼儿的
兴趣。第二环节让幼儿看一看范画，说一说常见的螃蟹，幼
儿运用已有经验讲述对螃蟹的认识，为欣赏下面千奇百怪的
螃蟹打好基础。这样让幼儿进一步地了解螃蟹的特征，也为
下面的画螃蟹奠定了基础。但是对于不常见的海底螃蟹，孩
子们缺乏观察，需要老师及时引导，给他们观察的目的，指
导他们观察的正确方法，从而准确的迁移到观察其他事物中
去。

在欣赏这一环节中，我如果能及时肯定幼儿的回答，提升幼



儿有关螃蟹的知识经验，那效果就更好了。在接下来的环节
中，我没有让孩子用动作回答大螃蟹走路的姿势，也没有出
示大螃蟹实物，让幼儿观察横着爬是什么样的?和幼儿一起学
一学大螃蟹走路，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就非常高。这个环节没
有是比较有缺憾的。

本活动在细节处理上还是不够，比如身体的和脚的连接。在
教师示范画时，没有明确提出大钳子要画大一点，以致于有
些幼儿绘画时会将大钳子画得很小，导致比例有些失调。在
涂色方面我没有加强指导，因为幼儿已有经验，幼儿颜色涂
得比较均匀。从幼儿的作品来看，孩子们都发挥了自己的创
作能力，整幅画面效果不错，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捉螃蟹教学反思篇五

?螃蟹歌》是一首简单而又诙谐、有趣的手指游戏。“一只螃
蟹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眨眨眼睛耸耸肩，爬呀爬呀
爬过河，叽里咕噜滚下坡。”很形象的把螃蟹的外形和特征
表达了出来。课前我拉了几张螃蟹的图片，其中河蟹的图片
很清晰，但是没有句式中“两头尖尖”的外形，所以我把放
在课堂最后，作为认识螃蟹种类的图片。而梭子蟹的外形
是“两头尖尖”的，我把它放在开始部分出示。图片的出示
帮助幼儿很好的理解了“一只螃蟹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
个”这两个句式。幼儿在念这首诗歌时很形象的用两个手指
做出了“两头尖尖”的动作。“眨眨眼睛耸耸肩”幼儿也能
很好的做出回应。就是在“爬呀爬呀爬过河”这个句式中，
我请幼儿伸出两只小手向前爬状，幼儿虽然学得还可以，但
总觉得有点太单调，因为这个动作有点像大灰狼或大狗熊等
这种凶猛的动物。

有幸我在小二班帮小朋友复习时，小二班的孩子很形象的左
右摆动手臂做螃蟹爬动状，我才发现这个动作可以更好地帮
助幼儿理解螃蟹横爬的特征。



?螃蟹歌》属于手指游戏，很受小班幼儿欢迎。由于有图片的
帮助，幼儿很快学会了诗歌的内容，也很形象的做出了《螃
蟹歌》里面的动作。手指游戏动作的.设计，很受幼儿的欢迎，
也可以帮助幼儿更好的诠释诗歌的内容。特别是小班的幼儿，
他们的认识活动表现为具体性和形象性，还不能够离开事物
来理解事物，对具体接触过的事物，很容易记住并形成表象。
图片的帮助，可以让幼儿很好的理解螃蟹的外形特征。但是，
幼儿好动、模仿性强，在手指游戏中，动作的帮助，会让幼
儿学的更快更开心。螃蟹横爬的动作可以更让幼儿有兴趣去
模仿，而且也更好的帮助幼儿理解了螃蟹的动作特性。幼儿
在这个横爬动作的帮助下，会更贴切让幼儿理解螃蟹走路的
样子，所以正确的动作设计很重要。

作为新教师的我，应时常向几位师傅和老教师讨教这些教学
经验，让我逐步成长。也感谢这几位前辈的不吝赐教，和悉
心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