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狼和羊教案反思(模板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
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狼和羊教案反思篇一

大灰狼是班上孩子们都很熟悉的动物，特别是班上在经过
《小兔乖乖》及《喜洋洋与灰太狼》的广为流传后，大灰狼
这个形象更是深入人心。而一直以来大灰狼都是以“大坏
蛋”的形象来为孩子们所熟知，因此今天我们开展的这个
《小羊和狼》的表演活动，孩子们都十分的感兴趣，整个活
动的气氛都很高涨。

但是在游戏的过程中，我还是出现了一些不足与失误：

1、在游戏活动开始时我先利用多媒体视频来展示给孩子们一
个生动的故事，并引导孩子们回忆故事中小动物的出场顺序
及对话。接着以头饰来引导孩子们进行再现，孩子们都十分
认真的听。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大多都能记住故事角色的
行为、语言。本次游戏，幼儿的主导地位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教师把幼儿的主体性放在第一位，以幼儿为主，让幼儿利用
自己的想象力去创编各种小动物的动作和角色特征，让幼儿
的创造力得到很大的体现。但是由于教师把重点都放在故事
内容的回忆上了，因此在这个环节浪费了过多的时间，导致
后面孩子们的表演时间就少了很多。

2、在让幼儿创编动作时，教师没有很好的及时的`将幼儿的
动作进行提炼，创造性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提升，如小花猫用
爪子狠狠的朝大灰狼抓去，在抓的动作及表情上，孩子们都
随大流，别人怎么做，自己就跟着怎么做，没有自己的创造



力。

3、在评价环节时，大部分幼儿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评价同伴之
间的表现，但是评价的理由却不能说出来，在这方面教师还
应该多加引导。

4、本次提供的游戏道具有限，表演的场地划分存在一些不合
理现象。教师进一步引导幼儿体会故事情节，让幼儿明确在
故事中所要表演的内容；同时了解故事发展的顺序。在引导
幼儿探索时并丰富游戏材料，为下一次游戏提供必要的支持。

狼和羊教案反思篇二

《狼和小羊》是苏教版二年级（上册）第4单元的一篇课文，
讲的是狼为了吃小羊而故意找碴儿，小羊据理力争，狼虽然
理屈词穷，但还是蛮不讲理地扑上去吃小羊。这则寓言告诉
我们，狼的本性是凶残的，它是一定要干坏事的，对狼这种
坏家伙只讲道理是不行的。全文篇幅短小，结构凝练，寓意
深刻，作者通过对角色的神态，动作，对话的着力描写，刻
画了角色性格，展开了故事情节，揭示了深刻哲理。

在教学中，我通过提问：狼想干什么他为了吃小羊是怎么做
的来引出狼"故意找碴儿"。并通过让学生边读课文边划出狼
找了几次碴儿，分别找的什么碴儿来组织教学。学生们基本
都能找出狼找的碴儿，虽然有的没有完全找出来，但是部分
学生都能找正确。在交流后，紧抓住狼和小羊的不同特点，
不同说话的语气以及他们的动作，神情等，让学生表演读，
来体会狼这是在"故意找碴儿"。由于学生对狼和羊的性格特
点都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在阅读时都能揣摩各自的语气，投
入得表演读。正因为一些学生的惟妙惟肖地表演和有感情地
朗读，调动了很多学生的积极性，他们都想来演一演，读一
读。基于他们的心理需求，我让每个小朋友都能参与其中，
同桌一起表演，一人做狼，一人做羊，在表演中他们个个兴
致高涨，不但得到了快乐，也更好了理解了课文的内容，理



解了狼这是在"故意找碴儿"。

课文结束时，狼向小羊扑去用了一个省略号，紧扣住这个省
略号我让学生大胆想象结果会是怎样的，将故事接着编下去。
学生有的说"吃了"；有的说"没有"。没有吃的学生想出了小
羊"没有吃掉"的理由，如"狼撞到山崖上昏到了"，"用力过猛
摔死了"，"跳进前面的陷阱里了"等等。学生们兴趣十足，很
多学生都想来交流自己编的故事。但由于时间关系交流的学
生不多。其实我可以让学生将自己编的小故事写下来，再找
个时间交流，完全可以将学生的热情延续下去，也能激发学
生协作的兴趣。以后教学中，要多抓住学生喜欢创编童话的
心理特点，让学生多写，写交流，提高他们写作的兴趣，以
及学习语文的兴趣。

狼和羊教案反思篇三

故事《小羊和狼》的教学重点是围绕着动物们怎样关心和帮
助小羊战胜大灰狼这一线索进行教学的。活动前，组织幼儿
讨论：小羊和狼他们俩谁是强者，谁是弱者。为什么？孩子
们对此讨论得非常热烈。他们自由组合，自由交流。认为大
灰狼是强者，小羊是弱者的小朋友说：“大灰狼有着锋利的
牙齿，他会一口吃掉小羊的。”“大灰狼非常凶狠、狡猾，
他会想出许多坏主意。”“大灰狼奔跑得可快了，他会追上
小羊用他有力的爪子紧紧地抓住小羊。”认为小羊是强者，
大灰狼是弱者的小朋友说：“小羊有坚硬的羊角，他不怕大
灰狼。”“小羊很聪明，他会想出对付大灰狼的好办法，把
大灰狼消灭掉。”“小羊用他的蹄子把大灰狼踢得远远
的。”

小羊和狼谁是强者，谁是弱者，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
带者悬念我讲述了故事《小羊和狼》。故事讲述后，组织幼
儿讨论：小羊听说狼要吃掉他，难过地哭起来了，小羊是弱
者，但他为什么最终能战胜大灰狼呢？这次的讨论，孩子们
的思路清晰了，大家都说因为有了动物朋友们的帮助，小羊



才能战胜大灰狼。于是，我因势利导启发幼儿说出“团结起
来力量大”的道理。并以此为契机，针对我班少数幼儿自我
意识强，谦让行为差，不遵守游戏规则等现象进行思想教育。
让他们明白朋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遇到事情要互相
商量，这样，大家才能在幼儿园一起快快乐乐地游戏、学习、
生活。

长期以来，幼儿园教师逐渐形成了思维定势，习惯了按部就
班地完成教学目的和教学计划。本课时，我打破了这种定势，
先组织幼儿讨论题外话，狼和小羊谁是强者，谁是弱者。为
什么？这个问题目的有三。第一，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第二，制造悬念，为故事教学活动埋下伏笔。第三，激
发幼儿的学习积极性。诚如上面所述，孩子们在整个教学活
动中自始自终保持了浓厚的学习兴趣。他们说出了许多课堂
外的知识和经验，连平时不善言谈的小朋友都跃跃欲试，充
分发挥了大家学习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思品教育不能将幼儿看作是一个容器，将幼儿园的文明行为
习惯要求灌输给他们，而是要在具体的情节中、意境中，通
过直观、生动、形象的教学手段，对他们进行动之以情，晓
之以礼的教育。在故事《小羊和狼》的教学中，我抓住了这
一点，利用小朋友对故事的喜爱、理解，不失时机地进行思
想教育，让幼儿分辨是非，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狼和羊教案反思篇四

“音乐和游戏是孩子最喜欢的学习方式”，一年级的孩子爱
玩、爱动、爱表现是他们的天性。今天我和孩子们共同学习了
《保护小羊》这首傈僳族儿童歌曲。我为课堂教学设计了几
个小环节：

首先，由有趣的节奏律动带动孩子的学习热情，集中他们的
注意力。



1、这首歌曲讲述了一个有关小羊的音乐故事，所以我先放了
视屏《喜羊羊与灰太狼》，引起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入情入
境。

2、运用了多媒体课件，边播放边给学生讲故事，这样学生对
歌曲的歌词就基本理解了，这样做生动、形象，学生看得津
津有味，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歌词。并伴有节奏的教授歌词，
解决他们不认识的生字问题。

3，多元化的歌曲教学，让学生对歌曲的情感处理在不知觉中
掌握。

4、利用创编表演，引起学生的兴趣，更好地掌握了歌曲的演
唱，使课堂气氛异常活跃。

我尝试着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有效地为教学活动服务。

歌曲《保护小羊》是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词曲简洁规律，
孩子们很容易学唱，歌词内容也非常好表演。在表现上，让
孩子们在学会了歌曲之后，根据歌词进行表演。顿时，教室
里热闹起来，例如：“大象伸出长鼻子呀，狗熊举起大手掌，
小刺猬呀，小猎狗呀。”这几句歌词较突出，孩子们纷纷根
据自己喜欢的小动物的`特征，进行动作创编与模仿。最后孩
子们用自己创编的动作进行歌表演，兴趣盎然，情绪高涨，
充分感受到了音乐的美感和表演活动中带来的快乐。

课后孩子们微笑的跑过来对我说这首歌曲真好听。我深深地
感受到，依据歌曲内容去引导孩子们表现音乐，即能培养他
们的节奏感、韵律感以及动作的协调性，又体会到了丰富多
彩的音乐课形式，达到了以审美为核心的教育理念的教学效
果。在以后的教学中慢慢探索、尝试。在以后的教学中，我
还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狼和羊教案反思篇五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象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成为知识
进化的源泉。

疑问是课堂中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学生在课堂中，老师要
鼓励学生多提问题，同时要引导孩子从多个角度对提出的问
题来多分析、寻找它的答案，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多向思维能
力。例如：在学习国标本第三册《狼和小羊》一课，学生围
绕文章的结尾：说着，向小羊身上扑去……提出了共同的疑
问：小羊到底有没有被狼吃掉？学生展开讨论，结果只有两
种：一种是小羊被狼吃掉了。另一种是小羊没有被狼吃掉。
在此基础上，我又引导孩子思考：如果小羊没有被狼吃掉，
那么怎么会如此的？孩子们热情高涨，马上议论开了：旁边
正好有一位猎人，是他救了小羊。这时，正好有只狮子，狮
子是很喜欢保护小动物的，它救了小羊……是的，我马上肯
定他们的想象很棒，同时又指出：这些其实是同一种思维方
向：英雄救了弱者。那么有没有不同的呢？学生一下子静下
来了，沉默了。突然，几只小手冒了出来。大家都静静地听
着：我有不同的方法，这时，正好又来了一只狼，它看见了
小羊，也很想吃小羊。于是，两只狼开始了争斗，小羊趁此
机会偷偷地溜走了。话刚说完，全班顿时响起了掌声。是呀！
多好呀！这又是一个新的思维方向：恶人相斗，弱者生还。
孩子得到了肯定，更兴奋了！还有吗？我想趁热打铁。过了
一会，又有人发言了。此时教室里是更静了：正在狼扑向小
羊时，小羊看见旁边有块大石头，急中生智，转身跳到大石
头上，又迅速跳到大石头的背后。狼情急之下，没看清大石
头，一头撞在了大石头上，死了，小羊得救了！多么精彩的
想象啊！小羊在危急情况下，自己救了自己。

每一个孩子拥有一个充满幻想和想象的神奇世界。我们的课
堂就是学生创造力成长的主要园地，课堂上最重要的任务就
是要运用教材中的创造性因素，引导学生多角度，灵活地观



察、分析问题，鼓励质疑，培养多向思维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