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鸡教案反思语言(汇总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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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公鸡教案反思语言篇一

1．开端学惯用唱与默唱瓜代的要领演唱歌曲。

2．引发幼儿敬服、喜好至公鸡的情绪。

1．歌曲灌音。

2．钢琴。

一．温习部门。

1．温习歌曲《丁冬小门铃》。

2．引导幼儿唱出欢迎客人和做客痛快地心境。

3．举行简朴地歌演出，重点提示幼儿左手行动。

幼儿手工制作二．进修歌曲《至公鸡》。

1．观赏歌曲第一遍，听听歌曲的旋律奈何？

2．进修按歌曲的节拍用左手打拍子。

3．学唱歌曲《至公鸡》，边唱边鼓掌。

4．分小组继承进修对唱歌曲，如一组唱“至公鸡”。另一组唱



“穿花衣”。

5．幼儿园教育随笔开导幼儿把每句歌词的末了一个字处置惩
罚为默唱，并用鼓掌表示。

6．开导幼儿把每一乐句的前半部门或后半部门处置惩罚为默
唱。

公鸡教案反思语言篇二

1.了解暖色与冷色的色彩知识，体会冷暖色彩对比的美感。

2. 在绘画中体验艳丽的色彩给他们带来的美感，感受到它们
产生的特殊的艺术效果。

3. 培养学生观察生活的意识和大胆表达自己对色彩感觉的能
力。

重点：了解冷暖色，认识和感知冷暖色对比带给人们的特有
的美感。

难点：冷暖色在创作中的运用。

学习材料：课件、 图片、油画棒 、彩笔、画纸等

一、导入

下面请同学们看大公鸡图片。课件

师：大公鸡漂亮吗？你喜欢大公鸡吗？你为什么喜欢大公鸡？

1、颜色看着漂亮，供人观赏。

2、早上叫人起床。



3、能斗鸡给人乐趣等。

二、教授新课

2、师：这张大公鸡画得真好看，为什么画得这么漂亮啊？生：
色彩艳丽

3、师：今天我们来学习表现艳丽的大公鸡。（板书课题）

同学们和老师一起做个小游戏，找朋友。（教师做好色块，
学生摆出对比色，谈感觉）

4、师：下面我们欣赏这幅作品，这是农民画家画的《金鸡展
翅》，作者怎样用颜色表现出这么艳丽的大公鸡？生：有冷
色也有暖色。

6、师：（课件展示）出示多幅大公鸡的图片：

生：（颜色的渐变，公鸡展示脖子的美丽，造型奇特，勇敢
活泼， s造型，颜色艳丽，（提倡学生个性发挥，教师正确引
导）。

7、师：这些大公鸡这么漂亮，看看老师怎样画大公鸡的。首
先设计构思画一幅奔跑中的大公鸡，起稿画出大公鸡的基本
形状，强调大公鸡的几个特点部位（头部大红的鸡冠，粗壮
的爪子，翘起的尾巴）涂上艳丽的色彩。注意色彩的对比，
过度，渐变。（然后出示已画好的艳丽的大公鸡画面）。

师：（启发学生用真实，想象，幻想，抽象多种手段来表现
自己心目中的.艳丽的大公鸡，引导学生正确运用冷暖色对比
的知识）。

师：通过以上的学习，我们就运用冷暖色对比方法，用真实，
想象，幻想，抽象手法画一只或多只艳丽的大公鸡。



四．学生作业教师指导。

用冷暖色对比的方法，画一幅色彩艳丽的大公鸡的创作画。

五.展示交流：

教师组织学生展示，交流，讲评。生之间就如何运用冷暖色
使画面更好看进行相互交流，拓展思路。

六、拓展

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哪些领域用到了冷暖色。

公鸡教案反思语言篇三

一．教学目标：

1.学习冷暖色彩的基本知识，体验色彩的基本知识，并有目
的的加以 运用。

2.通过对色彩知识的学习，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3.在绘画中体验艳丽的色彩给他们带来的快感。

二．教学重点：

学习色彩的搭配，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创造力的培养。

三．教学难点：冷暖对比和冷暖搭配。

四．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1、同学们你们喜欢猜谜语吗？



谜语：头上顶着大红冠，身穿五彩花花衣，每天早上要歌唱，
人 们听了忙穿衣。

谜底是什么？

2、下面我们来一起看看大公鸡。

大公鸡漂亮吗？你喜欢大公鸡吗？你为什么喜欢大公鸡？

生：

1、颜色看着漂亮，供人观赏。

2、早上叫人起床。

3、能斗

鸡给人乐趣等。

同学们真棒！说出了大公鸡这么多的好处！我们今天就来走
进大 公鸡，了解大公鸡。

板书：大公鸡

（二）．自主探究

1、刚才我们看了生活中的公鸡，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画家作
品中的 大公鸡。

看看这幅农民画家画的大公鸡的身上的有哪些颜色？

生：蓝色、红色、黄色、紫色、黑色、白色??

2．在这些颜色中，哪些是冷色？哪些是暖色？你知道吗？让
我们来 感受一下吧！



（1）、出示冷色和暖色系列图片。

（冰川、海洋、火、风叶）

（2）、说说这些图片都以哪些颜色为主？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蓝、绿、淡紫——寒冷、凉爽等）

我们把这些能让人感觉寒冷、凉爽的颜色称为冷色。

（橙色、红色、黄色——温暖、激动等）

我们把这些能带给人温暖，能使人感觉兴奋、激动的这些颜
色称为暖色。

把这些冷色和暖色恰当的搭配在一起，画面效果会更好。不
信， 你来看看。

3、对比真实的大公鸡和画出来的大公鸡在色彩方面有什么差
别。鼓 励学生作画时大胆用色。

4．要想画好大公鸡除了漂亮的颜色还要抓住大公鸡的形体特
征。大 公鸡有哪些特征？

5、教师示范大公鸡的画法，并注意强调构图饱满。

这些大公鸡这么漂亮，看看老师怎样画大公鸡的。

首先设计构思画一幅奔跑中的大公鸡，起稿画出大公鸡的基
本形状，强调大公鸡的几个特点部位（头部大红的鸡冠，粗
壮的爪子，翘起的尾巴）涂上艳 丽的色彩。注意色彩的对比，
过度，渐变。

（然后出示已画好的艳丽的大公鸡画面）。



6．用冷暖色对比的方法，画一幅色彩艳丽的大公鸡的创作画。

（三）、评一评

1、说说被选上的“大公鸡”你喜欢哪一只，为什么？

2、小组间再评一评谁画得有创意、有特色，并向他学学是怎
么画的？

3、小结：注意观察生活中冷暖色的运用，想想为什么要这样
设计？

五．教学反思：

公鸡教案反思语言篇四

在日后进餐过程中组织“不做漏嘴巴”的游戏，逐渐培养幼
儿良好的进餐习惯。

活动反思故事教学是幼儿园在社会教育中常用的方法，这与
单纯的说教相比更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大公鸡和漏嘴巴》
是一个形象生动、又极具社会教育价值的故事。《指南》中
指出，幼儿的能力和习惯形成是靠日积月累的，并富有重复
性的特点，生活活动是一种养成性教育，养成良好的吃饭习
惯，不受时间、季节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教育。本
次活动意在让幼儿知道“漏嘴巴”是个坏习惯，同时也帮助
幼儿形成良好的进餐习惯。

附故事《大公鸡和漏嘴巴》

一只大公鸡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这里啄啄，那里啄啄，找不
到虫子吃，急得“咕咕咕咕”叫。

小弟弟捧着饭碗，坐在院子里吃饭。他一边吃，一边瞧着花



蝴蝶飞来飞去，饭粒撒了一身，撒了一地。

大公鸡看见了，可高兴啦！它连忙跑了过去，嘴里嚷
道：“好运气，好运气，！今天找到一个漏嘴巴的小弟
弟。”

大公鸡跑到小弟弟身边，啄起地上的饭粒来，“哆哆哆”啄
得可真快呢。真好玩小弟弟越看越高兴，连吃饭也忘了。

一会儿，大公鸡把撒在地上的饭粒吃光了。它还没吃饱呢。
大公鸡抬起头来看了看，好咧，小弟弟的裤子上也有饭粒，
我来啄小弟弟的裤子了。

小弟弟说：“大公鸡，大公鸡，你怎么啄我呀！”

大公鸡说：“小弟弟，小弟弟，我不是啄你，我是啄饭粒
呢！”

一会儿，大公鸡把撒在裤子上的饭粒吃光了，它还没吃饱呢。
大公鸡抬起头看了看，好咧，小弟弟的衣服上还有饭粒，就
来啄小弟弟的衣服了。

小弟弟说：“大公鸡，大公鸡，你怎么啄我呀！”

大公鸡说：“小弟弟，小弟弟，谁啄你了，我是啄饭粒
呢？”

一会儿，大公鸡把撒在衣服上的饭粒吃光了，它还没吃饱呢。
大公鸡抬起头开看了看。好咧，小弟弟嘴巴旁边有一饭粒，
就开啄小弟弟的嘴巴。

小弟弟，害怕了，端起饭碗来就跑：“大公鸡，大公鸡，别
啄我，别啄我！”

大公鸡说：“小弟弟，小弟弟，别跑，别跑，我不啄你，你



嘴巴旁边有饭粒，让我吃了它！”

大公鸡张开金翅膀，一跳，跳到小弟弟的肩膀上，朝着他嘴
巴上的饭粒，“哆”的啄了一下。

小弟弟哭了起来：“奶奶来呀，奶奶来呀！”

大公鸡可高兴呢。他说：“小弟弟是漏嘴巴，掉下饭来让我
吃得乐哈哈，”

奶奶来了，小弟弟问奶奶，“奶奶，我的嘴巴漏吗？”

奶奶说：“傻孩子，哪有漏嘴巴呀，是你吃饭的时候，东看
看，西瞧瞧，把饭粒撒了。”

奶奶又给小弟弟盛了半碗饭。“快吃，快吃，可别再撒
了。”

小弟弟，端着饭碗吃饭。大公鸡又来了，它说“我还没吃饱
呢，漏嘴巴，漏嘴巴，撒点饭粒让我吃呀！”

大公鸡等呀，等呀，怎么了，一个饭粒也没吃到。哦，小弟
弟这回吃饭，可不东看看西瞧瞧了！

小弟弟把饭吃得干干净净，拿着空碗让大公鸡瞧了瞧，对它
说：“我是好弟弟，不是漏嘴巴。”

大公鸡没办法，耷拉着脑袋，只好去找虫子吃了。

公鸡教案反思语言篇五

1。 初步学习用唱与默唱交替的方法演唱歌曲。

2。 激发幼儿爱护、喜欢大公鸡的情感。



1。 歌曲录音。

2。 钢琴。

一。 复习部分。

1。 复习歌曲《丁冬小门铃》。

2。 引导幼儿唱出迎接客人和做客愉快地心情。

3。 进行简单地歌表演，重点提醒幼儿左手动作。

二。 学习歌曲《大公鸡》。

1。 欣赏歌曲第一遍，听听歌曲的旋律怎样？

2。 学习按歌曲的节奏用左手打拍子。

3。 学唱歌曲《大公鸡》，边唱边拍手。

4。 分小组继续学习对唱歌曲，如一组唱“大公鸡”。另一
组唱“穿花衣”。

5。 启发幼儿把每句歌词的最后一个字处理为默唱，并用拍
手表现。

6。 启发幼儿把每一乐句的前半部分或后半部分处理为默唱。

1、在老师的引导下能画出鸟儿的外形特征。

2、在巩固线描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装饰，初步学习前后空间
画法。

记号笔、油画棒、绘画纸



1、了解鸟的外形特征并用绘画的方式画出来。

2、初步学习空间画法。

师：“看这只小鸟，先画头，它的身体躲在这只鸟的后面了，
怎么画呢？”请幼儿先说说再画出来。“原来碰到前面小鸟
的地方，只要跳过去后再画就画出来了。

3、进一步装饰小鸟。

师：“小鸟看见小朋友穿了这么漂亮的衣服，它也吵着妈妈
要穿花衣，可是鸟妈妈忙着捉虫没空，我们来给小鸟穿花衣
好吗？”

师：“想一想用一些什么图案来把小鸟打扮的漂漂亮亮
的？”幼儿自由说，根据幼儿说到的，师随即把这些图案画
在黑板上。

师：“你可以选择一种喜欢的图案，然后密集地装饰在小鸟
的身上。”

4、幼儿作画，师指导。

重点引导幼儿画出躲在后面的小鸟和装饰时图案有规律，不
凌乱。

5、互享幼儿作品。

师：“请你们找找谁画出了躲在后面的小鸟了，谁把小鸟打
扮的最漂亮。”

公鸡教案反思语言篇六

1.要求幼儿能按儿歌的内容作画，培养记忆力和想象力，要



求突出主题，注意色彩的深浅搭配。

2.培养幼儿的观察、操作、表达能力，提高幼儿的审美情趣
及创新意识。

3.会用它们大胆地进行艺术表现与创造，喜欢装饰。

4.大胆尝试绘画，并用对称的方法进行装饰。

5.培养幼儿的技巧和艺术气质。

1.幼儿已学会画公鸡;挂历纸做公鸡帽一顶。

2.范画一张，幼儿用纸.油画棒若干。

1.引出课题。

教师头戴公鸡帽，学做公鸡抬头挺胸走路状，并念儿歌：

教师念儿歌两遍，请幼儿说出儿歌名称及内容。

教师以故事形式具体地描绘大公鸡出来时的时间.地点.气候.
环境及做什么的等等。亦可请讲述能力强的幼儿编讲故事。

请幼儿把儿歌中的情景及大公鸡喔喔啼的姿势画出来，并添
画有关的内容。

2.幼儿作画。

出示范画，告诉幼儿这是老师学了儿歌以后作的画，强调画
面要突出主题--公鸡;注意画好鸡冠与尾巴，要求幼儿画得与
老师不同。

教师全面辅导，启发幼儿记忆儿歌内容，具体指点画面的安
排。



3.作业评价。

教师评价一个幼儿作品。内容丰富，色彩鲜艳，公鸡画得突
出，再请两位幼儿把自己的作品内容讲给大家听。

幼儿幼儿边学公鸡走路状边学公鸡叫离开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