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老母鸡歌曲教案(汇总9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
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
家能够喜欢!

老母鸡歌曲教案篇一

《母鸡萝丝去散步》是一本优秀的绘本，我觉得挺适合在大
班进行教学活动。生动有趣的图画让文字活灵活现，孩子享
受故事时不知不觉地就笑出了声。于是我把教学目标定为1.
仔细观察画面，理解画面内容，会使
用“绕”、“越”、“穿”、“钻”等动词。2.感受故事的
幽默搞笑，体验阅读带来的乐趣。

在上课的过程中，我先请孩子们猜一猜母鸡萝丝出去散步可
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鼓励孩子大胆想象，然后让孩子们尝试
进行自主阅读。接下来在总结交流的时候我在幼儿自主表达
的基础上借助图片和字卡演示
了“绕”、“越”、“穿”、“钻”等动作，并请孩子们表
演一下这些动作，从而使他们很好地理解了这些动词。孩子
们在看一看、演一演的过程中轻松学到了知识，又体验到了
阅读的快乐，课堂气氛活跃，教学目标达成较好。

也许我这个人的个性比较拘谨，我觉得如果我在上课的`过程
中能更大胆一些，用一些夸张的表情和语调表现故事中滑稽
幽默的场面，可能教学效果会更好。

老母鸡歌曲教案篇二

今天我们学习了第16课。老舍先生所写的《母鸡》。学习这
一课时，由于已经学习了第15课《猫》。学生对于老舍的写



作风格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因此，在这节课上，我充分发
挥学生的自学能力。让学生读课文前面的阅读提示。带着问
题去自学课文。在课堂上，我以老舍的情感变化为线索。学
生很快找到。作者有原来的讨厌母鸡，到不敢再讨厌母鸡。
从而，体会到母鸡负责，慈爱，勇敢，辛苦。之后，我又引
导学生体会两篇文章的异同。学生很快发现，两篇文章的结
构相似，很明显的，都分为两部分。中间以过渡段连接。都
采用了总分的结构。两篇文章的语言都朴实无华。不同的是。
《猫》全文都表达了作者对猫的喜爱。而《母鸡》则是由开
始的讨厌到后来的尊敬。这些都是学生通过自学而发现的。
我体会到，只要引导得当，学生的自学能力肯定会逐步提高
的。

老母鸡歌曲教案篇三

目标：

1、熟悉歌曲旋律，学唱歌曲，感受音乐游戏的快乐。

2、学习唱名识谱和排谱，分辨旋律的上行、下行、跳进、级
进。

重点：熟悉歌曲旋律，学唱歌曲。

难点：唱名识谱

活动准备：

道具：五线谱卡、吸铁、挂图3、母鸡手偶、五线谱游戏垫

乐器：砂蛋、圆舞板

活动过程：



“小朋友们，今天有许多的唱名宝宝要来和我们一起做游戏，
我们一起来唱唱它们的名字。”老师在黑板画圈进行认唱。

一、唱名旋律

1模唱唱名旋律模唱do、re、mi、fa、sol唱名旋律

2识谱唱歌、旋律听排5353｜12345｜5353｜54321

教学反思：识谱唱歌、旋律听排是我班孩子的一个比较薄弱
的环节，只有部分能力较强的孩子能听、看谱唱出唱名，相
当一部分孩子还得加强学习。

第一次欣赏乐曲

教学反思：幼儿能够安静地欣赏音乐，不少的幼儿能跟着老
师学做母鸡的动作。

三、歌曲活动

公鸡：鸡冠/双手放头顶“喔喔喔”

母鸡：翅膀/手肘弯起来“咕咕咕”

小鸡：啄米/双手食指放嘴前“叽叽叽”

教学反思：中班幼儿已经具备一些生活经验，他们能表演出
各种鸡的动作，个别幼儿还表演了小鸡吃虫、问好等动作，
很有创意，大家还互相模仿、互相学习。

第二遍听音乐

老师：母鸡手偶下蛋

幼儿：手指数数、



教学反思：母鸡下蛋这个环节老师采取了手偶下蛋的方法，
幼儿觉得很新鲜，每下一个蛋，幼儿就发出小小的欢呼，音
乐结束幼儿能说出母鸡一共下了几个蛋。

拍出数字。

好，现在我们就一起唱歌为母鸡加油，然后用手拍出母鸡孵
出的蛋，

第三遍听音乐

教学反思：因为有上一个环节的铺垫，这个环节组织起来幼
儿掌握就容易多了，幼儿能够听音乐看老师的表演准确的拍
出蛋的个数。

4、端出砂蛋，师：在我们动听的歌声中，农场的母鸡孵出了
这么多的蛋，我们一起来玩一个传蛋游戏，鸡蛋是很容易破
的，传的时候可要小心哦。

听音乐传蛋

看看手中的蛋宝宝，摇一摇，我们一起学学母鸡是怎么下蛋
的？（空练一遍）

第四遍听音乐：唱歌学母鸡走路，敲奏数目

教学反思：幼儿比较喜欢玩传蛋这个游戏，在游戏中也能随
着音乐旋律开口唱歌，感受音乐游戏带来的快乐。

四、识谱及排谱

“小朋友们唱的歌曲真好听，唱名宝宝也想跟你们唱，我们
一起来教教它好吧。”

黑板出示五个唱名，磁铁贴出旋律



1、旋律进行方向

老师排谱：drmfs、sfmrd、smsm

幼儿分辨：进行方向/上行、下行、级进、跳进

教学反思：幼儿对本环节掌握很好，兴趣也很高，通过排谱
练习，幼儿对歌曲旋律更加熟悉了。

2、我们请圆舞板宝宝来跟我们一起唱。

幼儿持圆舞板拍唱全曲唱名旋律

教学反思：在老师的带领下，幼儿大都能持圆舞板拍唱全曲
唱名旋律。

3、识谱排谱

师：小朋友们唱得真好听，今天我们学习母鸡孵蛋的时候，
需要在五线谱上走一走。瞧！它来了。（认识五线谱，利用
磁铁进行排列）

排谱：幼儿于五线谱游戏垫或五线谱卡练习drmfs排谱

视谱：吸铁排全曲旋律，幼儿视谱唱。

师：它的妈妈也来了（出示五线谱垫）

幼儿在五线谱上练习drmfs

教学反思：五线谱对幼儿来讲比较陌生，可能是老师平时不
太注意引导幼儿学习的结果。所以，这个环节幼儿掌握不是
很好，老师以后在这方面要注意加强幼儿学习。



4、听音乐，拍圆舞板出教室。

老母鸡歌曲教案篇四

本文是老舍先生的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描写了作者对母鸡
看法的变化，表达了作者对母爱的赞颂之情。课文以作者的
情感变化为线索，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半部分写了母
鸡的叫声烦人、欺软怕硬和拼命炫耀，再现了一只浅薄、媚
俗的母鸡；后半部分则描写了母鸡的负责、慈爱、勇敢和辛
苦，塑造了一位“伟大的鸡母亲”的形象。在这节课中，我
以作者的情感变化为线索，让学生感受到作者对母鸡态度的
前后变化。

教学中有得也有失，具体反思如下：

1、教学效果（思效）。

这篇课文的重难点是引导学生自读自悟，体会母爱的伟大，
并通过感悟作者的语言风格，加强语言实践。四年级的学生
虽已初步具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自读自悟方面的学习能力，
但他们在体会作者情感和写作方法时仍需要教师加以适当点
拨、引导。我注重引导学生在读中感悟，让他们采用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进行主动学习。我采用先扶再放的教
学策略，教孩子们切入课文抓住重点句，理解作者讨厌母鸡
是因为母鸡的叫声讨厌、欺软怕硬和拼命炫耀。而后提出问
题：作者为什么不再讨厌母鸡？学生从文中找相关句子，提
炼关键词，找到了原因：“它负责、慈爱、勇敢、辛苦，因
为它有了一群鸡雏”。

2、教学收获（思得）。

教学中，我抓住一个主要问题，让学生品读思考，再体会这
篇课文在写法上一两个有特色、值得学习的地方，让学生学
习体会。抓住的点不多，但在课堂上感觉效果不错。我还力



争创设丰富的教学环境，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享有
个性化的、自由的发展空间，使课堂充满生命活力。

3、不足之处（思失）。

由于预习检查工作不及时，学生在读课文时出现了朗读不流
利，甚至不敢大声朗读等现象。朗读的指导与训练要在平时
花功夫加以落实。因此，在平时的朗读教学中就该采用多种
形式的朗读，重视朗读的方法。整堂课，举手回答的学生就
集中在那么几个人，其他的都是沉默的。新课标指出，阅读
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
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
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
享受审美乐趣。可是在学生的理解遭遇瓶颈的时候，我的分
析就过多地引导了学生，使得课堂中教师的主导明显化。

4、改进措施（思改）。

当然，我在教学中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尤其是自己觉
得这也好，那也好，舍不得丢掉一些，反而使课堂容量过大，
很多环节最后来不及完成。此外，自己上课的节奏比较慢，
学生的反馈也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要
注意尊重学生发表的不同意见。

《母鸡》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老母鸡歌曲教案篇五

“母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从古到今人们对于她的讴歌与
诠释从未有过终止。《母鸡》，老舍的另一篇佳作，通过描
写对母鸡看法的变化，表达了作者对母爱的赞颂之情。在体
会作者由讨厌到敬佩的情感过程中，紧扣文章的情感主线引
导学生把握作者的情感来梳理文章的脉络，学生的学习目标
进一步的被明朗，学便有了针对性。文章的布局和教材的处
理事实上是有异曲同工之趣的：讲究有详又略，详略得当。
讲学习感悟作者对母鸡的讨厌部分时，放在了整个文本的大
背景去体验，这事实上也是作者写作手法的体现：欲褒先贬、
欲扬先抑、欲擒故纵。故在此环节的处理上无过分的张扬，
为体验后面的主情感“母爱”埋下了伏笔，并进一以贯之。
最后让学生在“品析词句，体会情感”的学法指导下，在朗
读感悟母鸡对鸡雏的平凡细节中自然地联想到生活的场景，
层层推进，勾起对“母爱”的回忆，从而揭示出：母亲是伟
大的，一位母亲必定是一位英雄的文本主题。

和谐的课堂氛围激发了学生思维的火花；朗读的指导与训练
我是很舍得在平时花功夫加以落实的。

老母鸡歌曲教案篇六

教学《母鸡》让我惊喜的是多数学生能一边读课文一边思考，
提出自己的见解，积极参与到学习中来，提高了学习自主性，
课堂气氛活跃。存在的不足之处教师在引导学生提问方面还
要加强训练。平时教学多渗透写作方法，注重应用。重视课
外相关知识的'积累以及运用。学生发言的积极性、音量、语



速等需加强训练。整堂课我能放手让学生学，引导学生自读
自悟，自发提问。我们应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在平时的
课堂教学中，要善于设计有思维价值的问题，注意培养学生
自主提问的能力，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点燃学生的思维火
花。

老母鸡歌曲教案篇七

本文是老舍先生另一篇描写动物的佳作，描写了作者对母鸡
的看法的变化，表达了对母爱的赞颂之情。课文以作者的情
感变化为线索，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半部分写了母鸡
的叫声讨厌、欺软怕硬和拼命炫耀，再现了一只令人讨厌的
母鸡，后半部分则描写了母鸡的负责、慈爱、勇敢和辛苦，
塑造了一位“伟大的鸡母亲”的形象。作者对母鸡的情感
由“讨厌”转变为“不敢再讨厌”。

本文的语言风格比较口语化，直白自然，散发着浓郁的生活
气息，读起来令人感到亲切舒服。

学习这篇课文的重难点是引导学生自读自悟，体会母爱的伟
大，并通过比较老舍两篇文章的特点，感悟作者的语言风格，
加强语言实践。

在教学中，我力争创设丰富的教学环境，突出学生的主体地
位，大胆让学生自主阅读课文，自由体会文本，获得阅读感
受。让学生享有个性化的、自由的发展空间，使课堂充满生
命活力，同时也不忽视语文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训练，力
求两者的和谐统一。

在教学中，我抓住重点句引导学生理解作者对母鸡的感情：
讨厌到不敢讨厌，再切入课文抓住重点句学习，理解作者讨
厌母鸡是因为母鸡的无病呻吟，欺软怕硬和拼命炫耀。而后
重点理解作者为什么不再讨厌母鸡的，让学生从文中找句子
理解。最后解决为什么用“不敢”，让学生体会到因为母鸡



的辛苦、勇敢、慈爱、负责，所以作者敬佩母鸡。课文结尾
作者说“我不敢再讨厌母鸡了”。他对母鸡的感情上升到了
尊敬，崇拜。要总结出这一点非常困难，需要孩子用心领会。
许多孩子对课文理解得不深，所以读不出作者的这种感情。

老母鸡歌曲教案篇八

《母鸡萝丝去散步》是一本优秀的绘本，我觉得挺适合在大
班进行教学活动。生动有趣的图画让文字活灵活现，孩子享
受故事时不知不觉地就笑出了声。于是我把教学目标定为1.
仔细观察画面，理解画面内容，会使
用“绕”、“越”、“穿”、“钻”等动词。2.感受故事的
幽默搞笑，体验阅读带来的乐趣。

在上课的过程中，我先请孩子们猜一猜母鸡萝丝出去散步可
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鼓励孩子大胆想象，然后让孩子们尝试
进行自主阅读。接下来在总结交流的时候我在幼儿自主表达
的基础上借助图片和字卡演示
了“绕”、“越”、“穿”、“钻”等动作，并请孩子们表
演一下这些动作，从而使他们很好地理解了这些动词。孩子
们在看一看、演一演的过程中轻松学到了知识，又体验到了
阅读的快乐，课堂气氛活跃，教学目标达成较好。

也许我这个人的个性比较拘谨，我觉得如果我在上课的.过程
中能更大胆一些，用一些夸张的表情和语调表现故事中滑稽
幽默的场面，可能教学效果会更好。

老母鸡歌曲教案篇九

《母鸡》是人教版新教材四年级语文第七册第四单元第十六
课，是老舍先生另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作者描写了对母
鸡的看法的变化，前半部分写了母鸡的无病呻吟，欺软怕硬
和拼命炫耀，再现了一只浅薄，媚俗的母鸡。后半部分则描
写了母鸡的负责，慈爱、勇敢和辛苦，塑造了一位伟大的鸡



母亲的形象，表达了对母爱的赞颂之情。

在科级集备时，我们考虑《母鸡》是篇略读课文，内容浅显，
学生很容易就能理解课文的内容，重点是要引导学生体会作
者的情感变化，感受母鸡伟大的母爱。因此，教学目的定位：
1、让学生自读自悟，弄清作者对母鸡的态度有怎样的变化，
原因是什么？2、交流读书体会，对比与《猫》的写作手法。

为了实现教学目标，在教学中，我引导学生先找出并理解作
者对母鸡的感情变化的两个句子：我一向讨厌母鸡。我不敢
再讨厌母鸡了。以此为切入点，指导学生在课文中抓住重点
句，理解作者讨厌母鸡是因为母鸡的无病呻吟，欺软怕硬和
拼命炫耀。而后重点理解作者为什么不再讨厌母鸡的讨厌，
让学生从文中找句子理解。最后解决为什么用“不敢”，让
学生体会到。因为母鸡的辛苦、勇敢、慈爱、负责，所以作
者敬佩母鸡。

在教学中，我还注重抓住语言文字进行训练，培养学生的语
文素养。如：在理解作者讨厌母鸡时，学生说母鸡的讨厌体
现在“叫声如怨如诉”，我让学生先理解什么叫“如怨如
诉”，为什么如怨如诉？怎样如怨如诉？学生的理解到位了，
再结合结合整段理解内容，效果明显。为了把学与理解相结
合，我还安排了说话练习。学生理解了为什么讨厌母鸡后，
请学生说话训练：这是一只__________的母鸡。以此对刚学
的内容进行总结，并提高学生对内容情感进行提升。在说话
反馈中，可以看到学生的思想火花在与文本碰撞，这是对这
环节安排收到效果最好的体现。

为了让课堂趋于完整，也为了让学生学得更好，在课堂免不
了讲得太多了，导致课堂节奏比较慢，感觉与讲读课文差别
不大。希望自己以后在教学中，学会干练、学会取舍，让课
堂节奏快起来，让课堂效率高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