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艺术在农场里教学反思与评价
小班艺术美丽的蝴蝶教学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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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艺术在农场里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一

在日常生活中，我发现智力障碍学生对色彩艳丽、精美的小
饰物特别感兴趣，比如发夹、手表等等。蝴蝶是学生在生活
中比较熟悉的一种昆虫，其色彩艳丽，深受学生的喜爱。特
殊教育活动内容应贴近学生的生活，同时又是学生感兴趣的
事物，因此，我根据智力障碍学生的兴趣及生活经验，设计
了美术活动《美丽的蝴蝶》，目的是让学生通过欣赏蝴蝶，
发现美、感受美和创造美。

整个教学活动我以智力障碍学生的兴趣为切入点，让学生充
分地看、说、想、做，使学生的兴趣大大激发，主体地位得
到充分体现。作为老师的我不急于追求结果，而是重视活动
过程，为学生提供发现、感受和创造美的机会，使学生在活
动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功的满足和愉悦。

在活动中，我改变以往的美术教学模式，没有进行示范，而
是尝试让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感受，自己去装饰小饰物，
同时提供的材料有难、易，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及喜好，
自己选择装饰材料，学生参与兴趣高。活动结束时，让学生
相互评价，教师参与评价，再次达到师生互动的效应，同时
也充分体现以学生为活动的主体，让学生自主评价，发挥了
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

在整个教学活动中还存在了一些不足:



1、教师的引导语言不够清晰。

2、幼儿的操作没有交代清楚，出现了较脏、乱的现象。

小班艺术在农场里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二

参加了中央电化教育馆课题“信息化环境下教师教学反思能
力的培养”课题组，我执教了小班上期领域的歌唱活动——
《在农场里》，下面我就课题研究重点的“幼儿园歌唱活动
的有效预设反思”和“教学策略运用的有效性”这两个方面
进行反思：

本次活动在第一次教案预设后，课题组成员通过网络研讨评
论、网络上传活动设计方案与我互动，她们对我的教学策略
方面提出了有效的建议：1.在活动中可采取集体、小组、个
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为幼儿提供表现的机会，在仿编
环节可采取一些游戏的方式来引导幼儿进行歌词的替换，激
发他们仿编的兴趣；2.以角色扮演的身份引导幼儿参与活动，
在音乐实践活动中帮助幼儿感受和体验；3.跟随音乐学唱并
能做一些简单的身体动作；4.教师可以创设游戏的情境，让
幼儿以多种形式进行歌唱。5.本次活动的难点应该放在休止
符的掌握上，教师应将难点提出来解决。我结合课题组成员
们的教学设计方案和其中的建议，进行了第二次的教案预设
反思并修改。活动中采取了个人、小组、集体相结合的形式，
动静搭配，创设情境，引导幼儿根据歌词内容做一些简单身
体动作，来增加活动的趣味性和有效性。

通过学习《指南》，我领悟到艺术领域的教育的关键在于让
幼儿“感受”和“表现”，教师应充分创造条件和机会，让
幼儿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和创造美。在第一次的教案预设中
大部分时间都是让幼儿集体进行学唱，而忽略了让幼儿自主
去表现。反思修改后的第二次教案预设中则将活动环节，进
行了有效的调整，活动中教师采取了个人、小组、集体相结
合的形式，让幼儿乐于用自己学会方式进行表达和表现。



在本次活动教学策略运用的有效性有做的好的一方面，也有
不足的一方面，征对这个问题，我进行了反思。

本次活动内容的选择贴近幼儿生活，小班幼儿对小动物都很
感兴趣，喜欢小动物，所以能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歌曲为
两拍子节奏，歌词简单重复多，符合小班幼儿现有水平。本
次活动我从谈话导入激发了幼儿学习的兴趣，首先让幼儿反
复欣赏倾听歌曲熟悉歌曲的旋律，然后让幼儿学唱歌曲，接
着让幼儿教小动物学唱歌曲的形式，引导幼儿仿编歌曲，最
后以游戏的形式让幼儿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动物进行演唱。
活动的环节层次清晰，过渡衔接自然。活动中我采取了个人、
小组、集体相结合的形式，动静搭配。

本次活动中的不足之处：

1、在图谱的`使用中，三块黑板导致黑板太多挡住前面幼儿
的视线，影响幼儿学习歌词内容。

2、在活动中没有提醒幼儿注意休止符的演唱，所以幼儿基本
没有唱对休止符部分的歌词。

3、在教唱的环节中，教师一直是利用图谱教学一种形式进行，
不能激发幼儿学习的后两段的学习兴趣。

4、由于幼儿是初次学习仿编，所以幼儿对句式结构不理解，
教师应更多的介入帮助幼儿学习仿编。

小班艺术在农场里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三

本次活动既是一个美术制作活动，又是一个音乐教学活动。
所以活动前一天我就为孩子们准备好了青蛙的头型，然后剪
好圆溜溜的眼睛、脚等，还让家长们配合为孩子们准备了1圆
硬币大小的纽扣作为小青蛙的眼睛。制作完成后，通过对称



样左右碰撞就会发出声音（呱呱呱）。

周三上午第一个活动我就安排了孩子们先来制作这只可爱的
小青蛙，跟他们作了示范讲解，并提出制作要求：要把纽扣
贴对称，还要在纽扣上方用黑色油画棒来添画，再在青蛙背
部贴上两只脚，这样较形象的小青蛙就基本成形，然后右手
拿住小青蛙，用两根手指伸进圈圈内，左右碰撞就会发出呱
呱呱的.声音了。在跟孩子们讲清楚制作要求之后，让他们开
始动手操作，发现孩子们都十分地投入，连平时比较胆小、
小手比较懒的小朋友也在动手了，我真高兴。只听见我们班
的乔宝宝嘴里说着：真好玩呀！陆顾超边做边说：“呱呱呱。
”“太有趣了。”看见孩子们对于制作青蛙这么感兴趣，我
也感到很欣慰。

我等孩子们都制作的差不多了，我就给他们教学了这首歌，
让他们跟着我还有录音磁带的帮助进行表演歌曲内容，孩子
们一个个都笑开了脸。

“我是一只小青蛙，我有一只大嘴巴，两个眼睛长的大。。。
”，在悦耳的歌声中，孩子们不仅了解了青蛙的外形特征，
也知道了青蛙的本领，更对模仿小青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合着欢快的音乐在场地中间一蹦一跳的唱了起来。活动
的最后《小青蛙》的乐曲再次的回荡在活动室里，孩子们拿
起自己做好的青蛙玩具合着音乐跳了起来，让安静的美工活
动也变得生动活跃起来。

在美工活动中同时也感受到了音乐活动带来的欢乐，不仅为
本次活动增添了色彩，也让孩子们体验到了艺术活动带来
的“美。”

       以后在执教过程中，我领悟到：根据孩子们
的兴趣点出发相当重要，再在本有的基础上添上异样色彩会
丰富整个活动课堂氛围，同时教师如何引领和追问很重要。



小班艺术在农场里教学反思与评价篇四

第一次接触白板教学，感觉自己无从下手，不知道怎样才能
将白板的功能运用到自己的课程中，也不知道有哪些功能可
以用。通过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我终于了解了一些简单的
功能。于是设计了《美丽的蝴蝶》这节活动。

《美丽的蝴蝶》是一节中班的数学活动，其目标是：

一、让幼儿学会根据两个标记找到对应的物体;

二、幼儿体会与白板互动的乐趣。首先，我通过捉蝴蝶的游
戏情境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也让幼儿参与到白板的操作中，
孩子们的兴趣很高。在“捉蝴蝶”的过程中，我利用白板的
功能，让幼儿了解到看两个标记捉到正确的蝴蝶，并反复的
强调了这一方法。接着，我用参加蝴蝶的舞会为契机，让幼
儿根据我准备好的标记为自己做漂亮的手链，通过观察，我
发现绝大部分幼儿能够根据两个标记做好自己的手链。但是
在后来的环节当中，我也发现了很多问题。

第一、我让孩子们根据三个标记来找出对应的物体，显然是
太难了，所以孩子们都对应不上。在后来的评课环节中，大
家也告诉我，对于中班的幼儿，只能根据两个标记对应物体，
所以我设计的经验提升这一环节是不可取得。

第二、在验证幼儿的操作这一环节上，我只是通过简单的操
作让幼儿观察材料以及他们的作品。其实这个环节的验证是
可以用白板来操作的，比如说，我可以在白板上出示手链，
标记卡片，以及相应的操作材料的图片，然后运用白板功能
来将这些材料串好，达到验证的效果。这样其实能更多的运
用到白板功能，孩子们的兴趣也会更高，教学效果会更好一
点。

整个活动下来，白板的功能运用的太少，没有实现白板教学



最大化的效果。所以在以后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我还要多多
向老师们学习，使自己在工作不断地进步。

小班艺术在农场里教学反思与评价篇五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习过程与学习效果的巨大动力，是
学生主动学习和研究的精神力量，又是激发创造思维、开发
智力的催化剂。因此在本节《在农场里》的教学中，我结合
一年级学生的好动、好玩、爱想象、爱表现的综合特点，以
学生为主体，以音乐审美体验为核心，把培养学生的音乐兴
趣作为音乐教学的首要任务和目标，尊重个体的不同音乐体
验和学习方式。通过优美的语言引导和形象的肢体动作来感
染学生；用孩子喜欢的故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学习歌
曲的基础上，结合歌曲的内容，充分发挥孩子的想象力、创
编歌词，并结合歌词进行即兴动作表演；学会歌曲的同时用
小乐器为歌曲伴奏。整节课注重引导学生主动地、积极地参
与到音乐实践活动中来，感受音乐、体验音乐、创造音乐。
总的来说，这节课还算成功。

在玩乐器这个环节中，由于适合本节课的小乐器有限，没能
照顾到全体学生。因此有几个学生在练习中出现了节奏错误
而没有进行及时纠正，在今后的教学中应尽量避免。

本节课设计的内容较多，在后面创编歌曲部分结束有些仓促。
如能让学生延续歌曲创作活动，让孩子们学着小动物的动作
随音乐律动出课室，达到课堂氛围的一个延续，效果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