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儿歌新年好教学反思(模板9篇)
公益活动的开展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让善良传递给每
一个人。公益活动的参与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和能力？在这
里，小编精心整理了一些公益总结的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学
习。

小班儿歌新年好教学反思篇一

1、回忆过新年的景象，初步学念儿歌。

2、了解过新年要拜年，尝试说说祝福的话。

?活动准备】

一、导入：敲锣打鼓放鞭炮听听音乐中的喜庆气氛，激起幼
儿兴趣。

二、初步学念儿歌出示"新年到"背景图，说说春节要来了，
春节是中国人过大年，是中国的新年。

让幼儿说说什么节日快要来了?

(把小朋友的图片贴到背景图中)提问：春节里我们小朋友的
穿戴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当幼儿说到穿新衣服，戴帽子时，
老师将新衣服、新帽子的图片，贴到"小朋友"身上。)用儿歌
的语言小结：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

提问：过新年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当孩子
说到"放鞭炮、拿红包、拜年"时，老师将相应的图片放到背
景图上。)用儿歌的语言小结：放鞭炮、拿红包，大家说声新
年好。

三、看图片，完整学念儿歌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



帽。

放鞭炮、拿红包，大家说声新年好。

四、拓展提问：你们知道拜年时除了说新年好，还能说什
么?(祝你新年快乐、祝你心想事成……等)尝试将祝福的话编
进儿歌里，如：将最后一句"大家说声新年好"替换为"大家说
声新年快乐、大家说声心想事成……"等等。

每人一个红包，一起念念儿歌，学着拜拜年。

?活动延伸】

在娃娃家里，引导幼儿模仿拜年的情节。

?活动建议】

建议此活动在放寒假之前开展，激发幼儿向往过春节的情感。

小班儿歌新年好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初步尝试3/4节奏，能用打击乐器演奏。

2、感受新年的欢乐气氛。

活动准备：

活动过程：

一、律动：听音乐，随意做动作，引导幼儿体验新年欢快的
气氛。

二、新年谈话。新年到了，小朋友心情怎样?人们是怎样庆祝



新年的?

三、欣赏大班哥哥姐姐表演的歌曲《新年好》。

小班儿歌新年好教学反思篇三

?新年好》是12月底为迎接新年到来而准备的一节音乐活动课，
为了配合新年的气氛，特别找来与之匹配的新年好flash，使气
氛更为欢快与高兴。

目标的反思：制订的两条目标还是能符合小班幼儿的年龄特
点。第一条是音乐目标，在整个活动中，我始终是以节奏为
主线，让孩子使用小乐器与音乐一同唱唱跳跳，激发孩子学
习的兴趣，但在制定过程中应明确节奏的目标，不能又有唱
的目标又有节奏的目标。第二条目标，情感的目标，孩子们
都很乐意在音乐的气氛中欢快的唱唱跳跳感受新年到来的气
氛。

流程的反思：流程还是较流畅的，一个环节紧扣一个环节，
但在每个环节中的过渡中语言的把握还需要斟酌，如：在导
入时的大鼓过度到新年时，可以更精练些，并能更承上启下
些，在环境的提供与创设中，我提供了各种不同的乐器，(手
铃，棒铃，铃鼓，沙铃，等)引导他们能与材料的互动，但由
于过多种类的乐器投放使孩子并未能集中明白自己乐器的特
点，如果，能够就投放一种或而种乐器让孩子们能学会或知
道了手零或棒铃的使用方法我想这节课也就有了它存在的价
值。在整个活动中，我觉得自己还是说的太多，尤其是在过
新年时会做些什么，如果，当时老师变一个话题，说小朋友
你们新年都会做什么来庆祝呢?这么一个开放的话题，孩子肯
定很兴奋乐于来回答，当孩子们一个个回答完后，此时老师
再将孩子的各自经验进行归纳、提升帮助，为他们在后面的
操作中提供更大的帮助与自信。

这节活动时间虽然不长，但孩子始终投入在活动中，他们能



与材料积极的互动，这可以从他们的高兴地唱唱跳跳中反映
出来，基本每个孩子都乐意欢快唱唱跳跳。

小班儿歌新年好教学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让幼儿在熟悉歌曲《新年好》和掌握了三拍子的基础上，
学习自编简单的身体动作。

2、引导幼儿学习为歌曲《新年好》配上打击乐。

3、培养幼儿的创造力和合作精神。

4、感受歌曲柔和、舒缓的旋律，理解歌词的含义。

5、感受音乐节奏，乐意参与音乐游戏活动，体验游戏的快乐。

活动准备：

1、一些打击乐如：腰鼓，录音机，钢琴。

2、教师事先布置好教室带过年的气氛。

活动过程：

二、导入活动

1、教师让幼儿观察活动室，

教师提问：小朋友们你们看看我们的教室有什么变化呀?

幼儿：有灯笼和对联

师：为什么?我们怎样来庆祝新年的到来?



幼儿：我们可以唱歌跳舞做游戏。

2、引出本次活动内容：为歌曲《新年好》配上打击乐伴奏。

三、学唱新歌《新年好》。

1、教师先一边弹琴一边范唱一遍，小朋友你们听听钟老师是
怎么样来庆祝新年的。

2、教师要求幼儿有表情地演唱。

3、请幼儿分男、女演唱，要求幼儿在唱强拍时拍一下。

四、启发幼儿自编节奏动作。

1、教师提问：小朋友，你们想用什么动作来表示三拍子的节
奏?(如拍一次手，拍两次脸：拍一次手，拍两次腿：跺依次
脚，拍两次肩等等)

2、幼儿听教师弹琴《新年好》合着拍子的节奏，自由用动作
表现强弱弱。

3、请个别乐感强的幼儿听琴声《新年好》，大家做示范表演。

五、引导幼儿进行打击伴奏

1、让导幼儿尝试用打击乐为歌曲《新年好》配伴奏，如强拍
敲击什么乐器?两个弱拍敲击什么乐器。

2、将手持腰鼓棒，腰挂腰鼓乐器的幼儿分成2——3组，教师
指导幼儿看指导，听《新年好》音乐打击乐器。

3、幼儿听《新年好》音乐，完整地演奏。

4、幼儿换乐器，听《新年好》音乐边唱边演奏。



六、进行结束。

教师带领幼儿一起完整的唱完《新年好》这首乐曲。

活动反思：

《新年好》是12月底为迎接新年到来而准备的一节音乐活动
课，为了配合新年的气氛，特别找来与之匹配的新年好flash，
使气氛更为欢快与高兴。

目标的反思：制订的两条目标还是能符合小班幼儿的年龄特
点。第一条是音乐目标，在整个活动中，我始终是以节奏为
主线，让孩子使用小乐器与音乐一同唱唱跳跳，激发孩子学
习的兴趣，但在制定过程中应明确节奏的目标，不能又有唱
的目标又有节奏的'目标。第二条目标，情感的目标，孩子们
都很乐意在音乐的气氛中欢快的唱唱跳跳感受新年到来的气
氛。

流程的反思：

流程还是较流畅的，一个环节紧扣一个环节，但在每个环节
中的过渡中语言的把握还需要斟酌，如：在导入时的大鼓过
度到新年时，可以更精练些，并能更承上启下些，在环境的
提供与创设中，我提供了各种不同的乐器，(手铃，棒铃，铃
鼓，沙铃，等)引导他们能与材料的互动，但由于过多种类的
乐器投放使孩子并未能集中明白自己乐器的特点，如果，能
够就投放一种或而种乐器让孩子们能学会或知道了手零或棒
铃的使用方法我想这节课也就有了它存在的价值。在整个活
动中，我觉得自己还是说的太多，尤其是在过新年时会做些
什么，如果，当时老师变一个话题，说小朋友你们新年都会
做什么来庆祝呢?这么一个开放的话题，孩子肯定很兴奋乐于
来回答，当孩子们一个个回答完后，此时老师再将孩子的各
自经验进行归纳、提升帮助，为他们在后面的操作中提供更
大的帮助与自信。



这节活动时间虽然不长，但孩子始终投入在活动中，他们能
与材料积极的互动，这可以从他们的高兴地唱唱跳跳中反映
出来，基本每个孩子都乐意欢快唱唱跳跳。

小班儿歌新年好教学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了解藏族人民过新年的习俗，感受藏族过新年的气氛。

2、初步了解汉族和藏族不同的过年形式，了解民族文化的差
异性。

活动准备

录像《藏历年》、木偶迎迎、音乐《北京的金山上》《敲锣
打鼓放鞭炮》

活动过程

一、教师带领幼儿做律动《敲锣打鼓放鞭炮》。

师：“快过年了，让我们一起敲锣打鼓放鞭炮吧！”

二、看录像《藏历年》。

福娃迎迎以木偶的形式出现：“小朋友，你们好！你们认识
我吗？”“对，我是迎迎。我从很远的地方来，你们知道我
的家在哪儿？”“你们敲锣打鼓准备过新年了，我们藏族小
朋友和你们汉族小朋友过新年的方式可不一样呢，我们一起
来看看吧！”

教师提问，帮助幼儿了解藏族过新年的习俗，并和汉族过新
年的方式进行比较：



1、藏族人民和汉族人民过新年的时间一样吗？

2、吃的食物一样吗？

3、拜年的时间和祝福语一样吗？

4、活动方式一样吗？

幼儿每说一点。教师就在黑板上出示相应的图片。（用钟表
示时间，用碗表示食物，用献哈达的'人表示拜年，用射箭的
人表示活动。）

教师和小朋友一起看着黑板上的四幅图片进行比较，说出汉
族和藏族不同的过年方式。

四、学习藏族人民的拜年方式，互相祝福“扎西德勒”。

迎迎：“今天我来到泰州市幼儿园非常高兴、我向你们拜个
早年，扎西德勒。”

师：“我们也一起向迎迎拜年，扎西德勒。”

幼儿再互相用藏族人民的祝福语来拜年。

五、跳舞迎接新年。

幼儿一起跳藏族舞蹈《在北京的金山上》。

迎迎：“小朋友再见！欢迎到西藏来过年！”

小班儿歌新年好教学反思篇六

1、通过谈话使幼儿回忆过春节的快乐，共同分享快乐。

2、引导幼儿认真听其他小朋友的讲话，培养幼儿倾听习惯。



3、知道节日时人们主要的庆祝活动。

4、让幼儿知道节日的时间。

1、家里过春节的喜庆图片、宝宝过春节的照片

2、对联、炮竹、福字等过年物品。

1、教师与幼儿互相问春节好。

2、有的小朋友春节好拍了照片，你们想看吗？大家把春节照
的照片拿出来，然后找朋友，一起看。

3、幼儿讲述自己在春节时的有趣的事情。

4、现在有小朋友想看看其他小朋友的照片，那就把你的照片
贴到语言区的墙上，给其他小朋友看看你在过春节的有趣的
事。

幼儿边看边讲述边指出对联、福字、炮竹的用法和自己家过
春节的事。

通过宝宝过春节的活动，仿佛又让小朋友们回到了春节时的
开心氛围中去了，一时间难以收复小朋友们兴奋的心情。通
过活动的目标要求的学习，我们间接地指引幼儿培养倾听的
好习惯。

从幼儿的兴趣入手，针对幼儿的好奇心理设计了这个活动来
进行反思。

在教学活动中，我分成了四个环节：认识春节，观看春节照
片，讲述过春节与自己有关的趣事，互相交流自己在过春节
中的有意思的事。

在第一环节中，我通过展示对联、福字等春节用品问幼儿知



道这些事过什么节日用到的东西，引导幼儿回忆过春节的情
节。

第二环节中，让幼儿介绍自己过春节的图片，来加深幼儿对
春节的认识，知道春节的民俗，并让孩子们把照片互相传看
上，幼儿可以在后来的活动中丰富内容。欣赏春节相关图片、
照片让幼儿对春节生出喜爱之情。

第四环节中，让幼儿门互相观看过春节时家家不同的喜庆氛
围和过春节的方式，并且互相讲述过春节的趣事，激发幼儿
间的交流和认知。

在活动中，应让幼儿自主说，把主动权交给幼儿。我想以后
我应该再耐心一点，听听幼儿的声音。

本次活动开展的还是比较成功的，成功的关键是引起了小朋
友们对传统节日的兴趣，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它能带动小朋友自觉的去探索问题，找出答案。
古人亦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兴
趣对学习有着神奇的内驱动作用，能变无效为有效，化低效
为高效。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老师引起幼儿的学习兴趣至
关重要，它是一个活动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

小百科：春节，即农历新年，一年之岁首，传统上的“年
节”。俗称新春、新岁、新年、新禧、年禧、大年等，口头
上又称度岁、庆岁、过年、过大年。春节历史悠久，由上古
时代岁首祈年祭祀演变而来。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祈年
祭祀、敬天法祖，报本反始也。春节的起源蕴含着深邃的文
化内涵，在传承发展中承载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在春节期间，
全国各地均有举行各种庆贺新春活动，热闹喜庆气氛洋溢；
这些活动均以除旧布新、迎禧接福、拜神祭祖、祈求丰年为
主要内容，形式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各地域特色。



小班儿歌新年好教学反思篇七

1、学习用棉签和水粉颜料在规定饿范围内涂画。

2、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和想象创造能力，喜欢参加美术活动。

3、让幼儿懂得关心别人，具有爱心。

4、体验运用不同方式与同伴合作作画的乐趣。

5、感受作品的美感。

重点：掌握用棉签涂色作画的方法。

难点：会用不同的颜色和花纹来装饰新衣服。

圣诞老人面具、教师范画衣服、幼儿美术用书《新年新衣
服》、抹布、贫困山区儿童的幻灯片、背景音乐。

一、开始部分：

老师带上圣诞老人的面具情景导入活动。

1、圣诞老人和小朋友们问好。新年快到了，我要送给乖小朋
友们一件礼物，小朋友们看看是什么？逐一出示准备好
的“衣服图”让幼儿观看。

2、提问：这些衣服漂亮吗？想要吗？

二、基本部分：

1、圣诞老人说：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用棉签来给衣服设计漂
亮的图案，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棉签作画的方法吧。

——“先蘸上你喜欢的颜料颜色，如果颜料太多，就在调色



板上抹一抹，然后就可以在衣服图上设计你喜欢的图案了。
如果你要用很多颜色来装饰，那不同颜色用不同的棉签去蘸，
不能把一根棉签去蘸多种颜料。

2、圣诞老人说：让我来给你们做个示范吧。短线装饰、曲线
装饰、圆点装饰、块面装饰等。

3、老师提出绘画要求。

4、幼儿作画，老师观察幼儿绘画过程并给予幼儿适当的帮助。

三、结束部分：

将幼儿的作品张贴在墙上，让大家欣赏与交流，引导幼儿说
出自己喜欢某幅作品的理由。

四、活动延伸：

通过此次教学活动，培养了幼儿的想象力和审美能力，让他
们喜欢上美术活动，同时，也教育了幼儿要关心他人、帮助
他人，潜移默化地教育幼儿要有爱心。在活动中，我采用情
景引入法，很快的调动了幼儿学习的兴趣，整个过程都以圣
诞老人的身份参与其中，孩子们都很喜欢这个角色，而且学
习积极性很高，在绘画过程中，孩子们也积极的参与，创造
出一幅幅独特的作品。在活动延伸部分，以图片、背景音乐
和语言的感染，让幼儿深切体会到贫困儿童是多么需要帮助。
整个活动比较成功。当然，再成功的活动，都有它的不足之
处，由于本班幼儿很多都没有满三岁，他们从没有上过幼儿
园，在作画时，少数孩子拿着棉签无从下笔，在老师帮助后
才顺利的完成；活动延伸部分，也是因为孩子的年龄和个体
差异，少数幼儿没有得到情感上得共鸣。这次活动的成功与
不足都让我在今后的教学中，考虑的问题更加全面、更加细
致、设计教学活动时，要时刻考虑孩子的年龄特点和个体差
异。



小班儿歌新年好教学反思篇八

新年快到了，为了引导幼儿对身边常见事物和现象产生兴趣
和探究欲望，让孩子们体验到过新年的快乐，了解过年时都
有那些习俗，并让幼儿知道过年时应注意的安全知识，因此
特设计了本次活动。

活动目标

1、通过学习儿歌，了解过年有放鞭炮、吃饺子、穿新衣等习
俗。

2、鼓励幼儿胆地在同伴前讲述自己对过年的认识，体验过新
年的快乐。

3、感受旋律的气氛以及和同伴一起参加集体音乐活动的乐趣。

4、乐意参加音乐活动，体验音乐活动中的快乐。

5、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重点难点

1、让幼儿了解过年的习俗，体验过新年的快乐。

2、让幼儿了解过年时应注意的的安全知识。

活动准备

1、手工制作的鞭炮

2、用橡皮泥制作的饺子

3、放烟花的影片



4、过年时欢庆的图片

活动过程

1、出示鞭炮和饺子

提问：小朋友，你们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什么?(鞭炮和饺子)提
问：“那我们都会在什么时候要吃饺子、放鞭炮呀?”新的一
年到来了，人们都会很高兴的用各种方式来迎接。课件出
示(过年时欢庆的图片)。

2、让幼儿了解过年的习俗，体会节日的快乐。

3、学习儿歌

(1)教师先朗诵一遍儿歌，提问：诗歌的名字叫什么?儿歌里
都有谁?他们都在做什么?

(2)幼儿带着问题听第二遍儿歌，之后回答问题，并逐步学念
儿歌。

4、送礼物

画鞭炮：让幼儿学习用短线表现一串串的鞭炮，送给爸爸妈
妈。

5、课件出示放烟花的影片

小朋友，我们自己不能燃放鞭炮和烟花

6、讲解过年时应注意的安全，而且别人放的时候自己要离远
一点，否则是很容易伤到自己的。

教学反思



这次活动从四个环节出发，第一让幼儿通过饺子和鞭炮了解
到新年的到来以及人们的喜悦之情。那为什么家都会觉得开
心呢?新年有哪些事是让我们觉得开心的?第二个环节让孩子
自由的交谈，讲述了新年开心的理由：“新年有好吃
的”、“有好玩的”、“好看的”……;孩子们的积极性高，
交流中也看到了孩子们对新年的理解，对喜悦的理解，第三
个环节让孩子给爸爸妈妈送礼物，是让孩子懂得爸爸妈妈这
一年的.辛苦，在你收到礼物的同时你也送给爸爸妈妈礼物，
他们会很高兴的，而最后环节观看礼花，更让孩子们感受了
新年的氛围，把活动的氛围也得到了一个提升。

在幼儿学习儿歌时，利用幼儿在新年看到的景象，对声词掌
握得非常好。但在第二环节孩子的自由讲述中，我看到孩子
们对新年的认识是多样的，这里我只是采用语言的表述，没
有直观形象的感知，如果在孩子讲述中，我结合一些图片把
孩子所讲述的内容进行归类、总结;从而梳理孩子的经验，这
样可能让更多的孩子认识与了解。也就可以让孩子真正的参
与到活动中来。

小班儿歌新年好教学反思篇九

1、理解儿歌内容，感受过年的热闹、快乐的气氛，了解一些
常见的过年形式。

2、愿意在老师的`带领下快乐地和别人互相拜年。

儿歌《新年》，新年录像

一、经验交流价值取向：交流以往过年的经验，感受新年的
欢快的气氛。

1、师：新年就要到了，我们宝宝过年时会和爸爸妈妈做些什
么事情呢？



2、我们一起来看看新年的时候人们是怎么庆祝的。（观看录
像）

3、师：你看到了人们是怎么庆祝新年的？（幼儿自由交流）
提升：过新年的时候人们会穿上新的衣服，买好多好吃的东
西，贴上对联，燃放烟火、互相拜年，宝宝还会受到很多压
岁钱，来庆祝新年，新年里，每个人都觉得非常高兴。

二、欣赏儿歌价值取向：通过儿歌进一步体验到过年的快乐。

1、师：除了我们小朋友们很高兴，还有谁过年了也很高兴呢？
（幼儿欣赏儿歌）

2、师：儿歌说太阳变成了什么？

3、师：月亮变成了什么？星星变成了什么？

4、师：为什么太阳、星星、月亮和小朋友一样的高兴呢？

提升：新年到了，小朋友也长大了一岁，本领也变大了，所
以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高兴。

三：学习儿歌价值取向：能够通过学习掌握儿歌的内容。

四：延伸活动：互相拜年价值取向：通过拜年，进一步感受
过年的欢乐，并促进幼儿与人之间的交往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