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秋姑娘教案反思大班(大全8
篇)

五年级教案的编写过程需要教师们充分研究学科知识，提高
自己的教学能力。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和借鉴他人的经验，不
断完善和创新自己的小学教案。

幼儿园秋姑娘教案反思大班篇一

春姑娘幼儿园教案篇四

1、激发幼儿对春天里小动物的喜爱与好奇以及热爱自然的情
感，萌发幼儿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2、发展幼儿的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3、引导幼儿在理解故事内容的基础上，记住故事的主要情节，
并了解几种常见动物与季节变化的关系。

活动准备

1、课件：小鱼、青蛙、蜜蜂。

2、课件声音：燕子鸣叫。

3、歌曲磁带《春天在哪里》

重难点分析

重点：理解故事内容，记住故事的主要情节。

难点：了解几种常见动物与季节变化的关系。

活动过程



一、导入

听小燕子的叫声引出主题：

春天来了——小燕子飞回来了——

还有哪些小动物也出来了——故事《醒来了》。

二、展开

1、教师利用课件照片，讲述故事。

提问：故事里都有哪些小动物？

（引导幼儿练习用“有---有---还有---”这一句式）

小动物是在什么季节醒来了？

为什么在春天醒来了呢？

2、利用课件，引导幼儿了解动物与季节的关系。

3、利用课件欣赏角色的对话，并引导幼儿学说小动物之间的
对话。

（教师扮演小鱼、男小朋友扮演小青蛙、女小朋友扮演小蜜
蜂）

4、扩散思维，讲述。

启发幼儿边思考边和同伴相互讨论：春天还有哪些动物、植
物也醒来了？

它们又是怎样的？



三、结束

春天是一个热闹的季节，因为小动物都出来了；

春天是一个美丽的季节，因为五颜六色的花儿都开了。还记
得这首歌吗？

放音乐《春天在哪里》

让我们到外面再去看一看、找一找，春天，还发生了那些有
趣的事，好吗？

幼儿园秋姑娘教案反思大班篇二

1、用愉快、舒缓的声音来演唱歌曲。

2、能坚持自己的声部，进行合作性演唱。

3、学习看图谱和指挥为歌曲伴唱。

4、培养幼儿喜欢欣赏儿歌，会大胆地朗诵。

5、愿意参加对唱活动，体验与老师和同伴对唱的乐趣。

歌曲图谱

一)复习歌曲，引导幼儿用愉快、舒缓的声音来歌唱。

教师(出示图谱)：小朋友还记得这首歌曲吗?这首歌曲的名字
叫什么?

教师：柳树姑娘又要来跳舞啦，我们和她一起来唱一唱吧。

教师：柳树姑娘洗干净了，心里觉得怎么样呀?(开心，舒服)



教师：看好老师的指挥，用快乐的声音来唱一唱，让我看看
你们的表情和声音，听好音乐，前奏用拍手表示。

二)学习双声部演唱，看图谱和指挥唱衬词。

1、倾听新旋律，感受伴唱部分的歌唱效果。

教师：柳叶们唱得这么高兴，有一片调皮的小柳叶也来唱歌
了?它藏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来当小柳叶。(两个
教师合作演示唱)

提问：1)小树叶藏在哪里呀?(每一句的后面)

2)那它藏在后面都唱了什么呢?(丰富图谱：姑娘、长长、一
甩、池塘)

教师小结：它藏在每一句的最后唱最后的两个字。原来它唱
的是衬词呢，这样让歌曲更加好听。

3)再次听教师范唱一遍，说说什么时候唱衬词。

2、学唱衬词，跟着老师演唱

教师：我想邀请你们一起来做调皮的小柳叶来唱衬词。好吗?
记住，一开始我们可是先藏起来的哦。

1)一教师主唱，幼儿唱衬词。“我们请张老师主唱，我们为
她唱衬词，做调皮的小树叶好吗?”(2遍)

2)现在我要把小朋友分成两半，一组跟着张老师唱主唱，另
一组跟着我做小树叶唱衬词哦。(2遍，然后交换)

3、幼儿起立，整曲完整演唱一遍。

幼儿在听听、唱唱、跳跳中充分感受歌曲优美、活泼的旋律;



在听听、说说、念念中反复感受诗意一般的歌曲内容;在哼哼、
唱唱中学唱歌曲，整个活动幼儿都在轻松、自然、愉快的氛
围中积极、主动地参与着，符合新《纲要》中“喜欢参加艺
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的目标，
及“要避免仅仅重视表现技能或艺术活动的结果，而忽视幼
儿在活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态度倾向”的指导精神，使幼
儿初步学唱了歌曲《柳树姑娘》，抒发了对柳树的`喜爱之情，
培养了幼儿感受美、表现美的情趣。

幼儿园秋姑娘教案反思大班篇三

为了让孩子更多的`感受春天带来的美好，从观察春天、感受
春天到歌唱春天，体验合作演奏、表演的乐趣，体验不同的
表现节奏的方式及创编歌词的乐趣。

1、引导泳儿了解三拍子歌曲强弱弱的节奏特点并用多种方式
表征。

2、引导幼儿用连贯、优美和活泼轻快的歌声演唱。

3、尝试在前四句歌词的结尾处添加衬词，感受音乐活动的乐
趣。

4、能唱准曲调，吐字清晰，并能大胆的在集体面前演唱。

5、能大胆表现歌曲的内容、情感。

1、体验多种方式表现三拍子歌曲的节奏特点。

2、尝试在前四句歌词的结尾处添加衬词。

1、教师带领幼儿事先学习歌曲，到户外观察春天，寻找春天。

2、歌曲光盘、柳树姑娘头饰、三角铁、沙锤、响板。



一、教师在《小鸟落落》的音乐声中带领幼儿模仿小鸟飞到
活动室。

二、教师谈话激发幼儿思考春天的各种变化，进而复习歌曲。

1、春天来了，你发现了什么?(天气变暖了，小草发芽了，人
们穿上毛衣。花开了，有桃花、梨花、杏花、迎春花，蝴蝶、
蜜蜂、蚂蚁、青蛙都出来了。柳树也发芽了，长出了一片片
的叶子)

2、柳树发芽了，我们学过一首唱柳树的歌，是《柳树姑娘》。
一起来唱一遍。

三、幼儿观察图谱发现三拍子的节奏特点并用不同的方式变
现节奏。

1、1棵大树2棵小树，这就是三拍子歌曲的节奏，第一拍是大
树，第二拍和第三拍是小树，也就是第一拍的声音重，强，
第二拍、第三拍的声音要弱一些，就是强弱弱。

2、用动作表现节奏。(拍手、跺脚、拍肩)。教师清唱幼儿用
动作配伴奏，然后放音乐《柳树姑娘》幼儿用动作配伴奏。

3、用乐器打节奏(1)教师示范乐器的使用方法(2)教师清唱分
组演奏乐器(3)播放音乐《柳树姑娘》幼儿分组演奏乐器。

四、引导幼儿表现柳树姑娘的美和高兴地心情我们在唱歌的
时候怎样表现出柳树姑娘的美呢?(微笑的唱歌，加上优美的
动作)。怎样表现柳树姑娘洗头发高兴地心情呢?(高兴地去唱，
跳起来)四、尝试创编衬词，感受音乐活动的乐趣。

在这首歌曲中有很多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加入自然界的声
音帮衬一下，让这首歌曲更好听。微风吹来，树叶发出什么
声音?沙沙沙。我们把沙沙沙加在歌曲的前四句的后面。分组



唱，二声部合唱。同样引导幼儿创编流水哗啦啦、滴答答的
声音加入歌词。

五、自由表演，充分体现艺术活动的愉悦功能老师准备了头
饰，每个孩子一个头饰，随音乐自由表演。

到户外看柳叶又长大了没有，带出活动室。

大班下学期音乐《柳树姑娘》是一首活泼轻快、优美动听的
三拍子歌曲。作品以拟人的手法，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春风吹
来，柳枝甩进池塘轻歌曼舞的这一景象，向人们展现一幅春
意盎然的美丽图画。歌曲延续了幼儿对柳树的兴趣，用歌声
来表达对柳树的喜好。结合已有经验，幼儿对柳树有了很深
的感触，再进行歌曲的教学，幼儿就会有了感性经验和审美
情趣。在教学过程中，我以纲要为指导，在环节设置上，从
以下几方面进行把握：

1、紧紧围绕目标大胆创新。在活动中，我大胆地把难点“掌
握附点音符”放在第一环节，利用师生互动接唱的形式，既
拉近了我和孩子们之间的距离，集中了孩子注意力。同时也
让孩子们很轻松地掌握了附点音符，为下面感受、学唱埋下
伏笔。在学唱歌曲时，我一改传统逐句教唱的形式，利用新
颖的图谱，在看一看、说一说、听一听、唱一唱、拍一拍中
反复感受诗意般的歌曲内容及旋律，整个活动中孩子们都在
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积极主动的参与者，这正符合了纲要
中“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
验”的目标及“要避免仅仅重视表现技能或艺术活动的效果，
而忽视幼儿在活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态度倾向”的指导精
神。

2、转变理念，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
“你最喜欢哪一句？谁愿意来告诉大家？”“谁愿意来说一
说”，对于孩子回答不否定，给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氛围，
让孩子充分发挥想象，畅所欲言，这正符合了纲要中“提供



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幼儿用不同艺术形式大胆地表达自己
的情感、理解和想象，尊重每个幼儿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
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
乐”。

3、注重面向全体，照顾个体差异。比如在角色表演这一环
节“我是柳树妈妈，谁愿意来当我的宝宝？”对孩子不做强
制要求，照顾到个别性格内向的孩子。“请你为我们伴奏，
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让孩子感觉到自己也可以发挥重要
的作用。

总之，我要求自己力争把纲要理念转化为实践，我知道这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继续努力。

幼儿园秋姑娘教案反思大班篇四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借
助教案可以恰当地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那么写教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
整理的《冰激凌小姑娘》幼儿园中班教案，欢迎阅读与收藏。

1、了解多种多样的冰激凌，感受其味道的不同。

2、知道好吃的冷饮不能多吃，认识到贪吃冷饮对身体的伤害。

3、培养幼儿手眼协调的能力。

4、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理解贪吃冷饮对身体的伤害。

录音机、故事磁带、《冰激凌小姑娘》故事图片。

一、启发谈话：



夏天天气很热，你想吃什么？展开自由讨论。师：“小朋友，
现在天气非常热，你们都想吃什么呢？”请幼儿自由回答。

二、引导幼儿

说说平时自己吃过的冰激凌是什么味道的？还看见过哪些冰
激凌?鼓励幼儿积极大胆的发言，教师重点地介绍几种有代表
性的冰激凌。

三、结合图片，讲述故事，初步感知故事内容。

1、这个小姑娘为什么叫冰激凌小姑娘？

2、最后为什么小姑娘感到肚子疼了？

四、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知道贪吃冷饮对身体的伤害。

1、小姑娘来到了什么地方？

2、她吃了什么？

3、后来怎么样了？

4、为什么会有这样？

5、吃冰激凌应注意什么？

五、引导幼儿讨论、交流

夏天应吃什么感到凉爽而且不会伤害身体？

教育幼儿夏天应多喝白开水， 及时补充身体里的水分，多吃
新鲜的水果，才能使我们健康成长。

六、活动延伸：



回家把《冰激凌小姑娘》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把多吃冷
饮的危害告诉家人。

附故事

冰激凌小姑娘

从前，有一个小姑娘，特别爱吃冰激凌，吃起来没完没了，
人们就叫她冰激凌小姑娘。

幼儿园秋姑娘教案反思大班篇五

红泡泡飞呀飞呀，飞到桃树上桃花开了，桃花桃花春天到了。

绿泡泡飘呀飘呀，飘到柳树上柳树变绿了，柳树柳树春天到
了。

黄泡泡转呀转呀，转到迎春花边迎春花开了，迎春花迎春花
春天到了。

红红的桃花、绿绿的柳树、黄黄的迎春花都笑了，说：“谢
谢了，春姑娘！”

幼儿园秋姑娘教案反思大班篇六

1、理解诗歌，并学习朗诵。

2、学习动词：飞、飘、转，能边说边做动作，并学说“xx、xx，
春天到了”的句式。

3、感受春天里的美景。

【活动准备】



课件，春天图景，红、绿、黄色圆形卡片若干。

【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二、分段理解，学习句式。

1、教师讲述红泡泡部分。

提问：

（1）红泡泡叫醒了谁？它是怎么去叫的？学习动词：飞。

（2）它是怎么说的？幼儿学说句式，并边做动作边说。

（3）桃花发生了什么变化呀？为什么红泡泡要去叫桃花呢？

小结：红泡泡飞呀飞呀，飞到桃树上桃花开了，桃花桃花春
天到了。红泡泡是红色的，它叫醒了粉红色的桃花。

2、理解绿泡泡部分。

提问：

（1）绿泡泡跑到哪去了？它是怎么去的？学习动词：飘。

（2）绿泡泡会怎么叫呢？幼儿学说句式，并边做动作边说。

（3）绿泡泡飘到柳树上，柳树怎么了？为什么绿泡泡要来叫
醒柳树呢？

小结：绿泡泡飘呀飘呀，飘到柳树上柳树变绿了，柳树柳树
春天到了。绿泡泡是绿色的，它叫醒了绿色的柳树。



3、理解黄泡泡部分。

提问：

（1）黄泡泡去叫醒了谁？怎么去叫的？学习动词：转。

（2）黄泡泡又会怎么叫呢？幼儿学说句式，并边做动作边说。

（3）迎春花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是黄泡泡来叫醒迎春
花的呢？

小结：黄泡泡转呀转呀，转到迎春花边迎春花开了，迎春花
迎春花春天到了。黄色的迎春花被黄泡泡叫醒了。红红的桃
花、绿绿的柳树、黄黄的迎春花都笑了，说：“谢谢了，春
姑娘！”

三、完整欣赏，学习朗诵。

1、你们喜欢春姑娘的泡泡吗？那让我们一起和春姑娘的泡泡
去飞吧！

完整朗诵诗歌。

2、提问：诗歌的题目叫什么？春姑娘吹出了哪几种颜色的泡
泡？它们分别叫醒了谁？

分组分角色朗诵诗歌。

幼儿分角色表演朗诵诗歌。

四、迁移生活，寻找春天。

小结：春天到了，大自然会发生许多的变化，春姑娘叫醒了
大家，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和好朋友一起唱，一
起跳，春天到了真美丽啊！



2．那我们就跟着春姑娘的泡泡去找找我们大自然的好朋友吧，
看看我们还要去把谁也叫醒。

教师用泡泡带领幼儿出去寻找春天。

幼儿园秋姑娘教案反思大班篇七

夏天到了，孩子们对各式各样的冰激凌情有独钟，我们知道
冰激凌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有时候只凭我们大人单纯的说，
作用不大，孩子还是禁不住要吃。今天和幼儿一起学习了故事
《冰激凌小姑娘》。通过故事让孩子知道好吃的冷饮不能多
吃，认识到贪吃冷饮对身体的伤害。相信通过这次活动之后
孩子会更加有节制的吃这些东西。

1、了解多种多样的冰激凌，感受其味道的不同。

2、知道好吃的冷饮不能多吃，认识到贪吃冷饮对身体的伤害。

理解贪吃冷饮对身体的伤害。

录音机、故事磁带、《冰激凌小姑娘》故事图片。

夏天天气很热，你想吃什么？展开自由讨论。

师：“小朋友，现在天气非常热，你们都想吃什么呢？”请
幼儿自由回答。

幼儿说说平时自己吃过的冰激凌是什么味道的.？还看见过哪
些冰激凌?鼓励幼儿积极大胆的发言，教师重点地介绍几种有
代表性的冰激凌。

1、这个小姑娘为什么叫冰激凌小姑娘？

2、最后为什么小姑娘感到肚子疼了？



1、小姑娘来到了什么地方？

2、她吃了什么？

3、后来怎么样了？

4、为什么会有这样？

5、吃冰激凌应注意什么？

夏天应吃什么感到凉爽而且不会伤害身体？

教育幼儿夏天应多喝白开水，及时补充身体里的水分，多吃
新鲜的水果，才能使我们健康成长。

回家把《冰激凌小姑娘》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把多吃冷
饮的危害告诉家人。

从前，有一个小姑娘，特别爱吃冰激凌，吃起来没完没了，
人们就叫她冰激凌小姑娘。

有一天，她忽然感觉自己飞了起来，飘呀飘呀，降落在一个
陌生的地方。她瞪大眼睛仔细一看，呀，这里的地是巧克力
冰激凌铺的，房子是草莓冰激凌盖的，墙是橘子冰激凌垒的，
原来这里是冰激凌王国！小姑娘高兴极了，一口气吃了八块
地砖，十块墙砖。这时有一个小矮人从一间房子里出来了。
他一见小姑娘就说：“哎?,客人来了!欢迎你小姑娘,这里有
奶油冰激凌，有芒果冰激凌，有西瓜冰激凌，各种味道的冰
激凌都有。”小姑娘可高兴了，吃了一个又一个，吃着吃着，
她忽然觉得肚子疼，小矮人拉住她的手，说：“再吃几个吧，
这就是我们的饭。”小姑娘肚子疼的受不了，一着急，醒了
过来，原来是个梦。

从那以后，小姑娘再也不敢多吃冰激凌了。



冰激凌即冰淇淋。是以饮用水、牛奶、奶粉、奶油（或植物
油脂）、食糖等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食品添加剂，经混合、
灭菌、均质、老化、凝冻、硬化等工艺而制成的体积膨胀的
冷冻食品，口感细腻、柔滑、清凉。

现在的孩子们对吃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好看又好吃的冰淇淋，
是孩子们非常熟悉，特爱吃的，几乎没有一个孩子能抵抗住
它的诱惑。由于冰淇淋是孩子们喜欢又感兴趣的，从而能充
分调动孩子的积极性，活动中幼儿想说、敢说，同伴间有交
流、讨论，有的孩子甚至还伸出手，假装去抓冰淇淋吃。

不足之处：

当幼儿观看幻灯片时，顺应他们的兴趣，让他们尽情讨论冰
淇淋的各种特性，引导他们感知不同的形状、颜色、味道等，
这样，活动的效果会更好。

温馨提示：不能进食过快，一次进食过多，对小儿易引起腹
痛、胃肠炎、喉痉挛、声哑失音。长期大量食用甚至代替正
餐食物则会导致营养缺乏症，并有可能损坏牙齿。

幼儿园秋姑娘教案反思大班篇八

1、理解故事内容，知道月亮每天都有变化。

2、在语言环境中识记学生字"裁缝"、"姑娘"、"说"、"胖"。

3、提高学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引导学学生运用自己个性化的
方式将故事讲述出来。

4、让学学生在晚上观察月亮的变化并做记录，激发学学生热
爱和探索大自然奥妙的兴趣。

二、教学准备自制月亮变化图；故事录音；学生字卡。



三、教学课时：三课时四、教学过程第一课时

1、谜语导入老师：上课之前，老老师要给大家猜个谜语，小
朋友们玩过猜谜语的游戏吗？

点名提问……老师：真聪明，被你们猜到了，谜底就是"月
亮"。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有关月亮的故事。

学生答……老师：这节课呢，我们就陪着月亮姑娘一起去做
新衣裳，好不好？

学生答……板书课题：月亮姑娘做衣裳（其中"姑娘"可以重
点突出，读三遍）老师：月亮姑娘是怎样做的呢？让我们一
起来听听这则小故事吧！

【老师播放录音，学学生听完全部故事】

老师：故事美不美啊？

学生答……老师：听完这么美的故事，谁能来告诉老老师月
亮姑娘是怎么做新衣裳的呢？

点名提问……

点名提问……

老师：（总结学学生所回答的内容）。裁缝就是做衣服的人，
对不对？

学生答……

3、分段欣赏故事

老师：那月亮姑娘的新衣裳做的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书上怎么讲的，好不好？



学生答……

学生答……

【及时强调坐姿、指读的姿势，组织课堂教学；老师领读两
遍】

点名提问……

老师：及时表扬鼓励学学生。根据学学生回答的内容，老老
师应及时强调初三、初五、初十这几个时间点，引导学学生
总结出这一部分的故事内容。

学生答……

学生答……】

老师：

学生答……

点名提问……

学生答……

老师：后半部分呀，咱们下节课再来学习，看看小朋友们猜
的到底对不对，好吧？

学生答……

4、结合图文，教学学生字老师：故事欣赏就到这了，小朋友
们把这一部分红色的字宝宝，用铅笔圈出来。老师出示"裁
缝""姑娘""说"学生字卡，反复认读三到六遍，视学学生情况
而定。



【释意："裁缝"做衣服的人。

老师：大家看看裁缝旁边的小图，这里画的裁缝拿着什么呀？

学生答……

老师：以前想穿新衣服，就得先去买块布，找到会做衣服的
人，做衣服的人呢，根据量的尺寸，把布裁剪好，然后再用
针线缝好、熨烫，这样，一件新衣服就做好了。所以啊，裁
缝也就因他的工作程序而得名了，先裁后缝。

"姑娘"对女孩的一种称呼。

"说"用话来表达意思，说话、说明、解说。可以找学学生组
词。】

学生答……老师：我们再来读读课文吧！

【老师领读、学学生齐读、分组比赛等形式，多读几遍课文。
】

老师：这节课啊，小朋友们听的都非常认真，那么你们觉得
《月亮姑娘做衣裳》有趣吗？

学生答……

学生答……

学生答……

老师：那好，老老师现在来检查检查。出示字卡，复习学生
字。

【复习学生字方式自定】



学生答……【强调读书的姿势、声音洪亮】

学生答：

老师：这一次又没穿进去，裁缝爷爷再一次重新给她做一件
对吧？

学生答……

老师：咱们来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先跟着老老师把剩下
的课文读一遍。

【老师领读两遍】

老师：这接下来的第三次试穿怎么样？

点名提问……

点名提问……

老师：这一次，月亮姑娘是十五来的。十五的月亮怎么样啊？

学生答……

学生答……

老师：为什么呀？

点名提问……

点名提问……

学生答……

点名提问……



3、图文结合，教学学生字

学生答……

老师：胖（出示字卡），领读三到六遍。

通过图片，形象地描述一下"胖"，找学学生组词。

学完学生字，可以通读两遍课文，朗读方式自定。

4、课堂小结及家庭作业

老师：通过这个小故事，你们学到了什么呀？

学生答……

老师：而且月亮的圆缺变化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对不对？

学生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