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鸡小鸭教案反思(模板9篇)
通过小班教案的实施，教师能够更好地把握教学进度，及时
调整教学策略，提高教学效果。以下是一些值得推荐的高中
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准备有所帮助。

小鸡小鸭教案反思篇一

1、鼓励幼儿跟着教师和同伴一起说说玩玩。

2、引导幼儿区分小鸭和小鸡的显著特征。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充分体验“科学就在身边”，产生在生活中发现、探索和
交流的兴趣。

自制玩具小鸡和小鸭

1、看故事表演：教师手拿小鸡和小鸭的自治玩具，表演出小
鸡和小鸭的动作和特征(动作尽量简单，如小鸡小鸭分别从两
边上，在中间碰头，小鸭叫叫、小鸡叫叫，小鸭和小鸡抱一
抱)鼓励幼儿根据音乐拍拍小手，并和小鸭小鸡一起叫嘎嘎嘎、
叽叽叽。

2、辨别小鸡和小鸭的特征：教师出示玩教具小鸡和小鸭，让
幼儿观察扁嘴巴小鸭和尖嘴巴小鸡的不同，并鼓励幼儿向小
动物表示问候。如：扁嘴巴小鸭你好，尖嘴巴小鸡你好。(用
教具奖励问候声音响亮的幼儿)

3、游戏：谁不见了，教师轮流将小鸡和小鸭藏在背后，让幼
儿说说谁不见了，鼓励幼儿从尖嘴扁嘴区分两者的不同。



4、游戏：小鸡小鸭做朋友，让喜欢小鸡和小鸭的幼儿分别站
在两边，跟着教师手里的玩具一起玩，小鸡小鸭碰头后，叫
着拥抱一下。(游戏可反复进行)

5、活动结束

新《纲要》指出：幼儿科学教育是科学启蒙教育，重在激发
幼儿的认识兴趣好和探索欲望以及尽量为幼儿创设条件，运
用各种感官，动手动脑，探究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体验发现
的乐趣。

小鸡小鸭教案反思篇二

1、倾听故事，感受小鸡，小鸭这对好朋友的情趣，对小鸡，
小鸭的生活习性感兴趣。

2、学习表演故事情节。

3、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4、能分析故事情节，培养想象力。

小鸡，小鸭，挖土，喝水，游泳，蚯蚓等图片。

一、引出故事

师：今天啊，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位客人，你们看（出示小
鸭图片）

小鸭和他的朋友小鸡最近发生了一些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听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引导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提问：

1、故事中出现了哪些动物？

（1）小鸡和小鸭是一对好朋友，你们知道什么是好朋友？

（2）教师小结好朋友的意思。

2、从哪里看出来小鸡和小鸭是好朋友（请小朋友把故事情节
讲一下）

三、让小朋友分组扮演小鸭和小鸡，老师讲述，小朋友表演。
（可以分组表演和集体表演相结合）

四、经验延伸

1、你有好朋友吗？你的好朋友是谁？

2、教师小结：小朋友们要互相帮助、互相谦让等。

“鸭妈妈不会孵蛋，她请鸡妈妈帮忙。蛋壳裂开了，钻出了
一只小鸡，蛋壳又裂开了，钻出来一只小鸭。小鸭去散步，
小鸡也去散步；小鸭挖土，小鸡也挖土；小鸭找到一条蚯蚓，
小鸡也找到一条蚯蚓；小鸭喝水，小鸡也喝水。扑通，小鸭
跳进河里去游泳；扑通，小鸡也跳进河里去游泳。可是小鸡
不会游泳，“救命啊！”他在水里挣扎。小鸭听见叫声，赶
来救起了小鸡。小鸭，小乌龟和小青蛙一块儿去游泳。咦？
怎么小鸡还一路跟着呢？原来小鸡带上了救生圈。”

由于小班幼儿年龄特点所致，社会行为经验缺乏，思维具体
形象，我班幼儿存在的表现有会和同伴交往合作，自私等。
通过本次语言活动，来帮助幼儿建立社会经验。我首先借助
幼儿对小鸡、小鸭基本特征的了解，采用了听声音猜动物和
送礼物两个环节激发了幼儿的参与兴趣。



小百科：鸡是一种家禽，家鸡源出于野生的原鸡，其驯化历
史至少约4000年，但直到1800年前后鸡肉和鸡蛋才成为大量
生产的商品。

小鸡小鸭教案反思篇三

1、使用响板模仿鸭子的叫声，丰富幼儿的想象力。

2、通过“反复感复倾听歌曲，能更好地感知音乐表现的不同
形象。

3、感受鸭子愉快的心情，并激发幼儿大胆的表现欲望。

1、主材料：乐曲响板、鸭子头饰。

2、辅助材料：音乐歌曲《母鸭带小鸭》

一、故事情景导入

二、使用乐器响板，拍击歌曲节奏

1、老师边唱边拍节奏，让幼儿欣赏并感知节奏。

老师：快看今天鸭妈妈把谁请来了？是我们的新朋友响板。
今天它为我们唱首好听的歌吧！

2、欣赏音乐，并拍节奏。

老师模仿小响板边拍击边说：请小鸭子们边听边伴奏吧。

你们听到了什么？

3、重点节奏节拍练习，使用响板拍击节奏。

（1）×××（2）××××



嘎嘎嘎嘎嘎嘎嘎

三、唱唱跳跳，歌表演

1、老师带领幼儿一起演唱《母鸭带小鸭》，鼓励幼儿用好听
的声音快乐的演唱。

2、引导幼儿歌表演。在教室里围成一个圆形，边用响板拍击
节奏，边围成圆形，学鸭子走路。

四、音乐游戏

老师扮演鸭妈妈，幼儿扮演小鸭子，随着音乐节奏鸭妈妈去
请小鸭子跟在鸭妈妈身后，最好邀请一长串的小鸭子，集体
变成小小演奏家，跟在鸭妈妈身后高声歌唱。

五、活动结束

整理材料，装回袋子，放回盒子。

《小鸭小鸡》这个音乐活动的目标就是初步熟悉歌曲的旋律，
理解歌词内容。我先带领孩子们学习用断音唱小鸡、小鸭不
同节奏的叫声，初步学习有控制的演唱。在活动中，我发现
幼儿在演唱“呷呷呷、叽叽叽”这些象声词时，有的孩子总
会刹不住车，原来歌词中是有两个“呷呷呷、叽叽叽”，但
是幼儿在演唱时，唱完两个后还会接着唱，于是这时候我就
想了个办法，在唱完两句“呷呷呷、叽叽叽”后，在接下去
一个乐句的第一个音符那里就拍一下手，提示幼儿要换一句
歌词了，结果几遍下来，刚才的现象一下子好多了，可见运
用手势与动作对幼儿暗示后，就能解决我在教学中的一些小
困难。

如果一堂课让幼儿不停地唱，孩子们就会失去兴趣，如果加
上一些有趣、形象的动作，就能提起幼儿活动的乐趣，加强



活动的效果。在《小鸭小鸡》中，歌曲中的两个主角，小鸭
小鸡是幼儿很熟悉的，而且也知道用什么样的动作来做小鸭
和小鸡，所以在活动中，我一边让幼儿歌唱一边让幼儿表演，
唱“呷呷呷”时就表演小鸭的动作，唱“叽叽叽”时就表演
小鸡的动作，有了动作的融入，孩子们唱得非常带劲。

小班的幼儿天真可爱、活泼好动，没有较好的自控能力。如
果让幼儿在一堂活动中，从头到尾来学习记忆歌词演唱一首
歌曲，那么我想没有多少幼儿能够坚持到底。教师适当地加
上一些手势与动作，即用老师的手势来传达歌词的意思，让
幼儿理解歌词，再让孩子们和教师一起做做歌词的动作，那
么我想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

小鸡小鸭教案反思篇四

1、幼儿通过观察图片，理解故事内容，并能完整地讲述出小
鸡、小鸭是怎样动脑筋、想办法、互相帮助的。

2、发展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

3、教育幼儿同伴之间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1、出示图片，教师边讲述：今天天气真好，正是个外出游玩
的好日子，小朋友看一看，谁和谁在路上相遇了?猜一猜它们
会说些什么?(引导幼儿通过看图，了解故事的主人公是小鸡
和小鸭，它们俩要在一起玩。)

2、出示图片，师引导看图：它们来到什么地方(一条小河边)，
河对岸的景色真美，去看一看吧，怎么过去呢?小鸡着急了，
为什么呢?(小鸡不会游水，过不了河)小朋友出个好主意
吧。(引导幼儿说出小鸭驮着小鸡过了河)

3、师讲述：在河对岸，它们玩得可高兴了，走到一个小山坡
上，小鸭子不小心掉到坑里去了(出示图片)。小朋友想一想，



这时的小鸭子会怎样?(怎么爬也爬不上来)怎么办?谁来想个
好办法?(引导幼儿动脑筋、想办法)

4、出示图片：小鸡一次又一次地把水倒进坑里，坑里的水多
起来了，小鸭浮上来了。

5、出示图片，小鸡和小鸭又在一起玩啦。(师结束故事内容)

小鸡小鸭教案反思篇五

1、能够跟着节奏做小鸭和小鸡的动作，促进对音乐节奏的感
知能力。

2、通过小鸭小鸡“碰在一起游戏”等情节的创设，体验与同
伴合作进行音乐游戏的快乐。

1、座位：两竖排，一排场地上贴有小鸭的标记，另一排则贴
上小鸡的标记。

2、小鸭小鸡掌偶各一个(教师操作)，小鸡、小鸭胸饰各10
个(活动前请幼儿自选戴好)。

3、音乐资料：歌曲《小鸭小鸡》、下雨的音乐、母鸭嘎嘎叫
的音乐、狼来的音乐等。

带领幼儿来到活动场地，分别和小鸭、小鸡问好。

引导幼儿看场地：“小鸭小鸡的'家就在这里，看看这边是谁
的家?那边呢?”请幼儿分别学着小鸭、小鸡的动作走到相应
的位置。

“小鸭小鸡你们想成为好朋友吗?先来学学打招呼吧”(嘎嘎
嘎、叽叽叽)“听听歌曲里小鸭和小鸡是怎么打招呼的?谁先
叫的?”



欣赏歌曲后提问：“他们见了面是怎么说的?”

“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吧!”分角色边学边做动作。

可请个别做得好的幼儿来演示。

“他们碰在一起做什么事情?”(一同唱歌、一同游戏，请幼
儿一起做动作)

“小鸭小鸡是怎么走的?”

小鸡小鸭教案反思篇六

目标：

1、能钻过70厘米高的障碍物，练习钻的能力。

2、喜爱参加体育游戏活动，感受与同伴游戏的快乐。

玩法：

教师在场地中间，幼儿围在四周，以游戏口吻边示范动作边
介绍游戏的方法：“小鸡小鸭是好朋友，早晨都住在自己家
里，听到妈妈的喊声，马上钻出自己的家（松紧带或彩绳2根，
搭成小鸡、小鸭的家。）来到草地上，找好朋友做游戏，从
家里钻出来的时候，一定要低头，不要碰到家门，看谁是个
乖宝宝。”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的内容和目标都符合本班幼儿的年龄特点，重、难
点突出，幼儿的学习劲头也很足，尤其在竞赛过程中能遵守
游戏的规则进行，秩序较好。但在动作讲解过程中有点乱，
有点急于求成。整个活动的运动量较少，应该多给孩子运动，



增加锻炼身体的热情。还可以准备些歌曲旋律，配合着进行
教学。

小鸡小鸭教案反思篇七

1、能初步按从头至尾的顺序观察，感知小鸡、小鸭的主要外
形特征和习性。

2、学会运用对应的方法比较小鸡与小鸭的不同，掌握名词：
爪子、脚蹼。

准备：1、已经饲养小鸡、小鸭。

过程：

1、说出谜面，让幼儿猜谜，引出小鸡、小鸭。

2、运用从头至尾的顺序观察，尝试讲述自己所观察到的。

3、比较外形的不同。

小鸡 小鸭

嘴巴 尖尖的 扁扁的

脖子 短短的 长长的

爪子 没有脚蹼 有脚蹼

掌握名词：爪子、脚蹼。

小鸡 小鸭

本领 不会游泳 会游泳



食物 长大吃米、虫子、菜 长大吃小鱼、小虾

叫声 叽叽叽 嘎嘎嘎

小鸡小鸭教案反思篇八

小鸡、小鸭木偶，歌曲相应图谱

一、初步感知歌曲中的歌词，按节奏学念歌词

1、分别出示小鸡、小鸭木偶：他们是谁？他们是怎么叫的？

2、游戏：有趣的叫声

根据歌曲中的节奏，教师分别出示小鸭及小鸡的木偶，要求
幼儿叫三声他们的叫声

3、配上音乐按节奏学念歌词，初步感知乐曲。

1）根据歌词边操作木偶边按节奏念歌词，让幼儿初步感知、
理解歌词内容。

2）幼儿听音乐按节奏学念。

二、完整感知乐曲，学看图谱，并用自然音演唱歌曲。

1、教师手指图谱示范唱，让幼儿有一个初步感知。

2、教师带领幼儿看图谱演唱歌曲。

3、教师演示木偶，幼儿看图谱演唱。

三、分两部分表演歌曲，进一步熟悉歌曲。

请孩子自由选择小鸭或小鸡，边唱歌曲边表演，教师带领孩



子在小鸭和小鸡叫的地方分开演唱，但不刻意，让孩子们进
一步熟悉歌曲。

小鸡小鸭教案反思篇九

1、萌发与朋友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情感。

2、学习观察图片，能对图片的内容大胆进行猜测想象并进行
讲述。

3、学习连贯、完整地进行讲述，丰富词
汇“驮”“盛”“浮”。

二、活动重点难点

活动重点：1、能够通过观察，大胆猜测故事情节发展及用完
整的语言进行讲述。

2、幼儿分组讲述图片故事

活动难点：幼儿对第二、三张图片的猜测，并用完整的语言
讲述。特别是猜测小鸡是用什么方法将小鸭就出来的，需要
多引导。

三、活动准备

物质准备：小鸡、小鸭图片，教学挂图《小鸡和小鸭》，课件
《小鸡和小鸭》（见教学参考dvd），操作小图片。

四、活动过程

1、出示小鸡、小鸭图片，导入活动。

提问：今天，老师请来了两位小客人，猜猜他们是谁？小鸡



和小鸭有什么本领？

2、逐幅出示教学挂图的图片，引导幼儿观察并理解图片内容。

（1）引导幼儿观察图片一。

提问：图片上有谁？他们要去哪里？猜猜小鸭会怎么帮助小
鸡过河？

（2）引导幼儿观察图片二。

出示图片（挡住小鸡），提问：看看这张图片发生了什么事
情？小鸡到哪里去了？幼儿自由猜一猜可能发生的事情。

将小鸡展现出来，观察。提问：小鸭是怎么帮助小鸡的？引
导幼儿学习新词“驮”，并学一学小鸭是怎么驮小鸡的。

（3）引导幼儿观察图片三。

提问：小鸭怎么了？小鸭心里会想些什么？小鸡会对小鸭说
什么？小鸡是怎样帮助小鸭的？

幼儿分组扮演小鸡和小鸭，进行表演。

引导学习新词“盛”一次又一次“浮”。

鼓励幼儿完整讲述图片内容。

（4）引导幼儿观察图片四。

提问：小鸭得救了，他们的心情会怎么样？猜猜他们会说些
什么？

3、幼儿分组完整讲述图片内容。



（1）将幼儿分成若干小组，每组分发一套小图片。

（2）幼儿操作小图片，鼓励幼儿编出不一样的故事，并给故
事取好听的名字。

（3）请每组派一名幼儿到面前讲故事。

4、引导幼儿迁移生活经验进行讲述。

提问：你的朋友是谁？你们遇到困难时是怎么样互帮互助的？

五、活动提示及附录：

活动提示：引导幼儿扮演小鸭、小鸡角色，表演故事内容。
鼓励幼儿尝试给图片排列不同顺心，创编不一样的故事。

附图片故事内容：

小鸡和小鸭

图片一：一天，小鸡和小鸭一起出去玩，他们走到一条小河
边，小鸡不会游泳，过不了河。

图片二：小鸭说：“我来驮你过河。”他们过了河，走到小
山坡上，玩得很开心。

图片三：小鸭不小心掉进坑里去了，土坑太深，小鸭怎么爬
也爬不上来，小鸡说：“别着急，我来想办法。”小鸡走到
河边用小桶盛水，再回到坑边，把水倒进坑里。小鸡一次又
一次把水倒进坑里，坑里的水多起来了，小鸭浮上来啦！

图片四：小鸡，小鸭又在一起玩啦，他们高兴的说：“你帮
我，我帮你，我们是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