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雪节气教案幼儿园反思(通用6篇)
教案应该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参与度。最后，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初三教案，共同努力，
共创教育的美好未来。

小雪节气教案幼儿园反思篇一

1、初步了解雪花的基本特征。

2、能在教师的带领下朗诵儿歌。

3、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4、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1、小图片：雪花、蝴蝶、小水滴

2、演示贴图一张

3、儿歌《小雪花》（附后）

一、引出雪花的故事让幼儿展开想象引导语："小朋友们冬天
到了，北方开始下雪啦！

雪花在空中飞啊飞，飞成了白蝴蝶。

落到娃娃的手心里，变成了小水滴。

水滴轻轻告诉娃娃，我从天上来的。

跟着娃娃一起走，一起去找春天。"

二、提问帮助幼儿理解回忆提问：



（1）雪花在空中飞，像什么？

（2）雪花落到哪里变成了小水滴？

（3）雪花为什么变成了小水滴？

（4）水滴轻轻说什么？

（5）最后雪花跟着娃娃一起去哪？

四、教师带领幼儿共同朗诵儿歌

1、教师边指图边带领全班幼儿朗诵。

2、请能力强的幼儿带上动作朗诵。

五、结束活动全班幼儿站起来和老师一起边表演边朗诵。

雪花飞啊飞，飞成白蝴蝶。

落到手心里，变成小水滴。

水滴轻轻说，我从天上来。

跟上娃娃走，一起找春天。

小雪节气教案幼儿园反思篇二

1、能用大圆、小圆等绘画小雪人。

2、学习用小排笔刷底色。

3、进一步学习在指定的范围内均匀地进行美术活动。

4、学习客观的评价自己或别人的作品，从而获得愉快的情绪



体验。

1、参加过堆雪人的活动。

2、浅蓝色加水的颜色盒、护衣、小排笔等。

1、绘画小雪人的兴趣。

下雪了，我们可以做什么游戏？

2、欣赏范画。

小雪人是什么样子的？

刷浅蓝底色、谈谈小雪人为什么会变出来？让幼儿感知小雪
人是用蜡笔画的。

3、幼儿操作，教师指导。

教师重点指导能力弱的幼儿正确用蜡笔画出雪人形象。

提醒幼儿用小排笔沿着一个方向刷底色。

4、展览作品，欣赏成果。

区域活动时引导幼儿用多种方式表现冬天的雪。

能画出小雪人形象。

小雪节气教案幼儿园反思篇三

1、欣赏各种形态的雪花学习诗歌中优美的语言。

2、通过添画雪瓣巩固对6的认识形成的理解，并练习点
数1—6。



1、关于《如果我是一片小雪花》儿歌。

2、雪花幻灯片。

3、《雪绒花》伴奏曲。

一、开始部分：

幼儿律动《小雪花》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二、基本部分：

1、师出示幻灯片，师幼儿观看雪花图片。

2、请2—3名幼儿点数雪瓣，巩固对6的形成理解。

3、师提问：如果你是一片小雪花你想落到哪里？

4、幼儿展开丰富的想像力，并自由带动作表演。

5、师对幼儿的语言进行整理，并出示儿歌。

6、师在《雪绒花》的伴奏有感情朗读儿歌。

7、师幼共同朗诵。

三、结束部分：

师幼在音乐的伴奏下带动作表现儿歌。

四、延伸部分：

师将幼儿的联想内容以海报的形式进行记录，并放在活动区
进行展示。



小雪节气教案幼儿园反思篇四

1.感受诗歌的美好意境，以及对答形式的诗歌特点。

2.理解诗歌内容，尝试模仿创编诗句。

3.乐于主动，积极的参与表演。

感受诗歌的美好意境，以及对答形式的诗歌特点。

理解诗歌内容，尝试模仿创编诗句。

伴随着《雪绒花》，老师和幼儿一起进入教室。

（师）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一段优美的音乐，小朋友伴着音
乐跳了一段美丽的舞蹈，

提问：这首音乐里面唱到了谁？（小雪花）

雪花是什么颜色的？

看到雪花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1.（师）今天老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首诗歌，名字叫“小雪
花”，我们一起来听听，诗歌里面都说了些什么？（音乐，
视频下雪背景）

老师朗诵诗歌：

小雪花

是谁敲着窗户沙沙沙，

是我，是我，我是小雪花，



我从天空中飘下来，

告诉你，告诉他，

冬天来到了。

提问：这首诗歌叫什么名字？

诗歌里面小雪花都说了些什么呢？

2.（师）我们再来听一听，诗歌里的两个人是怎样对话的？

教师分角色，主班教师与配课教师扮演示范朗诵诗歌。

小雪花……

提问：诗歌里的两个人是怎样对话的？（边贴图边引导幼儿
说诗句）

问的人说了什么？

小雪花是怎么回答的？

小雪花从哪里飘下来？

告诉人们什么？

3.（教师与幼儿分角色朗诵诗歌）

现在，小朋友们来当小雪花，我们试着来对话，你们准备好
了吗？

4.（幼儿两人一组朗诵诗歌）

小朋友们太厉害了，现在请喜悦每两人一组，一个人问，一



个人当小雪花，尝试说一下这首儿歌，一会请小朋友上台表
演。

5.（幼儿展示）

哪两个小朋友愿意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

6.（创编模仿动作）

小雪花在诗歌里说：“我从天空中飘下来。”

小朋友想一下可以用什么动作来表示？（转圈、蹲地…）

谁来试一试？

7.（师幼一起做动作表演诗歌）

这一次我们边说诗歌边学雪花飞舞的样子吧……

8.（两个幼儿上台带动作表演诗歌）

小雪花们太漂亮了，我们请两位小朋友上台来表演一下吧，
谁愿意试一试？

9.小结：每一朵漂亮的小雪花都给冬天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冬天也正因为

有了小雪花才变得更有生机。

1.（师）小雪花给冬天编了一首优美的诗歌，因为雪花是冬
天特有的，我们

树叶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呼呼呼、咚咚咚…）

我们应该怎么提问？试一试（是谁敲着窗户呼呼呼，边说边



贴图）

谁来了？怎么回答？（是我，是我，我是小树叶）

小树叶从哪里来？（我从大树上飘下来）

告诉人们什么？（告诉你，告诉他）

哪个季节来了？（秋天来到了）

2.我们一起（看图识）试着说一说秋天的诗歌吧…

谁来帮我们新编的诗歌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小树叶）

一组演小雪花，一组演小树叶。

互换角色表演诗歌…

在本节课程中，我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情景表演、视频、
图片、音乐、表演等），引导幼儿主动并积极学说诗歌，另
外，我抓住本首诗歌对答形式的特点，激发幼儿兴趣与创编
的欲望，鼓励幼儿大胆说，大胆表演，让幼儿在朗诵与表演
诗歌的同时找到自信，乐于参与本节活动。

另外，在创编完秋天的诗歌后，应趁热打铁，引导幼儿继续
给春天和夏天创编诗歌，丰富幼儿的语言；并结合艺术课程，
将本节课继续用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让幼儿持续性的学习；
再者，将图示卡片投放到语言区，供幼儿在区角活动时表演
诗歌并继续创编诗歌。

小雪节气教案幼儿园反思篇五

1.通过各种活动，让幼儿知道11月22日是小雪节气。



2.通过活动，促进亲子交流，增进幼儿与父母间的感情。

3.引导幼儿通过天气变化，植物变化等生活中的自然现象了
解小雪节气。

班级集体活动。

介绍小雪节气的风俗、农事活动、节气故事、节气儿歌、手
工制作、亲子活动等。

进入该节气，中国广大地区西北风开始成为常客，气温下降，
逐渐降到0℃以下，但大地尚未过于寒冷，虽开始降雪，但雪
量不大，故称小雪。

黄河以北地区会出现初雪，提醒人们该御寒保暖了。

关于"小雪"节气，它有哪些秘密……小朋友们可要认真听哦，

小雪节气的相关民俗：

腌腊肉：

民间有："冬腊风腌，蓄以御冬"的习俗。小雪后气温急剧下
降，天气变得干燥，是加工腊肉的好时候。小雪节气后，一
些农家开始动手做香肠、腊肉，等到春节时正好享受美食。

吃糍粑：

在南方某些地方，还有农历十月吃糍粑的习俗。古时，糍粑
是南方地区传统的节日祭品，最早是农民用来祭牛神的供品。

晒鱼干：

小雪时台湾中南部海边的渔民们会开始晒鱼干、储存干粮。
台湾俗谚：十月豆，肥到不见头，是指在嘉义县布袋一带，



到了农历十月可以捕到"豆仔鱼"。

小雪节气有三候：

一候：由于不再有雨，彩虹便不会出现了；

二候：天空中的阳气上升，地面的阴气下降；

三候：万物失去生机，进入严寒的冬天。

我国古代将小雪分为三候：“一候虹藏不见；二候天气上升
地气下降；三候闭塞而成冬。”由于天空中的阳气上升，地
中的阴气下降，导致天地不通，阴阳不交，所以万物失去生
机，天地闭塞而转入严寒的冬天。

小朋友们学到了那么多，都跃跃欲试的想要做一些有关小雪
的东西啦

通过开展此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传统文化，感受了
家乡传统节日的氛围，更让孩子们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
统美德需要在他们身上不断的传承下去。

小雪节气教案幼儿园反思篇六

漫天飞舞的小雪花，在孩子稚趣又充满幻想的心灵中会别有
一番感悟。本次活动在理解歌曲内容的基础上，激发幼儿自
主创编动作，鼓励幼儿进行富有个性的展示。引导幼儿体验
小雪花带给的快乐，感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神奇，用歌曲、
动作充分表达自己对美的感受。

1、感受和表现歌曲的3/4拍节奏。

2、创编各种不同的小雪花飞舞的动作，表现乐曲的强弱规律。



3、学会歌唱本首歌曲。

4、感受音乐节奏，乐意参与音乐游戏活动，体验游戏的快乐。

1、感受和表现歌曲的3/4拍节奏。

2、创编各种不同的小雪花飞舞的动作，表现乐曲的强弱规律。

1、小雪花的图片。

2、请小朋友用自己话的描述一下雪花飘舞的的样子。

一、在《小雪花》乐曲的伴奏下，做雪花飘舞动作引起幼儿
兴趣，引出课题。

二、学唱歌曲《小雪花》。

1、听音乐，说出音乐是几拍子的。

2、和教师一起用拍手等动作表现3/4拍节奏。

3、注意掌握歌曲的句首重音。

4、教师范唱。幼儿说出歌曲内容。

5、轻声完整学唱。

三、体验歌曲的起伏与休止，探索《小雪花》的飘舞动作。

1、大家都来扮一朵小雪花，在录音的伴奏下一面唱歌一面舞
蹈。如果歌声停了，"小雪花"就不动了。

2、在歌曲录音伴奏下，用不同的动作，表现小雪花，音乐休
止时保持原姿势不动。



3、集体练习同伴的创编动作：如前进、摇晃、后退、转圈等。

四、合作律动

1、在录音伴唱下，自由结伴、合作做"小雪花"。

2、反馈幼儿创编的"小雪花"，并集体练习。

3、尝试边唱歌边做动作，停止是坚持不动。

4、全体幼儿做"小雪花"随音乐飘向远方，出教室。

“一个不懂得审美的人是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人，一个不懂得
审美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正如《小学音乐新课程标准》
中指出：“音乐要体现审美体验为核心，使学习内容生动有
趣、丰富多彩，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民族性，引导学生主动参
与音乐与实践，尊重个体的不同音乐体验和学习方式，以提
高学生的审美能力……”由此可见，唱游课在二期课改中强
调的是以“审美”教育为核心。

美育是以美感人，以情动人，它是情感来打开审美者的心灵
大门，发展审美能力。在教学中以情施教，运用情感手段来
挖掘教学中的美，达到寓美于情，以情育美的效果。在教学
中我对教学内容的设计、方法、手段、课件的设计及教师的
语言、教态、仪表等方面都给学生以高尚的美感体验，来陶
冶学生审美情操，满足学生对美的需要。在导入部分，让学
生欣赏两段情绪截然不同的音乐，学生边欣赏边看图片，通
过听觉带动视觉，即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丰富学生的
想象力，从而让学生体验了美。

在歌曲新授时我就把学习过程转化为一种审美的心理活动过
程。在教学中我在范唱“欢乐的小雪花”歌曲时，通过优美
悦耳的歌声、优美的舞姿，让学生深刻体会到歌曲的情绪，
体会到歌曲的风格，感悟到歌曲的意境，以达到情感和审美



的和谐统一。

美育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培养人的想象力、创作力。教师引发
学生想象的时候，要善于引导学生寻找主题，帮助学生去开
辟创新的新天地。这堂课上学生通过想象雪花的美丽的身资，
用剪刀剪出自己心中美丽的小雪花，再通过歌声表达在雪花
飘飘的日子里，小朋友在锻炼的的情景，这整个过程学生都
在体验美，创造美。

音乐教学不仅是让学生掌握音乐的技能、技巧，更重要的是
要挖掘学生的音乐潜能，激发对音乐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
对艺术美的感受，表现和创造，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善于
运用一切美的教学手段来唤起学生的美感，使他们在轻松、
活泼的音乐气氛中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培养和提高他
们的审美能力。

总之，我觉得在音乐教育中，教师要善于动脑，挖掘音乐教
材中的审美因素，从感性入手，以情动人，以美感人，激起
学生强烈而浓郁的音乐审美动力和审美渴望，培养提高学生
的审美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