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儿歌教案大班反思 大班儿歌教案
(汇总8篇)

高中教案通过详细的教学设计，可以确保教学活动的有效实
施。5.以下是一些高中教案的范文，希望能对大家在教学设
计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学儿歌教案大班反思篇一

桌上放个盆，盆里放着瓶。乒乓一声响，不知是盆碰瓶，还
是瓶碰盆《月光幻想曲》

月光流进池塘里发亮，我口渴了，想舀一杯月光来喝，让肚
子里藏着嫦娥的微笑。

月光躺在院子里发亮，我的口袋破了，想剪一片月光来补衣
裳，让口袋里藏着桂树的花香。

朵朵白云漂浮在蓝天，阵阵秋风吹拂着大地。

梧桐穿黄衣，枫树披红袍，风把落叶吹的满天飞舞，风把菊
花吹的四处飘香。

雪白的棉桃，金黄的稻谷，饱满的大豆，成熟的果子…..一
派丰收的景象，带给人们丰收的喜悦。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你打着一把小伞，要飞向哪座上岗？

要为娇嫩的小草，遮住发烫的阳光？

还是要在雨天 ， 撑在蚂蚁的头上？



你悄悄告诉我吧，我不会跟别人讲…….

风在哪里？树儿说：

"当我的枝叶翩翩起舞，那是风吹过。"风在哪里？花儿说：

"当我的`花朵频频点头，那是风在吹过。"风在哪里？草儿说：

"当我的身体轻轻晃过，那是风在吹过。"风在哪里？风就在
我们身边。

春天，它吹绿了大地，夏天，它送来了凉爽。

秋天，它飘来了果香，冬天，它带来了银装《好孩子》

张家有个小胖子，自己穿衣穿袜子，还给妹妹梳辫子。

李家有个小柱子，天天起来叠被子，打水扫地擦桌子。

王家有个小妮子，找个钉子小锤子，修好课桌小椅子。

周家有个小豆子，捡到一个皮夹子，还给后院大婶子。

小胖子，小柱子，小妮子，小豆子，他们都是好孩子。

秋风起了，天气凉了，一片片的落叶从树枝上飘落下来，树
叶落在地上，小虫爬过来，躺在里面，把它当作屋子。

树叶落在沟里，蚂蚁爬过来，坐在上面，把它当作小船。树
叶落在河里，小鱼游过来，藏在底下，把它当作小伞。树叶
落在院子里，燕子看见了说 信催我们到南方去呢。

小鹿小鹿乐呵呵，天天都把还好事做。帮小兔，找萝卜 ，小
兔奖给花一朵。帮山羊，拔青草 ，山羊奖给花一朵。



小鹿做的好事多 ，身上藏满花朵朵。

学儿歌教案大班反思篇二

1.加深对六一国际儿童节的认识。

2.能有感情地朗诵诗歌。

1.儿歌中的人物形象、彩虹桥。

2.儿童版世界地图一张。

3.《幼儿画册》（第二册p.32），配套挂图，配套磁带或cd。

出示儿童版世界地图，围绕“全世界”一词，进行讲述理解。

1.以游戏口吻，请出儿歌中人物：美国的小尼娜、日本的小
樱花、中国的李小华。

2.完整地欣赏儿歌。

3.幼儿学习朗诵儿歌。

1.请两位小朋友与老师一起示范表演。

2.幼儿自由结伴，三人一起表演。

1.在老师的引导下学习儿歌，理解词：孤孤单单。

2.通过儿歌，知道同伴之间要团结友爱，快快乐乐的在一起。

1.课件-照片：一条鱼，两条鱼，许多鱼。

2.课件-音乐《howluckyiam!（我多幸运）》



活动过程:

一、导入

猜谜语，引起幼儿兴趣

凸眼睛，阔嘴巴，尾马要比身体大，碧绿水草衬着它，好象
一朵大红花（金鱼）

1.课件声音：叹气

你们听到了什么？（叹气声），知道是谁在叹气吗？

2.课件-照片：金鱼

（1）奥！原来是金鱼呀，它为什么叹气呢？

（引导幼儿说出，一条小鱼孤孤单单）

教师：一条小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发愁。

（2）你想帮助小金鱼快乐起来吗？怎样帮助它呢？

（引导幼儿说出，找个好朋友）

课件-照片：两条金鱼

我们帮它找到了好朋友，现在有几条小金鱼了？它们会怎样
呢？（教师动作：摇尾，点头）

教师：两条小鱼水里游，摇摇尾巴点点头。

3.我们再帮小雨找朋友好吗？

课件——照片：许多小金鱼



（1）又来了几条小金鱼呀？（许多）

（2）许多小金鱼在一起会怎样呢？（丰富词汇：亲亲热热、
快快乐乐）

教师：许多小鱼水里游，快快乐乐做朋友。

4.欣赏儿歌《小金鱼》

现在，我们来听一首小金鱼的.儿歌好吗？

（1）教师完整朗诵一遍。

你听到儿歌里说了些什么呀？引导幼儿跟随老师学接儿歌下
半句。

一条小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发愁，）

两条小鱼水里游…（摇摇尾巴点点头，）

许多小鱼水里游…（快快乐乐做朋友。）

5.幼儿学习朗诵儿歌。

我们一起来朗诵一遍这首好听的儿歌，好吗？

（教师可演示课件，配合幼儿朗诵）

请幼儿扮演小金鱼，伴随音乐《howluckyiam!（我多幸运）》
表演，自然结束。

学儿歌教案大班反思篇三

1、欣赏诗歌，感受诗歌的意境美和语言美。



2、能够用表演、绘画等形式表达自己欣赏诗歌的快乐感受。

3、能够联系生活，理解什么是快乐。

4、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1、教学挂图一幅，舒缓的轻音乐磁带《快乐的小屋》诗歌磁
带

2、教师绘制一幅大森林的背景图，并将诗歌中的角色：小朋
友、小屋、萤火虫、小蜘蛛、小麻雀、纺织娘、蛐蛐和小蚂
蚁制作成可以粘贴的卡片。

3、小朋友、萤火虫、小麻雀、小蚂蚁的头饰各一个，彩笔、
白纸。

1、教师营造温馨、舒适的氛围，帮助幼儿感受诗歌的意境美。

2、请幼儿欣赏、理解诗歌。

（1）请幼儿听录音欣赏诗歌。

（3）看挂图再次欣赏诗歌，请幼儿闭上眼睛边听想象快乐的
小屋。

（4）请幼儿随音乐一起朗诵诗歌。

（5）教师提供三种操作材料，请幼儿分成三组自由选择一种
方式，表达自己快乐的心情，可以戴头饰进行表演，可操作
角色卡片进行讲述，可用彩笔进行绘画。

3、请幼儿寻找生活中的快乐，感受帮助别人的乐趣。

（2）请幼儿相互交流：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哪些事情是快
乐的，我们做什么事情，可以让同伴、爸爸妈妈感到快乐。



附：儿歌歌词

快乐的小屋

小朋友用鹅卵石搭了一间小花屋，

萤火虫给小花屋点亮了灯，

小蜘蛛给小花屋织好了窗帘，

小麻雀在屋旁种上了花草，

纺织娘来小花屋弹琴，

蛐蛐到小花屋唱歌，

小蚂蚁手拉手，跳起了圆圈舞。

大家都说，这真是一间快乐的小屋。

《小屋》是一篇孩子们非常喜欢的课文。作者王立春通过对
童年居住了12年的小屋的美好回忆，表达了童年生活的乐趣
和对童年生活得难忘之情。文中字字、句句童心四溢，贴近
小孩子的生活，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孩子们预习课文时
情不自禁地读着，笑着，伤感着。

在教学课文时，我紧紧地围绕课后的第1题“作者写的小屋里
都有什么？让作者最感兴趣的是什么？离开小屋时，作者的
心情如何？”展开教学。

在教学“小屋里都有什么”这个问题时，我是通过词语教学
引入的。出示和描写小屋有关的一组词语“秫秸、车前草、
篱笆墙、半边花儿、小人儿、费了好大劲儿”，正音，理
解“秫秸、车前草”的'意思后，我让学生把这些词语送到文
中，引出课文的2、3自然段。让学生读一读，再说一说，你



在小屋中都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重点指导学生朗读
本段中的“北墙上挂着一面拥满半边花儿的镜子，里边有时
会出现个小人儿，费了好大劲儿才弄明白那个小人儿竟是我。
”这句话，来感受小屋虽然简陋却带给作者快乐。

在学习五至十自然段时，首先从整体入手，让学生了解作者
写了哪几件童年往事，为每件事起个小标题。然后引导学生
认真阅读那些能反映童真童趣的句子，想像当时的情景，结
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悟，谈谈理解。这一部分课文的
内容很长，对句子的理解如果只是一种方式，难免会显得单
调。因此在教学第五自然段的句子时，我引导他们结合着自
己的生活经历谈感受，“你们在小时候也跳过这种荒诞不经
的舞蹈吗？那时一种怎样的舞姿？”“你们一定也吹过泡泡
吧，快把你的快乐与我们分享。”学生们都举起了手，热烈
地说着他们经历，其实与作者的快乐是有相似的.地方的，因
而与作者很快地产生了共鸣，仿佛自己就是这小屋中的主人，
再回到朗读上，读中悟情，入情地读。在教学第二件童年往
事的时候，我引导学生重点品读“我一个劲儿拼命地跑、拼
命地飞、拼命地喊、拼命地笑。”这是一种怎样的快乐啊？
让学生通过词，感悟到作者的这种不想停下来的、自由自在
的快乐。然而，这样的理解也仅仅是层面上的，为了更深入
地感悟作者的快乐，我引读了下边的文字，又巧妙地地带出
课文的第6自然段，“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呢？”这是一个全新
的世界，对学生来说特别新奇，让学生读过之后再展开联想，
他们都会玩什么呢？再来感受作者的快乐，然后再次出
现“我一个劲儿拼命地跑、拼命地飞、拼命地喊、拼命地笑。
”这句话，进行回环复沓朗读，提升朗读的实效。在教学最
后一件童年往事时，我引导学生通过三组句子的对比的方法，
感受作者读书的痴迷。

本文的中心句是课文的第一句话“我爱我的小屋，爱那个装
满整个童年的小屋。”每学完一件事，我都通过引读方式回
到中心句上，感受作者的情感。



学儿歌教案大班反思篇四

1.理解儿歌内容，学会说儿歌。

2.能运用手偶大胆表演儿歌。

3.体验说儿歌的乐趣。

4.让幼儿感受歌曲欢快的节奏。

5.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重点：理解儿歌内容，学会说儿歌。

难点：能运用手偶大胆表演儿歌。

1.电脑模型一个，教师教具小老鼠、大花猫手偶各一个。

2.儿歌示意图一幅。

3. 幼儿学具小老鼠、大花猫手偶各16个。

谈话：教师出示电脑模型， “小朋友，这是一台电脑，那你
们知道电脑都有什么用吗？”幼儿自由回答。

老师：“有只可爱的小老鼠，它也喜欢玩电脑，可是它在玩
电脑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事情，你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情吗？小朋友听。”

1.教师演示教具，说儿歌，提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幼儿回答。

教师：“小老鼠到底要在电脑上找什么？为什么小老鼠逃跑
了呢？请小朋友再听一遍。”



2.出示儿歌示意图，幼儿看图欣赏儿歌，并回答问题。（教
师边指图边示范）

教师教幼儿叠词：蹦蹦跳跳、咔嗒咔嗒，并做出相应的动作，
加深幼儿对词汇的进一步理解。

教师：小老鼠看见大花猫会怎么样呢？（害怕）

教师：小老鼠害怕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吓一跳）

3. 幼儿看示意图与老师学说儿歌。

a.老师大点声，小朋友小点声，与幼儿一起说儿歌.

b. 幼儿看简易图自由练习说儿歌，教师指导。(“老师看哪个
小朋友最先记住儿歌内容。”)

c．幼儿分组到前面说儿歌。

d. 幼儿做动作说儿歌。

鼓励幼儿带上小老鼠和大花猫的手偶有表情的来表演儿歌。

小老鼠玩电脑

小老鼠玩电脑，蹦蹦跳跳真灵巧。咔嗒咔嗒按鼠标，想把美
味菜单找。

打开窗口吓一跳，蹿一只大花猫。哎呀呀不得了，吓得老鼠
赶紧逃。

学儿歌教案大班反思篇五

感知吊桥的特点，体会动物过桥时的心态。



初步感知儿歌押韵的特点。

通过儿歌体会故事，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勇敢面对自己害怕的
事情。

课件，小猪，乌鸦，青蛙头饰，玩具拼接的吊桥

a、情景导入

教师出示一张吊桥图片，引导幼儿观察。

小朋友们，请看老师手上的图片，你们知道它是什么吗？

当我们走在上面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呢？

教师总结：过吊桥的时候，人走在上面，桥会来回晃动。每
到这个时候，桥上的人就会害怕，所以在走吊桥的时候，我
们要保持身体平衡，慢慢走。

教师念一句，幼儿表演一个动作。如“小吊桥，摇啊摇”，
请幼儿想一想，然后模仿动作。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猪在桥上的时候为什么要妈妈抱吗？

小朋友们，在过桥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

d、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观察

第一幅图小猪在桥的什么位置。它是什么表情？

第二幅图小猪在桥的什么位置，它又是什么表情？

e、幼儿学念儿歌

小朋们真棒，现在请你们跟着老师来读一读这首儿歌，好吗？



教师完整朗读儿歌，幼儿欣赏

教师逐句朗读儿歌，幼儿逐句跟读。让幼儿熟悉儿歌内容。

f、游戏：小猪过吊桥

教师用半圆形的中型玩具拼成吊桥，请幼儿在欢快的音乐声
中逐一走过，让幼儿感知吊桥的特点。

g、结束活动

学儿歌教案大班反思篇六

庆“六一”（儿歌）

1、在看图讲述的基础上，理解儿歌的内容，并尝试创编儿歌

2、能正确发出：“摘”、“啥”。

3、进一步激发参与六一活动的兴趣。

图片三幅，每个幼儿一片“彩云”。

理解儿歌的'内容，并尝试创编儿歌

提问——学习儿歌——创编

（一）、根据图片内容讲述。

老师带来了三幅画，你看看图片上说了什么？

出示图片一，提问：你认为图片上什么最美丽？为什么？

出示图片二，提问：你知道小朋友摘下一片彩云做了什么？
你是怎么知道的？帮助幼儿发准：“摘”。



出示图片三，提问：图片上的小朋友穿上花衣去做啥？你是
怎么知道她穿上花衣庆“六一”的？纠正“啥”的发音。

（二）、学习儿歌。

1）、老师完整朗诵一遍儿歌，边朗诵边指着图片。

2）、幼儿学习儿歌。

3）、分组和个别幼儿朗诵。

（三）、创编儿歌。

1）、给每个幼儿一片彩云，引导幼儿想象，假如你摘下一片
彩云，你最想做什么？把你想的方法编进儿歌里。

2）、先请个别幼儿示范。

3）、每个幼儿一片彩云自己练习创编儿歌。引导编号的诱饵，
先把自己的儿歌编给好朋友听。

4）、请幼儿大声地朗诵自己编的儿歌，给大家听，引导大家
相互学习。

5）、同伴间相互朗诵自己创编的儿歌。

（四）、延伸活动：

回家之后，请爸爸妈妈把你朗诵的儿歌记下来，以后我们再
请你教给大家。

学儿歌教案大班反思篇七

活动目标



1.在创编活动中体验成功带来的快乐

2.用绘画的形式创编部分歌词，尝试用问答的形式演唱歌曲

3.在绘画活动中倾听歌曲，熟悉旋律，初步学唱歌曲，唱准
休止符

活动准备

幼儿人手一份操作材料、水粉笔、纸偶小鸟一只、图片（问
号，太阳，花朵）

活动过程

一、教师哼唱歌曲并提出问题，吸引幼儿

1.指导语:在哪里，有阳光？在哪里，有花香？

2.指导语：小朋友们，老师刚刚唱的歌提出了里什么问题？
（并把问题以图片的形式展示在黑板上）

二、教师引导幼儿以绘画的形式画出答案

1.指导语：小朋友们，我们把自己认为的.答案画在纸上好吗？

2.指导语：我们手里只有一张纸，要在一张纸上画出来，该
怎么办呢？

三、幼儿自主作画，教师范唱歌曲，幼儿熟悉歌曲旋律

2.邀请小朋友介绍自己的画，说说自己画的内容

四、熟悉歌曲的内容

1.幼儿交流自己绘画的内容，教师帮助理解成词



2.倾听教师唱歌，边画图边问唱(画出曲线，帮助幼儿进一步
感受歌曲后半部分的旋律)

五、初步学唱歌曲

1.教师用小鸟选择两张幼儿图画，替换问号，引导幼儿学唱
歌曲

2.幼儿看着图谱和教师对唱，教师引导幼儿进一步学唱歌

六、邀请客人老师合唱

1.客人老师和小朋友一起唱小朋友画的内容

2.客人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扮演小鸟唱歌

七、活动结束

学儿歌教案大班反思篇八

目标：

1、学习并理解儿歌内容，感受儿歌所表现的童趣。

2、乐于参与游戏活动，体验角色表演的快乐。

准备：

白米饭、炒青菜若干盘，毛竹筷一双，蚂蚁卡片或者玩具3-4
个，黑板一块。

过程：

一、导入，产生兴趣



（幼儿猜测一番后，配班老师走出来和蚂蚁打招呼。）

2、蚂蚁来呀来，蚂蚁来呀来。我们一起来喊喊。

二、游戏中学习儿歌

1、咦，蚂蚁怎么不过来啊？我们来问问它怎么了？

3、（把布揭开问，并给幼儿看）什么饭？（蛋炒饭）什么菜？
（炒青菜）

总结：原来老师给蚂蚁准备了它最喜欢吃的蛋炒饭和炒青菜。

（蚂蚁慢慢爬过来说：“好香啊，那我用什么吃啊？）

4、对啊，蚂蚁用什么吃啊？赶紧给蚂蚁想想办法。

5、瞧、老师给蚂蚁准备了一双筷子，用毛竹做成的筷子叫毛
竹筷。

什么筷，毛竹筷。（连续说几遍）蚂蚁给你。（蚂蚁边吃边
说：“真香，我一定要吃个饱，然后摸摸肚子说：“吃抱了。
还有那么多，吃不完，怎么办？）

6、“吃不完怎么办？”宝宝们，赶紧帮忙想办法。

7、对啊，吃不完搬回家。（蚂蚁说：“还有那么多的饭和菜
我可搬不动”。）

8、来，我们一起来帮蚂蚁搬。（蚂蚁带头说：“吃不完，搬
回家。哼哟哼哟搬得欢）

三、出示图片，输入完整。

1、老师把刚才我们逗蚂蚁吃饭的游戏编成了一首儿歌你们



听…（整体输入，并逐一出示范图片）

2、我们一边看着图片，一边来把儿歌读一遍吧。（2到3遍，
外加动作）

3、我们一起再来逗逗蚂蚁，好吗？（交换角色）

四、经验迁移

1、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要再请蚂蚁来做客，还可以准备些
什么饭菜呢？

（引导幼儿将新的饭菜名编编新的儿歌里，大家一起念。）

2、我们把这个逗蚂蚁的儿歌去教别的小朋友，让他们一起来
玩玩这个游戏。

附：逗蚂蚁

蚂蚁来呀来，

快快来吃饭。

什么饭？蛋炒饭。

什么菜？炒青菜。

什么筷？毛竹筷。

吃不完，搬回家，

哼哟哼哟搬得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