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母鸡听课记录 公开课母鸡听课心
得体会(优秀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母鸡听课记录篇一

第一段：引言（120字）

公开课是教育领域中的一种新型教学形式，它以开放和共享
的精神，通过向广大学生和教师敞开课堂的方式，让更多人
能够接触到高品质的教学资源。近日，我有幸参加了一门公
开课，亲身体验了母鸡听课的感受。通过这一次参与，我不
仅学到了知识，还对公开课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第二段：抛砖引玉（240字）

公开课母鸡听课的核心在于作为一只“母鸡”，无需亲自进
入课堂，只需要通过直播或录播，便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课堂
观摩。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公开课的互动性和实
效性。不同于传统课堂上孤立的学习，公开课通过各种方式
引入观众的参与，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和深度。在直播过程
中，我可以通过实时弹幕和在线互动与其他观众交流，共同
探讨问题，相互借鉴经验。这种互动性使得学习不再是单向
度的，而是变得更加有趣和有效。

第三段：时间的逆转（240字）

公开课母鸡听课的另一个优势是节约了时间成本，实现了时
间的逆转。传统上，学习需要我们根据教师的时间表前往课



堂，而公开课给予了我们自由选择时间的权利。作为一名工
作人员，我经常面临时间紧张的问题，难以抽出大量的时间
专注于学习。然而，公开课给了我一个解决方案。我可以在
空闲的时间里打开手机或平板电脑，观看自己感兴趣的公开
课。这让我不再担心错过课程或排他性的时间限制，大大提
高了我的学习效率和自主学习的空间。

第四段：知识的创造（240字）

公开课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形式，重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通过公开课，我发现，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观众，
而是可以充分参与到教学中，展示自己的才华和创造力。相
比于传统的课堂教学，公开课更注重学生的思考和实践能力
的培养。同时，公开课也提供了更多机会，让学生根据自己
兴趣选择学习的方向和内容，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动
力。这种创新性的教学模式让我对未来的学习怀有了更大的
期待。

第五段：结尾（360字）

通过这一次公开课母鸡听课的体验，我深刻感受到了公开课
的价值和优势。母鸡听课不仅让学习更加灵活便捷，还提供
了实时互动和创新教学的机会，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
力。同时，公开课的开放性和共享性也让教育资源更加普惠，
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教育。在未来，我会继续利用
公开课这一学习平台，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和学习能力。
同时，我也期待公开课能够在教育领域中得到更广泛的推广
和应用，让更多的学生和教师能够受益于此，共同推动教育
的进步和发展。

（总字数：1200字）



母鸡听课记录篇二

1、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感受作者对母鸡由厌恶
到喜爱的情感经历。

2、邻居母鸡的生活习性及伟大的母爱在母鸡身上的具体体现。

3、比较本文与《猫》在写法上的异同点。

一、交流见闻，导入新课

1、交流课前收集的关于母鸡的见闻。

2、导入新课：

猫是一种很平常的小动物，可是在热爱社会的老舍先生看来，
却如同一个既可爱又淘气的孩子。那么，老舍眼里的母鸡又
是怎样的呢？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老舍先生的另外一篇文章
《母鸡》。

二、自读自悟

1、师生共同制定阅读目标。

（1）圈出生字词，读准字音。

（2）认真朗读课文，达到读流利、读正确。

（3）弄清课前“导读”中提出的两个问题：

老舍先生笔下的母鸡是一致怎样的母鸡？

比较一下，本文和《猫》两篇课文在写法上个有哪些特点？

2、自主阅读，边读边批注。



三、汇报交流

品评母鸡之长短，体会作者之喜恶

1、再读课文，小组讨论：

（1）文中直接写作者对母鸡由讨厌到不讨厌这一情感变化的
语句有哪些？

（2）作者分别通过哪些具体事例写母鸡的讨厌与不讨厌？每
个事例各用一个恰当的词语概括。

（3）联系上文和生活体验谈谈自己对第九自然段的理解。

（4）句子辨析：

“我不敢再讨厌母鸡了”可改为“我不再讨厌母鸡了”吗？
为什么？

2、全班交流。

3、同组合作，有感情朗读课文。

四、分辨褒贬，积累词语

1、思考讨论：

作者在表达自己对母鸡由厌恶到喜爱的感情变化的过程中，
遣词造句的感情色彩也发生了变化，找一找，读一读，品一
品。

2、分类摘抄词语。

把自己欣赏的词句按褒与贬两类，摘抄在“采蜜本”上。



五、反复回味，走近老舍

1、师生对话，交流各自读过《猫》和《母鸡》后，对老舍及
其作品的看法。引导学生初步学习赏析名篇的方法。

2、找一篇老舍先生的其他文章，和好朋友一起读一读，然后
互相交流阅读体会。

当我读这一课时，被母鸡的负责、慈爱、勇敢和辛苦的精神
所感染，因此我并没有过多的讲解，而是抓住作者对母鸡的
态度有怎样的变化，原因是什么为主线，进行交流、体会，
最后我还推荐了课外阅读《麻雀》《柱子上的母鸡》。

母鸡听课记录篇三

1、能掌握第一声部和第二声部的节奏和旋律，并用自然的声
音演唱歌曲。

2、在游戏情境中尝试分角色演唱二声部歌曲,体验边游戏边
进行二声部合唱的乐趣。

3、听音乐，尝试分辨乐曲的快慢和轻重，能跟着节奏律动。

4、感受音乐节奏，乐意参与音乐游戏活动，体验游戏的快乐。

物质准备：

1、16名幼儿围坐半圆。

2、《母鸡孵蛋》课件;现场伴奏;公鸡头饰一个;小鸡卡片若
干;鸡蛋卡片若干。

3、场地布置：在地上贴上16个不同颜色的蛋宝宝卡片。



经验准备：

母鸡孵蛋的知识经验;学会第二声部歌词。

一、通过课件导入课题。

教师：“今天母鸡妈妈要来孵蛋了，看看母鸡妈妈要孵几个
蛋?”

二、学唱歌曲，初步尝试学习二声部合作演唱。

1、学唱第一声部：通过课件展现母鸡妈妈边唱边孵蛋的情景，
激发幼儿学习歌曲的兴趣。

(1)教师示范演唱歌曲第一声部。

提问：母鸡妈妈孵蛋的时候是怎么唱歌的?我们一起学一学。

(2)配合课件，幼儿随伴奏完整学唱第一声部。

(3)游戏：蛋宝宝。

幼儿扮演蛋宝宝，教师扮演母鸡妈妈，师幼边唱边游戏。

2、在游戏情境中初步感知二声部合唱。

(1)出示公鸡爸爸的角色，自然引出第二声部歌词。

(2)幼儿扮演母鸡妈妈，教师扮演公鸡爸爸，进行二声部合唱。

(3)幼儿扮演公鸡爸爸，教师扮演母鸡妈妈，进行二声部合唱。

三、游戏：母鸡孵蛋。

(1)师幼分角色边玩游戏边进行二声部合唱。



(2)幼儿与客人老师分角色进行二声部合唱。

本次歌唱活动来源与奥尔夫音乐活动《母鸡孵蛋》。原活动
的重点在于让幼儿在捡鸡蛋的游戏过程中感知鸡蛋的数量。
而本次活动，意在打破传统单一教学模式，通过师幼互动，
运用形象生动的肢体动作配合轻快的节奏，以鼓励、赏识的
方法来调动幼儿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幼儿愉快地
投入整个活动中。我从幼儿的生活经验、体验出发，运用原
歌曲的旋律，为三个鸡蛋设定了鲜明生动的音乐形象，产生
了歌曲中的棒棒鸡、害羞鸡、打嗝鸡。让幼儿在趣味的游戏
中学习歌曲，亲身感受体验有趣的小鸡形象。我觉得本次活
动有以下亮点：

整个活动选材活泼、热情。乐曲节奏活泼、轻快、旋律优美，
整个课堂表现了一种活泼、轻快的气氛。本次活动充分调动
幼儿的多种感官让幼儿主动参与学习活动。

我用音乐《小小蛋儿把门开》音乐律动进场，为幼儿营造一
个愉快、欢乐、无拘无束的音乐游戏氛围，从而有效地激发
幼儿音乐学习和不断创新的.动机兴趣，充分体验到音乐游戏
所表达的快乐，让幼儿有充分表现自我的机会。

我给三个鸡蛋设定鲜明生动的音乐形象――棒棒鸡、害羞鸡
和打嗝鸡，让幼儿在趣味的游戏中学习歌曲，利用打嗝帮助
幼儿学习小节末的休止，降低了幼儿学习的难度，幼儿容易
接受，降低难度，让幼儿亲身感受体验有趣的小鸡形象。

创设表演的环境，让每一个幼儿有充分的表现时间和机会,满
足幼儿乐于表现的愿望。并且利用表演形式进一步复习歌曲，
达成目标。

不足之处：老师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要及时地关注每个幼
儿的活动，对幼儿的回答要有针对性的引导，开拓幼儿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



母鸡听课记录篇四

1.通过观察作品表现出春天母鸡带领小鸡到草地上游戏的情
景，感受小鸡欢乐的情绪。

2.通过摆放可操作的小鸡，能表现出小鸡的'不同姿态。

1.教具准备：背景图一幅、画家作品《母鸡》。

2.学具准备：可操作的活动小鸡人手一份、蜡笔、白纸。

1.教师让幼儿观察作品，观察母鸡和小鸡的各种动态。

2.幼儿摆放可操作的小鸡。重点让幼儿观察小鸡的各种形态，
难点让幼儿观察重叠、遮挡的绘画方法。

1.让幼儿说说怎样来表现画面。

教师：小朋友想不想也来画母鸡和小鸡一起游戏的样子呢？
画母鸡和小鸡的时候，谁要画得大一些？母鸡是什么样的？
画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为什么？如果有几只小鸡在一起，
应该用什么方法画呢？（重叠）小鸡和母鸡喜欢在哪里玩游
戏？可以画些什么背景呢？老师只提供勾线笔你们用什么方
法来装饰母鸡和小鸡呢？（画些线条、图案和花纹）

重点让幼儿表现小鸡和鸡妈妈游戏的情景，难点让幼儿表现
各种动态的小鸡以及重叠的方式。

教师：谁来说说你画的鸡妈妈和小鸡在干什么？

1.环境创设：可以在饲养角饲养母鸡和小鸡，引导幼儿近距
离地观察母鸡和小鸡的动态。

2.家园共育：家长带幼儿到附近的乡村观察母鸡和小鸡。



母鸡听课记录篇五

《母鸡》这一课是要教同学们感受母鸡作为一个母亲的形象,
体会母爱的伟大！下面是关于《母鸡》教案，欢迎参考！

1 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感受作者对母鸡由厌恶
到喜爱的情感经历。

2 邻居母鸡的生活习性及伟大的母爱在母鸡身上的具体体现。

3 比较本文与《猫》在写法上的异同点。

1 交流课前收集的关于母鸡的见闻。

2导入新课：

猫是一种很平常的小动物，可是在热爱社会的老舍先生看来，
却如同一个既可爱又淘气的孩子。那么，老舍眼里的母鸡又
是怎样的呢?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老舍先生的另外一篇文章
《母鸡》。

1 师生共同制定阅读目标。

(1)圈出生字词，读准字音。

(2)认真朗读课文，达到读流利、读正确。

(3)弄清课前“导读”中提出的两个问题：

老舍先生笔下的母鸡是一致怎样的母鸡?

比较一下，本文和《猫》两篇课文在写法上个有哪些特点?

2 自主阅读，边读边批注。



品评母鸡之长短，体会作者之喜恶

1 再读课文，小组讨论：

(1)文中直接写作者对母鸡由讨厌到不讨厌这一情感变化的语
句有哪些?

(2)作者分别通过哪些具体事例写母鸡的讨厌与不讨厌?每个
事例各用一个恰当的词语概括。

(3)联系上文和生活体验谈谈自己对第九自然段的理解。

(4)句子辨析：

“我不敢再讨厌母鸡了”可改为“我不再讨厌母鸡了”吗?为
什么?

2 全班交流。

3 同组合作，有感情朗读课文。

1 思考讨论：

作者在表达自己对母鸡由厌恶到喜爱的感情变化的过程中，
遣词造句的感情色彩也发生了变化，找一找，读一读，品一
品。

2 分类摘抄词语。

把自己欣赏的词句按褒与贬两类，摘抄在“采蜜本”上。

1 师生对话，交流各自读过《猫》和《母鸡》后，对老舍及
其作品的看法。引导学生初步学习赏析名篇的方法。

2 找一篇老舍先生的其他文章，和好朋友一起读一读，然后



互相交流阅读体会。

课后小节：

当我读这一课时，被母鸡的负责、慈爱、勇敢和辛苦的精神
所感染，因此我并没有过多的讲解，而是抓住作者对母鸡的
态度有怎样的变化，原因是什么为主线，进行交流、体会，
最后我还推荐了课外阅读《麻雀》《柱子上的母鸡》。

母鸡听课记录篇六

“母鸡”是一篇令人深思的课文。通过描述母鸡照顾小鸡的
细腻行为，揭示了母爱的伟大力量，让我深受触动和感动。
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子女的我们应该怀有感恩之心，珍惜
父母对我们的呵护和付出。

在这篇课文中，母鸡用无微不至的方式呵护小鸡。作者形容
母鸡用自己的翅膀为小鸡提供遮阳避雨的地方，用自己锐利
的爪子替小鸡解决虫子的问题，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小鸡免受
威胁。这些行为展现了母爱坚毅和无私的一面。母鸡从不计
较自己的辛苦和付出，只是默默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这种
无条件的爱让我为之动容。

课文通过描写母鸡的爱心行为，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母爱
的伟大。“它对小鸡的爱不亚于对自己的生命。”这句赞美
之辞让我陷入沉思。母爱是伟大而无私的，它从不问候我们
是否配得上，只是默默地为我们付出。母爱超越了肉体上的
关系，不分种族、不分地域，它只知道无私地守护、关心并
照顾着我们。这种力量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内心。

同时，作为子女的我们也应该怀着感恩之心。母鸡对小鸡的
照顾无微不至，这些细微之处背后蕴含了母鸡对小鸡生命的
无尽呵护。而我们，作为父母的孩子，也应该深深地感受到
他们对我们的关注和付出。在这个日复一日的忙碌中，我们



常常容易忽略了父母对我们的爱。然而，正是父母给予了我
们无私的爱，让我们健康成长，我们应该铭记在心，感激他
们的存在和付出。

通过阅读这篇课文，我也发现了一些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似之
处。虽然人类和动物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目标，但我们却都
有着相同的需求和感受。母鸡呵护小鸡的方式虽然简朴，但
却散发着相同的爱意。这让我意识到，爱是普世而共通的语
言，我们应该向母鸡学习，学会用爱去关心和照顾我们周围
的人和事物。

总之，通过阅读“母鸡”这篇课文，我深刻地体验到了母爱
的伟大和无私。不仅让我对母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唤醒
了我对自己的身份和责任的思考。我希望从现在起，能够怀
着感恩的心去对待父母，用爱去关心和照顾周围的人和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