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绵羊生气了教学反思(汇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绵羊生气了教学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懂得人的生活、学习、劳动都离不开手，都不仅可以做许
多事情，还可感知物体的冷、热、软、硬、光滑、粗糙等属
性。

2、能多动手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并能注意保护自己的小手。

3、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应经学习了知
识。

活动准备：

1、有扣子的衣服。

2、口袋箱子一个，里面装有热、冷、软、硬等不同特点的材
料。

3、关于手受伤的图片。

活动过程：



一、游戏导入，引起幼儿兴趣。

欣赏手印画。让幼儿了解每个人的手是不一样的。(教师拿一
张印有手掌的纸，先把指纹印遮起来)

教师：小朋友，你们看看，画上有什么?(手掌)

教师：对了，这是一幅用小手沾上颜料印在纸上面的画，叫
手印画。你们再观察一下这两只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大小
不同)

教师：原来啊他们的大小不同，现在请小朋友们把小手拿出
来，和旁边的小朋友互相看看你们的手，长得一样吗?(不一
样)(由小游戏引出每个人的手是不一样的)

教师：小朋友的小眼睛真是厉害!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
手指吧。

二、通过游戏和操作了解手的各种功能。

1、游戏“奇妙的口袋”

教师：我们的小手除了可以制作手印画之外，还能做什么事
呢?

教师：老师带来了一个“神奇的箱子”，里面有好多东西，
谁来用小手摸摸里面是什么?(请个别幼儿用手升入箱子里摸
一摸，并说说摸到的东西的感觉，猜猜摸到的'是什么?)

教师：我们的小手真厉害!我们只要用手摸摸就知道这个东西
是冷的还是热的，是软的还是硬的，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

2、幼儿动手操作实验，发现有的事情可以一只手完成，有的
事情就需要两只手合作才能完成。



实验：只用大拇指来解纽扣。

教师：原来桌上的游戏都是小朋友用两只小手玩的。那我们
的小手这么厉害，能不能就用一只手来做事情呢?老师这里有
一件衣服，我们来试试上面的扣子能不能用一只手扣起
来。(教师先师范，在请个别幼儿上来操作)

教师总结：原来扣扣子要两只手一起合作才能完成。

三、结合实际，思考并讨论如何来保护小手。

1.通过上述操作，认识到小手的重要性。

教师：我们的小手真能干!这么能干的小手重不重要?

教师:老师这里准备了一些图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观看图片，说说自己的感受。

教师：在图上你们看到了什么?小手受伤了那我们还能不能玩
游戏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来保护我们的小手呢?(请个别幼儿回
答表述)

四、教师总结

教师：小朋友说了好多保护小手的方法，那我们班的其他小
朋友还不知道呢，现在让我们回教室去教教他们吧!

小绵羊生气了教学反思篇二

1、利用情景画面引导幼儿阅读、理解故事情节。

2、能够复述故事大概内容。

3、学会一些生僻词句。



（二）活动准备

一本《生气汤》绘本

生气汤封面图画若干

舒缓音乐

快节奏音乐一份

（三）活动过程

1、导入环节

（1）首先放舒缓的音乐，让幼儿随意做好。出示一个快乐的
表情娃娃，请小朋友们思考最开心的事并和大家分享。

（2）再放快节奏的打击乐，让幼儿固定做好。出示一个愤怒
的表情娃娃，请小朋友们思考最生气的事并和大家分享。

2、讲故事

（3）听故事：

a、先引导幼儿将绘本前半部分（霍斯所有生气的事情）看一
遍，

b、让大家讲讲有没有和故事里霍斯的烦恼一样的例子，请小
朋友齐来分享。

c、再与孩子一起把后半部分看完，询问他们生气时妈妈爸爸
是怎么做的。

（4）寻找不生气的好方法：讨论：生气好不好？哪些事不该



生气？怎样做才能不生气呢？

（四）活动结束

教师总结幼儿发泄情绪的方法，帮助幼儿学会用正确的方式
排遣坏心情。

（五）课后延伸

请幼儿们把绘本故事讲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听，让爸爸妈妈也
学着来煮“生气汤”。

小绵羊生气了教学反思篇三

我看了绘本《生气汤》里面主人公是霍斯，他一天碰到的都
是倒霉的事，回到家里非常生气，不和妈妈说话，妈妈就想
了一个办法，煮了一锅汤，妈妈对着汤发出奇怪的声音，霍
斯听到了就赶紧过来看，然后也对着汤发出声音和做鬼脸，
把不愉快的事给忘了，妈妈说：“这是生气汤”.我妈妈
说：“以后我生气时妈妈也给我煮一锅生气汤”

小绵羊生气了教学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仔细观察画面，借助画面细节及符号理解绘本内
容，获得相关的新经验。

2、通过“猜测——阅读”，让幼儿了解故事的主要情节以及
感受故事主人公的情感变化。

3、通过讨论，帮助幼儿寻找、总结处理“生气”这一消极情
绪的若干方法。



活动准备：每人一本绘本《生气汤》

活动过程：

一、引导幼儿阅读封面，引起翻页的兴趣。（教师与幼儿均
坐在地板上，幼儿围成半圆状）

1、引导幼儿逐字读书名“生气汤”，让幼儿谈谈看到或听到
书名的感受。

师：“请小朋友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些字的线条与你平时看到
的字的线条有什么不一样？看了这些线条你有什么感受？”
部分幼儿回答。

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生气汤，听了这个书名你又有什么
样的感受？”……

2、请幼儿猜测为什么要煮“生气汤”，引起阅读的兴趣。

师：“你觉得这会是怎样一个故事呢？”幼儿自由讨论，讲
述。

师：“为什么要煮生气汤呢？”带着问题开始翻页。

二、让幼儿翻页，通过“猜测——阅读”的方式，了解
煮“生气汤”的原因。

1、教师讲解故事的扉页以及第二页。通过引导幼儿观察画面
中的小物品，猜测这些小物品的作用。

师：“请问这是什么？它会有什么作用呢？”（边指图片边
提问，只要求幼儿思考不要求回答，养成幼儿带着问题看书
的习惯）。

师：“请问这是什么？它又会有什么作用呢？”



2、教师讲解故事的前半段。借助理解画面的细节，感受小主
人公的情绪变化，并与幼儿一起完成情绪变化表。

教师讲一页故事内容，提一些相关问题，帮助幼儿理解故事
内容。

……

师：“你有什么不懂的字词吗？”（解释“一箩筐”“不如
意的事”）

……

师：“你觉得霍斯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类似提问，了
解霍斯的心情变化）

师小结，完成情绪变化表前半部分。（让幼儿讲述霍斯这一
天经历的事，并说出霍斯的心情是如何变化的。）

3、总结煮“生气汤”的原因。

师：原来，这一天霍斯经历了很多令他不愉快的小事，最后，
霍斯生气了，为了使霍斯开心起来，妈妈建议来煮生气汤。

4、请幼儿猜测“生气汤”的煮法，引起新的阅读兴趣。

师：“有谁知道生气汤的煮法吗？”幼儿讨论，自由讲述。

师：“现在，请小朋友们自己将图画书的后半部分看完，并
找一找煮生气汤的方法，看看它和你想的一样不一样？”

三、让幼儿先看图画书，通过“猜测——阅读”的方式，体
验寻找答案的乐趣。



1、教师讲解故事的后半段。借助观察小主人公的面部表情等，
感受小主人公情绪的再次变化，并与幼儿一起完成情绪变化
表。

师：“看完了后半部分，有谁能来说一说生气汤的煮法？”
幼儿回答问题。

教师根据幼儿回答，对照图画书的内容，帮助幼儿梳理煮汤
的方法以及煮汤时霍斯的情绪变化，完成情绪变化表后半部
分。

2、引导幼儿观察图片，找出扉页以及第二页中的小物品，明
确这些物品的作用。

师；“你知道这些小东西的作用了吗？”

师小结：原来这是一把汤勺和一只锅，他们不仅是煮汤用的
工具，更是帮助霍斯消除火气的重要工具。

3、总结“生气汤”的做法。

四、教师帮助幼儿整理故事的主要情节（借助情绪变化表）。

五、幼儿讨论、总结处理“生气”这一消极情绪的若干方法。

师：“你生气的时候，是用什么办法使自己高兴起来的
呢？”……展开阅读全文

延伸：引导幼儿关注故事中的“故事”。

师：“其实，从霍斯回到家开始，一直有一个小伙伴在陪伴
他，你们知道它是谁吗？”

幼：“小狗。”



师：“下次，让我们一起再来看看有关这只小狗的故事
吧！”

小绵羊生气了教学反思篇五

1、通过故事及谈话掌握一些缓解、转移不良情绪的方法。

2、培养豁达开朗的性格。

与故事相关的图片。

小朋友，你们平时遇到过生气的事吗？你用什么方法消气的？
（请个别幼儿讨论）

今天啊，有个小朋友很不开心，妈妈给她想了个好主意，我
们一起来听听看，妈妈想了个什么好办法。

（教师看图讲述）并进行相关的'提问

1、霍斯为什么不开心，他不开心的时候做了什么？

2、妈妈做了什么？为什么煮汤？

3、最后霍斯还生气吗？为什么？

1、幼儿结合自己的已有经验讨论怎样让自己变的开心，教师
加以引导。

2、教师小结：生气并不是一件坏事，人人都有生气的时候，
如果你有不高兴的事生气了，可以哭一哭、叫一叫、不再生
气，也可以把生气的事告诉老师、小朋友、爸爸妈妈，他们
会劝你安慰你，你的心里会好受些，你还可以吃点东西、玩
玩玩具、看看电视。如果别人惹你生气，你就要想想别人对
你好的时候，这样就会原谅别人，就会消气，变得快乐，身



体也就会更健康了。如果你经常生气又不消气，就会影响你
的身体健康。

生气是当人遇到不称心、不如意或对不合理现实的一种情绪
反应。一般来说，生气应该是正常的情绪反应，但若幼儿遇
事经常生气，而且将生气作为对外界的一种经常性的持久的
反应，那就是不正常的行为了。经常生气、发脾气的孩子一
般心胸比较狭窄，自我中心相当严重。随着年龄的增长大班
幼儿“生气”这一现象也比较明显起来，关于“生气”“不
开心”这一话题，大班幼儿已有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

因此，我设计了“生气汤”这一活动，意在教幼儿学会缓解、
转移不良情绪的方法，用微笑去面对生活，培养幼儿的自我
控制能力。本活动以谈话为主，结合幼儿的已有经验，让幼
儿在自己的生活中找话题。中间穿插故事《生气汤》意在引
导幼儿生气时，可以转移注意力，从而让自己开心起来。本
活动目标明确，但活动环节设计趣味性不够强，因此仍需进
一步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