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教学反思大班 大班树教学反
思(优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幼儿园教学反思大班篇一

1、感受亲人给予的爱，理解“互爱”的重要性。

2、萌发爱的情感，体验关爱他人的快乐。

3、了解吃饭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能按时吃饭，不挑食。

4、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难过或疼痛时不哭。

重点：感受亲人给予的爱，理解爱的.相互性。

难点：学习如何关爱他人

课件，调查表

(一)观看多媒体故事《爱心树》，了解施与受的道理

1、听了故事，你的心情怎么样?为什么?

2、你觉得大树爱这个男小朋友吗?，你是怎么知道大树非常
爱这个男孩?

3、那个男小朋友爱大树吗?又为大树做了什么?

4、大树和男小朋友之间，你喜欢谁?为什么?



(二)回忆生活经验，感受生活中的爱与被爱

1、你身边有像大树一样爱着你的人吗?都有谁?

2、他们为你做了什么?

3、你爱过谁?你为他们做了什么呢?

(三)爱心调查，体验付出与获得的比例

1、集体调查：记得家长生日的小朋友有多少?

2、分组调查：为家长做过小事的小朋友有谁?(四组)

(四)爱心行动，表达对亲人的爱

分组商量一下，我们的能把爱给谁?我们在平时能做些什么?

语言上，行动上，看看其它的感恩方法。

这个活动我认为是比较成功的。因为：

1.我敢于挑战了自己，战胜自我。说实话，语言领域的绘本
教学，我一直没有勇气挑战，但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
曾经的朝思暮想的“它”靠近，付出行动，并取得了成功。

2.本次活动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采用了以情带情，
以情激情的手段来教学。《爱心树》讲述的是一棵苹果树和
一个男孩之间的温馨,又略带哀伤的动人故事。故事的文字纯
朴直白,简洁明了。它讲述了耐人寻味的故事,这种深沉的爱,
是无私的给予和奉献,令人在百读不厌中细细体味蕴藏其
中“爱”的哲理,非常的感人!因此我是运用妈妈的口吻来对
孩子们讲述这个故事的，并且全程我都配有轻柔的钢琴曲作
为背景音乐;我把自己先融入到角色当中去，以情带情，深入
孩子内心世界，激发幼儿对家人和朋友的关爱之情!



整个活动，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设计上有突破，有创新。
因此，我在组织和引导上感觉非常的轻松和流畅，可以说是
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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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活动中，运用线条绘画跳舞树的不同形态是活动重点，
通过拟人化的方式让幼儿将自己想象成一棵会跳舞的树，大
胆运动线条表达树枝、树干舞动的不同形态，体验线条绘画
的乐趣。

通过图片的导入，激发幼儿对跳舞树的浓厚兴趣，感知跳舞
树的形态，并通过模仿，在示范中引导幼儿对形态的把握，
在此基础上，出示四张动画中跳舞树的轮廓图，感知树枝的
造型变换好像是在跳舞一样。利用学一学跳舞树的样子，摆
一个自己最喜欢的舞蹈动作，请一名幼儿到上面来摆造型，
教师现场将小朋友变成一棵会跳舞的树，抛出问题：怎么变？
先画什么？再画什么？然后再通过回忆的方式塑造第二个跳
舞树的形态。在此基础上，给会跳舞的树穿上线描画的演出
服参加树林舞会。线描画孩子们有一定的经验基础，在此环
节上提炼线条花纹，要求注意线条的疏密对比、曲直粗细变
化。最后以“树林舞会”这样一个背景，请已完成作品的幼
儿过来参加舞会，粘贴作品。在自评或互评中感受创作的乐
趣。

因此在本次的'活动中，我尝试边画边用好听的语言来吸引幼
儿的注意力，如在用线描画装饰会跳舞的树的环节中：许多
花纹宝宝也要来和树一起跳舞，首先来跳舞的是斜线宝宝，
跳到这里，跳到那里，跳舞真是一件快乐的事。创造情境，
优美的语言能够吸引幼儿的兴趣，也是我在日常教学活动中
缺少的，用好听的，富有情境的语言来表达、总结，为活动
增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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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乌龟》是一个寓意很强，主角语言比较鲜明的故事。
故事中用不一样的`主角扮演来描述一件事，用鲜明的语言来
烘托其中的寓意，教育孩子遇事要动脑筋，想办法。活动中，
让小朋友按主角的特点模仿对话。

本次活动中，在叙述故事这一环节，教者没有用通俗易懂的
方式讲述整个故事，这样孩子在听的过程中就没有完全理解
故事资料，孩子的学习进取性不是很浓。如果去夸张的表现
故事，用故事的情节去感染孩子，让孩子注意力集中以提高
幼儿的学习进取性，可能效果会比较好。在第二次复述故事
中教者只是看图复述，没有很好的引导孩子自我去看、去说，
如果教师作为一个引导者来引导孩子去看图说话，充分的让
孩子去“说、想、看、演”。本次活动的效果应当会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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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春天来了，万物都有了性的变化，河里的冰融化了，
柳树的叶子绿了，桃花儿红了，春天还是一个播种的季节，
农民伯伯开始播种了。这些都吸引了幼儿的目光。结合本月
主题活动《我找到了春天》，我们开展了本节活动《春天的
秘密》。

活动目标要求幼儿感受春天的美丽，激发幼儿热爱春天的情
感。能了解是个的内容，学习用连贯的语言大胆讲述自己发
现的春天的秘密。

活动内容是根据班级开展的主题及幼儿熟悉的周边环境来选
择的。并且活动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教师有目的、有
意识地拍了许多相关的照片，并在网上下载了大量的图片绘
制图片供幼儿在教学过程中欣赏，帮助他们理解诗歌的内容。

但上完课下来觉得还是用课件的形式会更好，教师将诗歌内



容的图片一课件的形式一张一张展现给幼儿欣赏，势必会让
幼儿你能更快的'理解诗歌的内容。这样，幼儿对春天的景象
比较了解也很感兴趣，所以能大胆地对自己知道知识进行描
述。整个活动过程中，孩子们的兴趣非常高，主动参与活动
的积极性也很高。

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孩子们表现得非常投入，师生间、生生
间的互动效果非常好，达到了目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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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一猜”是活动的第一环节。而“猜”不是主要的，主要
的是去“找”。我要让幼儿在快乐的“猜一猜”后，自己去
寻找左右两边的异同点，这就是重点。在猜的过程中孩子们
兴趣高涨，因为我对幼儿的猜测答案都没肯定也不否定，所
以他们就特好奇，给下面的“寻找”增加了更大的兴趣。在
我的鼓励下，他们都积极主动的寻找着每张图片两边的相同
点与不同，最终自然的发现了“对称”的条件：形状、颜色、
大小、图案相同，方向相反。然而就在让他们找不同点时，
我提出了一个带有误导性的问题：“找一找两边有什么不一
样”，因此幼儿就从细微之处找不同，还真的找到了线条不
直、圆圈不圆之类，没有一个幼儿会从方向上去观察，我也
就只能半提醒着他们“看看小鸟吧朝哪边”，幼儿才恍然大悟
“方向相反”了。显然这是我的提问出现了问题而导致的。
这环节让我满意的是话比较简洁不多，灵活的面对幼儿
的“猜测”。让我遗憾的就是：问题设计不妥，带来了误导
或多或少的耽误了教学活动的时间。

“找一找”是对“对称”含义的理解后的初次应用。我就请
班上学习、接受能力中偏下的幼儿回答，结果是多数幼儿
对“对称”已理解，也能找到相同的另一半，但还有极少幼
儿有些模糊而出现错误，因此就在他们的错误中提出问题并
极时帮他们解决了问题，使幼儿更加理解了对称的意思。



“做一做”是为了增加一点趣味性，前二个环节都是以说为
主，而做一做即是让他们巩固“对称”的理解，又是能让他
们好动的身体能得到轻松片刻。虽是动的一刻，但师幼配合
非常默契。

“画一画”的操作活动有看、想、找、涂色、画的过程，是
前面学习的综合反映。在此中我觉得不足的是：在幼儿操作
前没有再次或是小结一下对称条件，也没有示范，因此很多
幼儿出现了对称的颜色没有用上，他们只是涂色而已，如果
能提一提，也许幼儿涂色时会主意到色彩的变化与对称。

这就是我对“有趣图案”整个活动的全面反思，只有在仔细
深入的反思中才能找到或者是接近有效完美的教学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