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语言快乐的夏天教学反思(汇
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班语言快乐的夏天教学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帮助幼儿了解幼儿园环境及幼儿园生活，
让他逐步喜欢上幼儿园。

2、初步学会安静地倾听故事。

活动准备：

1、小兔、小狗的毛绒玩具各一个。

2、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材料每人一本。

活动过程：

一、老师利用毛绒玩具讲述一遍故事。教育幼儿要安静地倾
听。

二、请小朋友说一说，故事里都有谁？（小兔、小狗、大象、
山羊伯伯）故事讲了一件什么事？（小兔小狗第一天上幼儿
园，非常快乐。）

三、请小朋友边看活动材料，老师边有感情地再讲述一遍故



事。

四、请小朋友想一想，小动物们为什么不愿离开幼儿园？
（（1）幼儿园里有漂亮的'小房子、大螺旋滑梯，有会跑的
小滑车，有丁零丁零响的大滚球，还有许多好玩的玩具，小
动物们可喜欢了。（2）大象老师带领小动物们一起唱歌、做
游戏，大家十分开心。（3）山羊伯伯做好了香喷喷的饭菜，
小动物们都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

五、请小朋友们说一说，你喜欢幼儿园吗？为什么？

小班语言快乐的夏天教学反思篇二

1、引导幼儿初步感受散文的优美意境，学习散文中的排比句。

2、鼓励幼儿积极参与欣赏及仿编活动，指导幼儿用语言、动
作表达自己的理解与感受，并与同伴分享。

活动前带领幼儿观察雨景；散文录音，电脑课件，屋顶、树
叶、雨伞图片各两张，幼儿人手一个“小雨点”指偶。

（一）谈话导入。

师：小朋友看过下雨吗？雨是怎样从天上落下来的？小朋友
喜欢下雨吗？

（二）欣赏散文。

1、看无声课件。

师：今天有个地方正下着雨呢，我们一看小雨点跳到了哪里？
小雨点在干什么？

（1）幼儿看课件。



（2）教师提问：小雨点跳到了哪里？好像在干什么？老师随
着幼儿发言的内容点击画面，鼓励幼儿充分讲述。

2、老师朗诵散文。

设问：小雨点先跳到了什么地方？它把屋顶当成了什么？小
雨点再跳到了什么地方？又跳到了什么地方？（后两句重点
引导幼儿学讲完整句。）

3、在场景中感受、理解散文中的排比句。

师：我们和小雨点一起来做个游戏吧，一边玩一边讲。

鼓励幼儿手戴指偶，一边做“跳”和“滑”的动作，一边讲
述散文中的排比句。

4、完整欣赏散文。

（三）仿编散文。

1、结合课件，引导幼儿说说小雨点还跳到了什么地方？

2、鼓励幼儿手戴指偶，根据生活经验想像仿编，相互欣赏。

（一）制作课件、辅助教学

散文语言相对而言比较抽象，引导小班幼儿欣赏散文时，需
要借助中介方式，如通过聆听、诵读、阅读图画、观看动画
等帮助幼儿接受、理解散文所表达的信息。结合多媒体课件
欣赏散文，是其中较好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幼儿较好地理解、
记忆散文内容。

欣赏散文《小雨点》前，教师可以先制作融动画与声音为一
体的多媒体课件，用三个画面分别表现散文中的三个排比句。
组织活动时，教师只需根据句子的先后顺序点击鼠标，多媒



体课件的动画效果就能将幼儿带到雨天富有诗意的情境中。

（二）结合动作、帮助记忆。

低龄幼儿学习语言是与动作分不开的，当用语言表达或理解
有困难时，动作能帮助幼儿理解、记忆语言。视、听、讲、
做结合，感知觉的多通道参与有助于幼儿理解、记忆散文内
容。教师可以画三幅大的“屋顶”“树叶”“雨伞”，布置
在活动室周围。活动前，教师还可以指导每个幼儿自己制作
一个指偶“小雨点”，这样，在活动中，幼儿就可以将指偶
套在手指上，模仿小雨点跳到屋顶上、树叶上、雨伞上。这
种身临其境的活动氛围，使幼儿在轻松快乐的气氛中得到了
多方面的发展。

（三）无声动画，利于想像。

如果在幼儿看第一遍课件时，就将散文呈现给他们，就有可
能使幼儿受到思维定势的影响，使散文失去令人无限遐想的
一面。因此，看第一遍课件时，教师可以把声音关掉，让幼
儿看无声动画，边看边想：小雨点落到了哪里？好像在干什
么？鼓励幼儿大胆想像。

（四）仿编中心句、迁移经验。

在引导幼儿欣赏散文，感受文中优美的语句和意境的同时，
还应该鼓励他们将自己的生活经验与作品经验联系起来进行
仿编活动，以进一步加深幼儿对散文的理解，使得他们的生
活经验与散文的间接经验实现双向的迁移。《小雨点》的.中
心内容是三个排比句，教师可以利用课件，引导幼儿回忆自
己以前观察到的雨景，改换排比句中的宾语，进行仿编，
即“小雨点跳到xx上，哎呀呀！小雨点把xx当成了滑梯”。

（一）散文原稿。



滑吧、滑吧，小雨点

小雨点排着队、唱着歌，从天上跳下来。

跳到屋顶上，跳到树叶上，跳到我的雨伞上。

哎呀呀，小雨点把屋顶当成了滑梯，把树叶当成了滑梯，把
我的小雨伞也当成了滑梯。

滑吧、滑吧，快乐的小雨点。

（二）修改后的散文

小雨点

小雨点排着队，唱着歌，从天上跳下来。

跳到屋顶上，哎呀呀！小雨点把屋顶当成了滑梯；跳到树叶
上，哎呀呀，小雨点把树叶当成了滑梯；跳到我的雨伞上，
哎呀呀！小雨点把我的雨伞也当成了滑梯。

滑吧，滑吧，快乐的小雨点。

小班语言快乐的夏天教学反思篇三

1.在理解"拍""打""摘""跳""翻"等动词意义的基础上，尝试
正确使用这些动词。

2.喜欢模仿小动物的动作。

3.体会做事要仔细，不要粗心大意。

4.乐意观看表演，感受游戏的乐趣。

小班幼儿用书11月分册第13页，欢快的音乐。



一、我的身体变一变

1.教师利用自己身体，变出不同造型，请幼儿说说老师在做
什么动作？

2.教师播放一段欢快的音乐，请幼儿做自己喜欢的动作。

3.引导幼儿理解常用的几个动词

（1）教师："你刚才做了什么动作？"鼓励幼儿大胆表达。

（2）请幼儿根据老师说的动词，表现出相应的动作。

二、小动物变一变1．打开幼儿用书，引导幼儿观察。

（1）教师："小动物听到这样欢快的音乐，也高兴地活动起
了身体。找找看、都有谁？它们都在做什么？"

（2）鼓励幼儿模仿小动物的动作。

（3）说说你还知道小动物会做哪些游戏？学一学它的动作。

三、经验扩展

2.播放《豆豆丁》的音乐，幼儿听音乐变不同造型，引导幼
儿在游戏中相互模仿，同时体验、模仿不同的动作。

新课程的理念是让每个幼儿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活动中，我紧紧把握这个理念，使幼儿在积极愉快的气氛中
以游戏的形式，让幼儿轻松地认识、理解了学习内容。课上
的气氛也是很活跃的，发言也很积极，较好地达到了预期设
计的活动目标。



小班语言快乐的夏天教学反思篇四

1、初步了解元宵节的民风民俗。

2、欣赏花灯，感受花灯的美。

3、愿意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4、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5、鼓励幼儿大胆说话和积极应答。

经验准备：请家长帮助幼儿丰富元宵节的.相关知识。

物质准备：有关元宵节的由来及只要活动的课件谜语若干。

环境准备：收集各种花灯，布置灯展。

1、结合课件讲解元宵节的由来和只要活动。

2、引导幼儿参观灯展，说一说：最喜欢那盏花灯?为什么?花
灯美在哪儿?

3、欣赏儿歌《做彩灯，闹元宵》

4、猜灯谜。

出示事先准备好的`谜面贴在花灯上，教师读谜面，幼儿来猜。

小结：每年的正月十五这一天是元宵节，元宵节是中国传统
的节日，这一天不仅要欣赏花灯、猜灯谜，还要品一种美食-
------元宵。



小班语言快乐的夏天教学反思篇五

1．学会画折线、波浪线以及螺旋波浪线等几种曲线。

2．提高手的控制能力，进一步提高对绘画活动的兴趣。

1．日常生活中带领幼儿观察过螃蟹、金鱼、蜜蜂等小动物的
活动，特别是爬、游、飞时的动态。

2．幼儿每人一盒蜡笔、画纸（画有螃蟹、金鱼和蜜蜂）。

3．电脑制成的动画（螃蟹、金鱼及蜜蜂的动态及留下的痕迹）
配上儿歌。

1．用电脑、电视放出动画：“快乐的小动物”，引起幼儿绘
画的兴趣。

提问：“有哪些小动物来和我们做朋友的？”“它们是怎么
来的？”

2．“小蜜蜂，来跳舞。圆圈舞呀真—漂—亮！”

“小螃蟹，力气大，东爬西爬找—朋—友！”

3．出示画有小动物的画纸，引导幼儿画出多种曲线，教师巡
回指导。

4．欣赏作品、评价：

请幼儿说一说：哪个小动物最快乐，是一折一折的、一弯弯
的或是一个圆圈一个圆圈的`在跳舞。

还可以引导幼儿观察各种动物，如兔子、蛇等的动态，学习
各种曲线的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