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语言鸡蛋里的秘密教学反思 大班语
言秘密教学反思(精选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语言鸡蛋里的秘密教学反思篇一

1、理解故事内容，知道动物尾巴的不同作用。

2、熟悉动物对话，分角色进行故事表演。

3、知道要保护小动物，爱护小动物，体验关爱之情。

《小壁虎借尾巴》是一篇有趣的科学童话故事。故事借助拟
人化的手法通过向小鱼姐姐、牛伯伯、燕子阿姨借尾巴的故
事，讲了小鱼、牛、燕子、壁虎尾巴的作用。从而揭示了动
物尾巴都有用的这样一个道理。故事生动、有趣，符合大班
幼儿的年龄特点。而且在角色的扮演中让幼儿体验语言，并
且运用语言，使幼儿在表演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以及产生一
种成就感。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所以，我选择了这节
课并采用连环画的形式设计了这节语言课《小壁虎借尾巴》。

上课时我从身后拿出自制的手偶小壁虎跟小朋友说：“今天
我们班来了一位小客人。”从而引导幼儿说出小壁虎。接着
我进行导入：“可是呀，小壁虎今天有点伤心，你们想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吗？下面我们来听故事《小壁虎借尾巴》。”

我绘声绘色的把故事讲完后开始问小朋友：“故事里发生了
一件什么事啊？”幼儿激动的告诉我小壁虎的尾巴被蛇吃掉



了。我接着引导：“那小壁虎没有了尾巴怎么办啊？”幼儿
开始抢着举手“小壁虎要去借尾巴。”看到了小朋友热情那
么高涨，为了延续这种热情，所以我把准备的连环画拿出来，
开始通过看图片回忆小壁虎借尾巴的过程。并在每段结束时
进行提问，达到加深幼儿对故事的理解以及为下面分角色表
演做下铺垫。

分段的图片看完后，我把故事完整的借助图片讲了一遍，并
提醒幼儿“老师讲到小鱼姐姐、牛伯伯、燕子阿姨的.尾巴都
有什么作用时，会说的小朋友跟着老师一起说”。幼儿在老
师的提醒下，和老师共同完成了看图讲述《小壁虎借尾巴》
这个故事。接着，我请了几个小朋友来角色表演。老师跟剩
下的小朋友做旁白。待第一组小朋友表演完后进行点评，希
望下面表演的小朋友能够注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表演
两组后，所有的小朋友一起参加表演。结束采用律动《我最
棒》，让幼儿通过动作来表扬自己今天的表现。

回顾这节课的教学，发现有好几处都是我不能控制的，甚至
有时会冷场，一个问题抛出去没有幼儿搭理我。表现在以下
几点：

1、在开始上课时幼儿还没能完全进入课堂中，有的还沉浸在
刚刚的玩耍中，所以我的突然提问和问候让有的幼儿愣了一
下。如果我能够采用一个小游戏让幼儿的注意力集中，或许
一切都不会显得那么堂皇，幼儿能够一下子被我的游戏吸引
过来，从而达到我之前预想到的效果。

2、当我运用图画边讲边做动作时，幼儿觉得很新奇，听的也
很认真。可是让他们复述里面小动物对话的时候就显得吃力。
如果我能够在每段讲述后带着幼儿多练习几遍小动物之间的
对话，并让所有的幼儿跟着我做动作，例如小壁虎是怎么爬
的，小鱼是怎么游的类似于这些要求，幼儿在下面的表演也
不会显得很笨拙，肢体语言不自在。



3、我原以为在角色表演时是最尽人意的。可是事实并不是如
此，相反场面有点混乱。尤其是在最后，所有的幼儿一起表
演时，那个场面我控制不了了。因为幼儿都要去选择自己喜
欢的小动物进行表演。而且那个卡片很小，贴在袖子上很不
方便。所以幼儿在对话表演时都是先看下袖子上的卡片接着
表演。如果我能把所有的卡片做成头饰或者胸饰，或许就会
好点。而且我应该把卡片分类好放在指定的篮子里，这样幼
儿在选择卡片时就不会把卡片弄的乱七八糟。而且我给幼儿
表演的舞台很小，把他们框在了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导致幼
儿不能放开的表演。

4、幼儿表演完后，我应该及时的把卡片收回。因为好多幼儿
根本没有听我的总结，总是在那边玩弄手里的卡片。所以好
多幼儿都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导致音乐声响起了才注意到要
跳舞了。

所以，通过以上的反思，我重新把教案修改了下，又选了一
些幼儿进行上课。我的课前游戏是手指游戏——《手指开
花》，正好游戏结束时，幼儿的小手都是藏在身后的。他们
的注意力也集中了，我的课也很顺利的进行下去。并且回应
方面也有进步，幼儿能够很快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在第二环
节看图分段讲述故事的时候，我把动物之间的对话来来回回
跟幼儿说了几遍，并且在说的时候采用肢体语言。不仅如此，
我还跟幼儿进行了角色表演，我扮演小壁虎，幼儿分别扮演
小鱼、牛、燕子，这样不仅让幼儿加深了对话的内容，而且
还激发了幼儿表演的乐趣。下面的角色表演我给了幼儿足够
大的舞台空间，并且把小动物卡片所放的的位置告诉了幼儿，
方便幼儿取卡片表演。表演结束后，让幼儿分组把卡片送到
指定的篮子里，从而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最后以舞蹈
结束这节课。

经过反思后修改过的教案上起来就显得比较得心应手。幼儿
能够跟着你的思路走，虽然还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但
幼儿都能够跟着引导很快的回到轨道上。



一节课有优点的同时也必然存在不足之处。但是课后能够及
时反思就可以少走弯路，让你进步的更快。所以说一节课上
完一定要进行反思，虽然反思的这个过程很痛苦，但是反思
后的结果却是喜悦的，是美的。这份美的喜悦也只有自己可
以体会的到。所以，一切从心开始。

语言鸡蛋里的秘密教学反思篇二

第二次组织大班语言活动《母鸡萝丝去散步》，虽说在不同
的时段、不同的孩子，但活动的效果还是比较相同：孩子们
神情投入、猜想积极、笑声不断……如此情境也勾起我对活
动的梳理想法，赶紧通过文字的梳理留下设计活动时的思考
痕迹。

对教材进行分析之后会发现，虽然此故事情节简单，仅用很
少的文字介绍了母鸡所经过的地方，但是故事情节曲折、画
面精美，能让幼儿在观察中展开想象、大胆讲述，有助于丰
富幼儿的语言，开拓幼儿的思维。同时，故事夸张幽默，笑
点不断，在阅读过程中能让幼儿产生阅读愉悦。因此，将目
标定为：

1、欣赏阅读绘本，能根据绘本画面的细节大胆想象、讲述。

2、体验故事情节的曲折与幽默，进一步产生对阅读图书的兴
趣。

更了更好地达成目标，结合幼儿年龄特点及绘本阅读的特点，
本活动主要采用了以下两个策略：

其一、把握阅读节奏，在收放适度中促进观察、想象与讲述。

什么时候需要教师带领幼儿集体阅读？什么时候又该放手让
幼儿自主阅读？节奏的把握是阅读成功的关键。活动一开始
就设置了场景细读，这段细读足足用了五六分钟的时间，带



领幼儿对农场内的地方、物品等进行细细观察解读，因为主
人公母鸡和狐狸的所有故事都发生在这一农场中，对农场有
一了解是顺利进入后面阅读的关键。紧接着就是画面二到七
的集体阅读：母鸡散步时的心情与姿态；紧跟其后的狐狸表
情与心理；狐狸出其不意被钉耙撞到；母鸡绕过池塘，狐狸
扑空掉进池塘。此环节的集体阅读，通过教师有意识的设问，
帮助幼儿了解母鸡与狐狸的各自特点（母鸡的昂首挺胸、神
闲气定，狐狸的贼头贼脑、眼中只有母鸡、丑态百出）以及
他们发生的故事，并将一些阅读方法渗透其中，如观察画面
的顺序、细致观察画面的每一部分、根据表情猜测人物的心
情与想法、围绕人物进行情节想象等，细读与集体读可谓是
收，是埋下伏笔，做好铺垫。在幼儿奠定了一定的阅读经验，
对绘本故事有一初步了解之后接下来就是四个画面、情节的
自主阅读。众所周知，每一个孩子都是读图画的天才，只要
故事在图画中表现出来，那么孩子的眼睛就会发现它们，孩
子就能读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意思。因此，此环节的放，为孩
子创设了充分自主的环境，让他们借助前面积累的阅读经验，
充分发挥自己的观察想象，大胆猜测讲述故事可能发生的情
节。在自主阅读后的交流中，孩子们也可以从同伴那里学习
观察的方法，分享对内容的理解。

其二、融入动画表演，在动静互补中提升感受、理解与表现。

在幼儿期，各种表现形式的自然融合是学习活动的最佳环境，
它能使学习更加自然、更加容易，更加活泼多样。

语言鸡蛋里的秘密教学反思篇三

作为一名到岗不久的人民教师，教学是我们的工作之一，写
教学反思能总结我们的教学经验，教学反思要怎么写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小班科学《鸡蛋里的秘密》教学反思
范文，欢迎大家分享。

《鸡蛋里的秘密》是一次科学活动，活动以故事“鸡妈妈和



她的宝宝”作为引子，让幼儿产生探索的兴趣。了解鸡蛋的
外形特征和内部构造，愿意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发现。

本来是想把故事完整的说一遍，结果孩子们在讲述中就开始
七嘴八舌的讨论起来，没有嘴巴，没有手，是一个怪物！我
决定把故事一分为二，让孩子们先讨论，也是对已有经验的.
一种表达。我问，这个宝宝是鸡妈妈的孩子吗？孩子回答后，
我马上接着说；鸡蛋真神奇，它的里面会钻出小鸡，我们来
看看它的秘密吧！互动较为自然。

在让幼儿摸摸感受蛋的外形时，滑滑的，凉凉的，后面的孩
子都是照搬前面的几个孩子，我没有及时的引导幼儿用光溜
溜，圆圆的，白的，黄的等词语描述鸡蛋的特征。有几个孩
子观察的很仔细：上面有一个个小的洞洞。通过鸡蛋的图片
孩子们认识了蛋白，蛋黄和蛋清，我又给每一组都准备了一
个打开的鸡蛋，让他们去观察这三部分都在哪里，蛋白在哪
里呀？孩子的好奇心一下就上来了，我也给了孩子们自己去
发现的机会，最后我总结了生鸡蛋和熟鸡蛋的不一样的地方，
虽然并没有讲的很深入但是也让孩子们有了两者不同区分的
初步印象。

我想，在活动中为幼儿创设相应的教学环境，注意随机教育，
适当保留一些有难度的内容让幼儿自己去尝试、探索，这点
很重要。

语言鸡蛋里的秘密教学反思篇四

“拿鸡蛋来干什么呢？”“是让鸡蛋站起来吗？”……五七
班的教室里传来一阵阵的议论声，教室里炸开了锅。楼老师
笑了笑，说：“我们今天来捏鸡蛋。”同学们听了，不屑一
顾，都举起了手，准备给鸡蛋来一个下马威。

首先，我们班的大力士闪亮登场。商博文大摇大摆地走向讲
台，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瞥了鸡蛋一眼，嘴角微微上扬。



他一把抓起鸡蛋，摊开手掌，让鸡蛋睡在手心里。手指贴住
鸡蛋，用力一捏，不破。再捏，仍然毫发无损。刚才的傲气
顿时烟消云散了。他的眉毛扭曲在一起，眼睛瞪得如铜铃般，
牙齿紧紧地咬住嘴唇，像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小鸡蛋并没
有闻风丧胆还是安然无恙。这可惹恼了商博文，他使出九牛
二虎之力，青筋都突了出来。蛋宝宝似乎刚睡醒，眨着惺忪
的眼睛看着“大力士”。“这怪我吗？是你力气不够
大。”“大力士”惨败。

“女汉子”跃跃欲试，也上去挑战。葛宸宇的`手握成拳头状，
死死地捏着鸡蛋。她眼睛紧闭，弯着腰，像只弓着背的大虾。
她为了不重演大力士的结局，就跨着马步叉着腰，使出吃奶
的力气。此时，鸡蛋的壳似乎是用金刚石做的，“刀枪不
入”。最终“女汉子”还是甘拜下风了。

其实鸡蛋里藏着一个小秘密。当我们握住鸡蛋时，压力均匀
分布。而捏住鸡蛋上下方时，压力集中在一个点，所以才捏
破了。原来，做事不能以蛮力拼，应当以技巧取胜！

语言鸡蛋里的秘密教学反思篇五

1、活动开始，教师结合图片和声音导入活动，从视觉和听觉
刺激孩子，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同时孩子们在用语言描
述看到、听到的春天过程中也为后面理解诗歌、仿编诗歌奠
定基础。

2、在引导孩子们理解诗歌环节中，教师采取了先整体欣
赏——分段理解的方法，在分段理解过程中，教师并没有死
教孩子，而是通过提问、观看图片、表演等方式引导孩子们
理解诗歌内容，感受春天的美景。特别是教师注重诗歌中细
节以及词汇方面的理解，如引导孩子们通过动作表现“垂柳
飘荡”。

3、教师有一定的课堂机智，在教学过程中能耐心等待幼儿，



能智慧处理课堂突发事件，如在引导孩子们理解“垂柳换上
嫩绿的春装”中，教师提问：春天还有什么也换上了嫩绿的
春装？有一个孩子回答：小河。这时教师能及时追问：为什
么你认为小河会换上嫩绿的春装？孩子回答不上来，这时教
师适时给予提醒：春天到了，小河会有什么变化？从中孩子
们思考：春天来了，小河里的水草变绿了，小河就像是换上
了嫩绿的春装。

4、在仿编环节中，教师给予孩子们思考和讨论的时间，在仿
编过程中教师给予一定的帮助，并引导孩子们朗诵仿编的诗
歌，使孩子们体验到成功感，感受仿编的乐趣。

1、导入环节以及理解诗歌内容环节所用时间有点长，导致后
面活动比较紧凑。

建议：活动中教师要学会把握课堂节奏，张弛有度，详略得
当。

2、在引导孩子们朗诵环节中，教师应采取多种方式引导孩子
们至少朗诵2——3次，这样孩子们才能真正理解诗歌内容以
及结构特点。

3、在第一次执教过程中，由于分析教材中只分析到了诗歌具
有循环反复的结构特点，在教学活动中也只引导孩子们观察、
发现这一结构特点，漏掉了诗歌“问答”的结构特点，因此
导致后面孩子们在仿编环节中不能正确按照诗歌结构进行仿
编。

（1）重新分析教材，改为：《春天的秘密》是一首以“循环
反复、问答的句式”为主的诗歌。

（2）教学活动中通过图谱等方式引导孩子们发现并了解诗歌：
循环反复、问答两种结构特点。



（3）如果孩子们在发现结构特点时说：“诗歌前面和后面是
一样的。”教师应追问：“哪里是一样的？”鼓励孩子们将
反复的句式朗诵出来，加深了解。

（4）鼓励孩子们分组以问答的形式朗诵诗歌，进一步理解诗
歌结构特点。

4、教师示范朗诵诗歌时每段之间注意可以有一定的停顿，使
幼儿在倾听中能更加明显地感受到段与段之间区别。

5、本次教学活动中教师采取了原来诗歌的前三段，但是发现
孩子们对于“河水淅沥淅沥”不是很能理解，而且“小河里
的冰融化了”与现在气候特征差异太大，因此建议再次重组
教材，选取原教材中的第2、3、4段开展教学活动。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