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认识公共标志教学反思(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认识公共标志教学反思篇一

《小兔请客》本次活动的达成度较高，幼儿都能找到各种动
物喜欢吃的对应事物，从而让幼儿了解身边常见动物的不同
叫声以及爱吃的食物。从托班幼儿实际生活出发，结合幼儿
生活经验，提升幼儿参与兴趣，让小朋友给对应的小动物喂
食，游戏化的情境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和注意力，在教具准
备上，小鱼、小虫、小虾、肉骨头卡片人手一份，使小朋友
们都能很好的学习和操作，既可以方便老师的个别指导，也
可以让一些能力水平较弱的`幼儿有练习的机会，让他们在反
复操作中获得提高与认识。就是在操作部分，要让幼儿学说
一句话，由于托班幼儿的年龄比较小，有个别幼儿还不是说
的很到位，需要老师帮助说完整，所以我会把这次活动的材
料放入语言区角中，让她们在游戏中自然而然的掌握。这样，
既可以方便老师的个别指导，也可以让一些能力水平较弱的
幼儿有练习的机会，让他们在反复操作中获得提高与认识。

本次活动依据幼儿原有认知经验的基础上设计的，本次活动
通过为幼儿创设宽松的可选择的环境，让幼儿给不同的小动
物找到食物，以幼儿自主活动的形式贯穿始终，让幼儿在宽
松的环境中自由自主地参与、探索，积极表现自我，乐于交
流。从而满足每一个孩子表现与表达的欲望和需求，实现幼
儿原有经验的再现、整合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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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公共标志教学反思篇二

我讲授了《公共场所拒绝危险》一课，学生们学会了很多的
知识，他们认识了一些公共标志，学会了保护公共设施。孩
子们发言很积极，课堂气氛特别活跃，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在课堂中，我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激发了学生们的`
学习兴趣，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很高，能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
动之中，孩子们的学习效率很高。

我采用了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学生们可以互相启发、共同
提高。孩子们的思维很活跃，能从多角度去思考问题，收到
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很善于评价学生，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学生们找到了自
身的价值，尝试到了成功的喜悦。

不足：

1、有个别学生在学习上不够主动。

2、学生们的知识不够丰富。

改进措施：

1、我们要关注学困生，应多表扬鼓励他们。

2、教师应让学生多看书，要开阔孩子们的视野。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们要不断地去探索、去实践，争取逐步
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认识公共标志教学反思篇三

本次教学活动目标：

1、感知音乐的游戏情节，熟悉乐曲旋律，知道a段音乐跳
跃，b段音乐沉重的特点；

2、能根据音乐旋律的特点，用铃鼓不同的演奏方式为乐曲伴
奏；

3、愿意参加演奏活动，在于同伴一起演奏中，体验共同活动
的快乐。其中我以目标2作为本次活动的重难点。

我首先运用故事导入，同时以幼儿参与游戏的形式，帮助幼
儿深刻的感受感受ab两段音乐的不同特点。在活动中，我引
导幼儿尝试用动作（拍手、转手腕、拍腿）表现音乐节奏，
并用语言（蹦蹦跳跳、吃吃草、跳跳舞）作为辅助提示，为
幼儿打击乐演奏做准备。在出示打击乐器时，我让孩子充分
感受乐器的音色，并与乐曲的旋律特点向匹配，引导幼儿制
定演奏方案，并在演奏的过程中，有针对性的提出问题，教
师不断的退位，让幼儿不断地提升改进。活动中，我注重了
以幼儿为主，教师的语言和肢体动作都能起到较好的引导的
作用，幼儿在活动中都能积极参与体验，活动效果良好。

存在问题：

1、活动的前半部分——幼儿用动作伴奏不够紧凑，稍微有点
拖沓。

2、在幼儿选择乐器时，在拍铃鼓和摇铃鼓部分，缺少一个让
孩子把两种演奏方式与动作、音乐结合起来练习的环节，在



重难点突破上做得不够。

认识公共标志教学反思篇四

本次公开教学，我执教的是《小兔请客》。在本课的教学中，
我觉得好的地方是在探索整十数加减整十数的计算过程中，
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动手，自己去动脑，来探索方法。在教学
时，童话故事是小学生比较喜欢的，它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比如，学生在观察情境图时，看到小刺猬扎走了许多果
子，他们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正因为孩子们融入到情
境中，所以讲出了非常有趣的'故事，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数
学问题。总的来说，这节课学生积极性高，学习兴趣浓厚，
学习任务也完成得较好，但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如：
在提问题时若让学生再把条件问题连起来读一读，进一步感
知应用题结构，也许会为以后的应用题教学奠定很好的基础，
但是我怕花太长时间会拖课，以致这个地方有点仓促。还有
就是课堂上的语言组织和语言表达不是很清晰，还需要今后
自己努力。

认识公共标志教学反思篇五

《小兔逃跑》趣味性很强的一个故事，开学第一天有幸接触
和小朋友一起品味这个故事，觉得非常有意义，通过学习之
后；老师和孩子一起发现了其中蕴涵的深刻道理。

在课前的准备中才发现，《小兔逃跑》这个故事并没有配套
图片，也没有相关的活动材料，后来去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有
小兔逃跑的课件，考虑到一些设备的问题，我就选取了几张
图片进行自己绘制图片作为上课时的.教具，以便幼儿能更好
的理解故事内容。

活动开始了，我作神秘状，说：“有一只小兔子会变魔术，
她的妈妈也会变，真有趣呀，你们猜它们都会变成什么
呢？”幼：“应该是气球、应该是苹果……”小家伙们马上



兴奋地告诉我说。“那么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讲的
就是一个关于小兔子的故事，想听吗？幼大声说：想。（这
时的孩子们已非常集中注意力，有强烈的倾听欲望了）接着
活动的中间环节中我加入了“如果老师逃跑了，你们怎么
办”这一问题，进一步引导幼儿学说“要是老师变成……我
就变成……”的句式。这不仅有利于幼儿对句式的掌握，也
使幼儿体会了师幼之情，在开学之初我想也有必要让孩子们
增进师幼之情。在最后环节，建构式课程上是以游戏为结尾
的，但我考虑到，这学期才刚开始，经过一个暑假大多数幼
儿特别是男孩子还很难静下来，在管理上会有点困难，因此
我把游戏活动延续到了课间的自由活动，让他们能静与动相
结合，一部分的幼儿也有将与同伴讨论后小兔逃跑的结果以
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当然在整个的教学过程中我也不忘说到：“小兔为什么要逃
走，是因为不喜欢家和妈妈吗？”小朋友都觉得不是，有的
说小兔想自己出去玩玩，妈妈不允许；有的认为小兔子是在
跟妈妈玩捉迷藏。这样一来，兔妈妈和小兔的关系就不仅是
你逃我追，而是兔妈妈对小兔独自外出不放心，想陪伴守护
着它。所以，小兔变成鸟，妈妈就是鸟儿栖息的大树；小兔
变成鱼，妈妈就是钓鱼人或是追逐鱼儿的浪花；小兔变成蝴
蝶，妈妈就是最美最香的花朵，哪怕小兔变成一只小老鼠，
妈妈也应该是大花猫脖子上的铃铛！

通过这个故事，幼儿理解了小兔渴望证明自己长大的情感，
也体会到了妈妈疼爱、保护孩子的心意。最终小兔放弃逃跑，
是因为知道不管自己走到哪里，妈妈的心永远会追随着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