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牛和鹅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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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牛和鹅教学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步加强对机动车、非机动车特点的了解。

2.认识机动车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方便和其排放废气对人们生
活环境造成的影响。

3.愿意向大家宣传环保知识，培养爱护环境的习惯。

4.感知故事中象声词运用的趣味性。

5.帮助幼儿体验和理解故事内容，尝试讲清简单的事情。

活动准备：

1.图片3张。

2.自行车、卡车、轿车、摩托车、公共汽车、三轮车、拖拉
机的卡片。

活动过程：

（一）出示背景图，引导幼儿观察小狐狸车店。

师：小狐狸车店里有什么车？



（三）完整讲述故事，引导幼儿了解机动车的危害（四）出
示车辆图卡，引导幼儿分析、比较机动车、非机动车的优点
和不足总结：与幼儿一起总结非机动车的优点是没有污染，
缺陷是费时费力；机动车的优点是便利、快捷，缺陷是排放
到大气中的废气污染较大。通过电动车的导入，激发幼儿的
科学兴趣及探索欲、求知欲。

活动延伸：

请幼儿在家长的帮助下，设计几种减轻机动车污染问题的方
法，上课时与大家一起分享。

故事：森林车店 在美丽的森林里，小狐狸开了一家车店。车
店里的车可多了，有自行车、摩托车，还有最新产品：小狐
狸牌省力机动车。

一天，聪明的小狐狸在树林里贴了一张广告：“小狐狸牌省
力机动车体积小，速度快，省时、省力、省油，价格便宜”。
消息传开，乌龟爷爷驮着小乌龟赶来了，袋鼠妈妈抱着小袋
鼠赶来了，胖胖的熊猫奶奶和年迈的山羊公公也拄着拐杖来
了。大家争着购买小狐狸牌省力机动车，它们觉得有了机动
车方便极了。

从这以后，森林里到处回响着机动车“突突突”的声音，弥
漫着机动车冒出的一股股黑烟。

没多久，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林里的树叶没以前那么绿了，
天空也总是灰蒙蒙的。生病的动物也越来越多，咳嗽的，流
鼻涕的，喉咙痛的，严重的还住进了医院。狮王很着急，命
令黑猫警长进行调查。

黑猫警长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仍未查出原因。小朋友，你
们能帮助黑猫警长查出原因吗？



活动反思：

本活动虽然是一堂探险课，但在探险的过程中体现了极大地
趣味性。自设的场景和装备既使用又简单，如过河用的桥墩
（塑料垫）这些简单的道具，给我们整堂课带来很大的趣味
性，所以课堂氛围和学生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展示。 虽然在创
新和趣味性方面做得不错，但通过实际教学，发现了不少的
问题。因为本课，模拟的是一次野外探险活动，所以在组织
上有很大的挑战，实际反映出许多的问题。在教学教法上，
语言指导和激励方面还不够准确，我的表情和情绪不是完完
全全地和学生能打为一片。评价时，语言不够简练，不能一
点到位，缺乏激励性评价。

通过本次课的教学，我得到很大的启发，及在课的内容、教
法、组织、情感、目标、评价、运动量等诸多方面得到启发。
（通过课堂教学，我要考虑所选的内容到底适不适合大班幼
儿练习，能不能达到锻炼的效果，同时在规定了课堂内容后，
我应该采取哪些方法、手段和组织形式来引导孩子们参与到
活动中来，通过积极有效的评价以及合理的运动量，来达到
孩子们在认知、技能和情感上的发展目标）。

最后写一下这次活动我的一个很深的感悟就是：一堂成功的
体育教学游戏就必须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发展的平台，即：给
孩子们一个探索、合作、创新、表演发展的空间和时间。

牛和鹅教学反思篇二

1、训练幼儿思维的发散性和连动性。

2、通过幼儿欣赏《圆圆的春天》，让幼儿感知儿童散文作品，
学会欣赏性情听。激发幼儿仿编散文的兴趣。

1、激发法



2、探索法

1、知识准备：幼儿已感知、认识圆的物体。知道唱片能发出
好听的声音。

2、材料准备：生活中各种圆形物品及图片(供幼儿活动用)。

3、教师准备：录音机、背景图、操作卡、字卡

(一)游戏(找圆)

1、老师："今天，有许多的朋友来我们班做客，我们去请它
们出来吧?

2、幼儿听音乐找朋友

4.提问：使幼儿了解散文诗的`特点。

"你们喜欢散文诗吗?""喜欢它什么呢?"

(四)幼儿仿编散文幼儿通过介绍自己找到的朋友来仿编散文
诗幼儿在音乐中郎诵自己仿编的散文诗(老师做记录)

(五)延伸活动幼儿听音乐用身体姿势做圆的动作(如：抱腿滚
圆、拉手成圆圈等)

各领域渗透：

音乐：圆圈舞

美术：幼儿用圆进行美术创作画

科学：幼儿了解cd放音原理

生活中的渗透幼：儿练习形容词组



牛和鹅教学反思篇三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
也在逐渐提高。在教育教学中，安全教育被视为一项重要的
内容，被广泛纳入到各个学科的教学中。然而，通过对安全
教案的反思，我深刻体会到了在安全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也对如何更好地开展安全教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识。

首先，我意识到安全教育应该是一个全员参与的过程，不能
仅仅依靠教师的个体努力。在很多学校，安全教育往往局限
于某一门课程的教学中，而其他学科很少涉及。这种做法使
得学生只能在单一的学科中接触到安全知识，难以将知识应
用于实践中。因此，应该将安全教育纳入到每门学科的教学
内容中，通过跨学科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应对能力。

其次，安全教育必须注重实践操作，以增加学生的实际经验。
通过对安全教案的反思，我发现有些教案过于理论化，缺乏
实践操作环节。但实际上，只有通过实际操作，学生才能更
好地理解和记忆安全知识。因此，我认为在设计安全教案时，
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通过游戏、实验、实地考
察等形式，让学生参与到实际操作中去，提高他们的安全认
知和应对能力。

此外，安全教育必须贯穿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不能只停留
在某一阶段。在我反思自己的安全教案时，我意识到有时候
会将安全教育当做一次性的任务，只在某个时间段内进行，
而没有将其纳入到整个学习过程中。然而，安全教育不应仅
仅限于某一时刻，应该贯穿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活。只有将安
全教育融入到各类学习活动中，让学生始终保持对安全问题
的关注和警惕，才能真正做到形成良好的安全习惯。

最后，我深刻认识到安全教育应该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通
过对安全教案的反思，我发现有时候过于突出安全风险，以



致于让学生陷入一种过分紧张的状态，导致他们害怕和逃避
面对安全问题。因此，我认为在安全教育中，应该注重培养
学生的心理健康，让他们正确认识风险，理性面对问题，并
通过实际操作和训练提高应对能力，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总之，通过对安全教案的反思，我深刻认识到安全教育应该
是一个全员参与、贯穿全过程、注重实践和关注心理健康的
教育内容。只有通过全面、系统的安全教育，才能培养学生
的安全意识和安全能力，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地防范安全风险，
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希望将来能有更多的教育者关注并
重视安全教育，以共同努力为学生的安全保驾护航。

牛和鹅教学反思篇四

1、引导幼儿步入神奇的数学领域。

2、帮助幼儿理解物体轻重所具有的相对性，掌握正确的比较
方法。

3、幼儿能够正确比较物体的轻重。

4、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
一起游戏。

5、体会数学的生活化，体验数学游戏的乐趣。

图片两幅；小筐子一个；铁球、皮球、棉团各一个；绒毛玩
具小猫、小鸡、小老鼠、狮子各两个。场地画有迷宫图。

首先请幼儿画一画，把第一幅图中重的物体下面画标记。

比一比，比较第二幅图中桶和袋子谁重，谁轻？

试一试，完成以上任务后，幼儿在筐中用自己的方法比较铁



球、皮球和棉团的重量，将最重的给爸爸，比较重的给妈妈，
最轻的给自己。

玩一玩，三人快速来到迷宫前，放下手中的物品。手持重物者
(爸爸)走蓝线，手持最轻物品者走红线(孩子)，妈妈作裁判。
爸爸和孩子分别从起点出发，依次比较两动物的重量，取重
量重的动物前行，沿线走到终点，又快又正确者为胜。

1、在整个活动中我极力引导孩子运用数学语言合乎逻辑地进
行讨论质疑，激发孩子学习数学的兴趣。幼儿正处在好奇又
好动的年龄，课中我极力鼓励他们多动手，多表达，多思考，
引导幼儿利用生活和游戏的实际情景感知和理解事物的轻重
特征，并用相应的词语描述。我认为本次活动的不足是活动
时间较长，下次活动各环节应更紧凑。

2、小班数学活动教案：比较轻重教案(附教学反思)

1、引导幼儿步入神奇的数学领域。

2、帮助幼儿理解物体轻重所具有的相对性，掌握正确的比较
方法。

3、幼儿能够正确比较物体的轻重。

4、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5、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图片两幅；小筐子一个；铁球、皮球、棉团各一个；绒毛玩
具小猫、小鸡、小老鼠、狮子各两个。场地画有迷宫图。

活动指导：

首先请幼儿画一画，把第一幅图中重的物体下面画。



比一比，比较第二幅图中桶和袋子谁重，谁轻？

试一试，完成以上任务后，幼儿在筐中用自己的方法比较铁
球、皮球和棉团的重量，将最重的给爸爸，比较重的给妈妈，
最轻的.给自己。

玩一玩，三人快速来到迷宫前，放下手中的物品。手持重物者
(爸爸)走蓝线，手持最轻物品者走红线(孩子)，妈妈作裁判。
爸爸和孩子分别从起点出发，依次比较两动物的重量，取重
量重的动物前行，沿线走到终点，又快又正确者为胜。

以前，孩子们总认为大的物体就重小的物体就轻。他们是从
外在感官上去判断物体的轻重，却不知物体的轻重可以测量。
所以我设计的这节课以幼儿操作为主探索比较物体轻重的方
法。

牛和鹅教学反思篇五

教案是教师备课和授课的重要工具，通过教案可以将课堂教
学的目标、过程和评价等方面进行规划和安排。然而，在教
案的编写和实施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惑。
在本文中，将探讨教案反思心得体会，以期提高教学质量和
效果。

二、教案编写与实施过程的困惑

在教案的编写和实施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许多困惑。首
先，教学目标的确定往往难以明确。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把
教学目标设立得过高或过低，导致学生的学习压力过大或者
学习兴趣不浓。其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也是一个
难题。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学生的需求来选择合适
的内容和合适的教学方法，但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自身的经验
和局限而选择不当。最后，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往往也不够
科学和具体。我们应该采用多种形式的评价方法，如测验、



考试、实际操作等，使学生全面发展。

三、反思的重要性

教案反思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审视和评价
的一种方式。通过反思，我们可以从教学的经验和教训中总
结出教育教学的规律和特点，进而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反思还可以帮助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更好
地适应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学习特点。

四、教案反思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教案反思需要我们有一个客观、全面、深入的认识和分析。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反思：首先，反思
教学目标的设计和实施，检查目标是否明确、具体、可操作；
其次，反思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看是否符合学生的
实际需求和学习特点；再次，反思教学评价的方式和标准，
评估教学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在反思的时候，我们可以
借助一些工具和手段，如教学日志、教学视频等，以全面而
深入地反思教学过程。

五、教案反思的意义和价值

教案反思对于我们的教学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首先，
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及时调整和
改进教学方法；其次，它可以帮助我们总结教学的成功经验，
形成有效的教学策略和方法；再次，它可以激发我们对教育
教学工作的热情和创造力，促进我们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六、结语

教案反思是教师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反思可以帮助
我们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我们应该积极采用反思的方
式，审视和评价自己的教学工作，不断改进和创新教学方法



和手段，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