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影子教学反思(实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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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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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影子教学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故事中小熊天真、憨厚的性格特征。

2、学习复述和表演故事。

3、了解树荫随太阳位置的变化而变化。

4、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活动准备：

教学挂图、幼儿学习资源等。

活动过程：

一、幼儿回忆对树荫的认识、引起听故事的兴趣

1、提问：夏天到了、小朋友在室外活动时喜欢在哪里?为什
么?

2、教师小结：夏天、小朋友喜欢在树荫下活动、因为树荫下
凉快。有一只小熊也喜欢在树荫下休息、现在、请小朋友听



一听小熊和树荫之间发生的故事。

二、欣赏故事、理解故事内容

1、教师用课件完整讲述故事、并提问：

(1)故事发生在什么季节?(夏天)

(2)小熊在树荫里睡觉、被什么烫醒了?为什么?(被太阳烫醒
了因为树荫跑开了、太阳照在小熊身上。)

(3)小熊知道是谁在和它开玩笑吗?(知道、是太阳在和它开玩
笑)

(4)小熊很想把树荫留住、它做了什么事情?(小熊赵爱丽木桩
和绳子、吧树荫牢牢钉住、牢牢捆住)

2、猜一猜：树荫为什么会跑呢?

教师小结：因为太阳一直在动、所以树荫也跟着一起动了。

三、再次欣赏故事、对故事内容加深理解、感受小熊的可爱
和憨厚

1、教师边操作教具边放录音、引导幼儿讨论：你喜欢故事中
的小熊吗?为什么?

2、通过提问引发幼儿积极的为小熊想办法。

(1)小熊最后被太阳烫醒了、太阳真的坏吗?为什么?

(2)你能帮助小熊想个好办法、让他睡一个又香又凉快的觉?

(3)引导幼儿给故事起名字。



四、活动延伸

带幼儿到户外观察树荫在不同时间的不同位置及其他物品在
阳光下影子的变化、引导幼儿记录并表达。

活动反思：

在活动中幼儿提出为什么树荫会跑的疑问、为了让孩子们更
深刻的理解树荫为什么会跑、于是我带着孩子们来到了户外、
观察太阳在不同的方向照在树上的影子也会发生改变、接着
我又带着小朋友们玩起了捉影子的游戏、让他们了解影子是
抓不住、绑不住的。在户外的体验中、孩子们很快就接受了
新的知识、不需要用很强的理论性的东西来教学、真正做到
了学中玩、玩中学。

中班影子教学反思篇二

孩子年龄尚小，并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怎样做才是最好。要让孩子明白这些就需要在孩
子的心目中树立好的榜样。

为此我设计了《学好样》这一活动。

首先提问导入，激发了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其次通过多媒
体课件激发幼儿学习诗歌的兴趣，而形象生动的课件帮助幼
儿更容易的了解了儿歌，播放课件同时也学习了重点字
词“静悄悄”“横冲直撞”“糟糕”“美妙”等，使幼儿对
诗歌的内容基本掌握并理解了；最后辅助动作让幼儿重复念
诗歌，来加深对儿歌的印象。通过学习诗歌萌发幼儿向好样
学习，从而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规则意识。

中班影子教学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倾听兴趣及注意力。

2、学习传话技能，听清句子中每一个字的发音，并能清楚转
达。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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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

1、果树模型若干，各种水果图片若干。

2、各种动物卡片若干。

3、小篮若干。

活动过程

一、学习传话

1、将幼儿分成若干组，教师对每组第一个幼儿说一句话，一
个一个的向后传，请每组最后一个幼儿说说是什么话。

幼儿讨论：怎样才能传不错话？

2、请每组最后一个幼儿说一句话，一个一个向前传，每组第
一名幼儿来告诉老师是一句什么话。

二、创设情境学习转述

（园长走进教室）



园长：对不起，打扰一下，请问魏老师在吗？

教师：她出去了，您找她有事吗？

园长：请通知魏老师今天下午两点到大三班听课。

教师：请魏老师今天下午两点到大三班听课。是吗？

园长：是的，等会儿魏老师回来了，请您转告她。谢谢。
（园长出教室）

教师：小朋友们，一会儿魏老师回来谁能把通知转告给她？

（幼儿练习转述，教师适时进行指导。提示：什么时间，到
什么地方去，去干什么。）

（魏老师进教室）

教师：哪个小朋友来告诉魏老师有什么事？

（请多名幼儿进行转述）

魏老师：小朋友们说的真好，谢谢你们，下午我一定准时去。

（针对幼儿情况进行评价。如：认真听，记住说的是什么话；
传话慢一点，把每个字都说清楚。）

三、传话游戏

1、摘果子每组最后一个幼儿手提小篮，说出水果的名称，幼
儿一个一个向前传，最前面的幼儿根据听到的水果的名称到
果树上摘果子。回来后放入本组的小篮中。

2、送果子出示动物图片，每个动物图片对应一个纸质的`小
篮。请幼儿听到动物名称后进行传话，最后一名幼儿根据听



到的动物名称把一个水果放入其小篮中。

注意：如传错了话，要重新从头开始传。

活动反思

《传话游戏》这个幼儿感兴趣的题材，既贴近幼儿的生活，
又有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与视野。活动中我们将幼儿本身的
需要、兴趣、经验和能力放在首位，让幼儿成为学习的主人。
通过集中与分组、集体与个人、讲述与想像，形成立体式的
环境教育活动体系。

中班影子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目标：

1、理解作品内容，掌握作品的主要情节，并明白：只要肯动
脑筋，什么事都能办到。

2、根据已有的相关经验，创造性地续编故事。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引出课题：“看见小鸟在天上飞，小朋友你们想不想
飞？”（幼：想）“我们来看看，看见小鸟在飞，还有谁也
想飞。”

二、观看多媒体课件，教师讲述故事

1、打开多媒体大屏幕，出现第一幅画面：许多动物在看小鸟



飞。教师引导幼儿看图片。

2、教师讲述故事一遍（不逐页出示图片）。

3、提问：

（1）看见小鸟在天上飞，还有谁也想飞？

（2）那小蚂蚁、小青蛙和小猪自己会飞吗？

（3）它们想出什么办法让自己飞起来？

4、教师再次讲述故事（根据故事的展开逐页出示图片）。

5、教师讲述故事后，逐页图片提问：

（1）看见小鸟在天上飞，大家都很羡慕，乌鸦奶奶怎么说？

（2）小蚂蚁它怎么说？然后想了什么办法让自己飞起来？

（3）小蚂蚁飞起来了吗？为什么会飞起来？

（4）小青蛙想了什么办法让自己飞起来？

（5）小青蛙为什么不摘朵蒲公英而要吹个气球？

（6）小猪想了个什么办法？

（7）大家都飞起来了，还有谁没飞起来？

三、引发幼儿想象，大胆续编故事

1、教师引导幼儿大胆想象，为小兔和大河马想个办法飞上天。

2、幼儿集体讨论：用什么办法让小兔和河马也飞起来。



3、请个别幼儿讲讲，并讨论这个办法好不好。

4、请全体幼儿从多种办法中挑出二个最好的办法。

四、根据幼儿的想象，连贯讲述故事一边

1、教师用语言启发调动幼儿的积极性，引导幼儿也讲述故事。

2、教师提问：乌鸦奶奶最后说了一句什么话？你听了这句话
心里有什么想法？

3、点明故事内涵：只要肯动脑筋，什么事都能办到。

五、活动延伸

教师：我们也要想个办法让自己飞起来，走，我们去把好方
法画下来。

附故事：我也能飞

看见小鸟在天上飞，大家都很羡慕。乌鸦奶奶说：“你们没
有翅膀，永远也飞不起来！”

“我偏要飞！”小蚂蚁说着，摘了一朵蒲公英当小伞。

“我能飞起来喽！”小蚂蚁高兴得叫起来。

“我也试试看！”小青蛙吹了一个大气球。

“我也能飞起来喽！”小青蛙好快乐。“噢，这是什么？”
乌鸦奶奶戴上老花镜。

胖小猪说：“这是我制造的飞机。”

“我也能飞起来喽！”胖小猪开着飞机上了天。



乌鸦奶奶想了想说：“看来，只要肯动脑筋，谁都能飞起
来！”

中班影子教学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倾听兴趣及注意力。

2、学习传话技能，听清句子中每一个字的发音，并能清楚转
达。

活动准备：

1、各种水果卡片若干。

2、各种动物卡片若干。

3、小篮若干。

活动过程：

一、学习传话

2、请每组最后一个幼儿说一句话，一个一个向前传，每组第
一名幼儿来告诉老师是一句什么话。

二、创设情境学习转述

（园长走进教室）

园长：对不起，打扰一下，请问魏老师在吗？

教师：她出去了，您找她有事吗？



园长：请通知魏老师今天下午两点到大三班听课。

教师：请魏老师今天下午两点到大三班听课。是吗？

园长：是的，等会儿魏老师回来了，请您转告她。谢谢。
（园长出教室）

教师：小朋友们，一会儿魏老师回来谁能把通知转告给她？

（幼儿练习转述，教师适时进行指导。提示：什么时间，到
什么地方去，去干什么。）

（魏老师进教室）

教师：哪个小朋友来告诉魏老师有什么事？

（请多名幼儿进行转述）

魏老师：小朋友们说的真好，谢谢你们，下午我一定准时去。

（针对幼儿情况进行评价。如：认真听，记住说的是什么话；
传话慢一点，把每个字都说清楚。）

三、传话游戏

1、摘果子每组最后一个幼儿手提小篮，说出水果的名称，幼
儿一个一个向前传，最前面的.幼儿根据听到的水果的名称到
果树上摘果子。回来后放入本组的小篮中。

2、送果子出示动物图片，每个动物图片对应一个纸质的小篮。
请幼儿听到动物名称后进行传话，最后一名幼儿根据听到的
动物名称把一个水果放入其小篮中。

注意：如传错了话，要重新从头开始传。



中班影子教学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感受两个好朋友在一起打电话、说悄悄话的快乐。

2、激发幼儿积极表达的乐趣。

活动准备：

图片、音乐（找朋友、悄悄话）

活动过程：

一、听音乐找朋友跳舞找自己的好朋友、和自己的好朋友坐
在一起。

二、师：你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可是还有人没有好朋
友。（出示图片树下小田鼠和树上的小鸟）

――师：其实小田鼠和小鸟早就想成为好朋友、可是他们为
什么没有成为好朋友呢？（幼儿猜测）

小田鼠和小鸟究竟为什么没成为好朋友呢？（教师念散文的
第一段一棵很高很高的树上、住着三只很小很小的小鸟、树
下住着三只小田鼠。

小鸟想找小田鼠玩、可是、他们还没有长好羽毛、不会飞。
小田鼠想找小鸟玩、可是、他们不会爬树。）

――师：有什么办法让小田鼠和小鸟成为好朋友呢？（幼儿
相互讨论）

看看小田鼠用了什么办法？（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观察图片



并讲述）

出示图片、种子长大变成了什么？（喇叭花）

――师：小田鼠种喇叭花有什么用？（幼儿相互讨论）

看看谁猜对了。（出示图片、喇叭花爬呀爬、爬到小鸟家。
喇叭花开了、又圆又大、变成了小电话。）

――师：猜猜小田鼠和小鸟会说什么悄悄话？（幼儿相互讨
论）

三、老师扮小田鼠、幼儿扮小鸟、打电话。（例：师：喂、
是小鸟吗？我是你的好朋友小田鼠……）

四、两个好朋友一个扮田鼠、一个扮小鸟、相互打电话。

五、播放音乐、唱唱跳跳《悄悄话》。

活动延伸：

制作喇叭花电话

附：喇叭花电话

一棵很高很高的树上、住着三只很小很小的小鸟、树下住着
三只小田鼠。

小鸟想找小田鼠玩、可是、他们还没有长好羽毛、不会飞。
小田鼠想找小鸟玩、可是、他们不会爬树。

一只小田鼠在树下种了棵喇叭花。

喇叭花爬呀爬、爬到小鸟家。喇叭花开了、又圆又大、变成
了小电话。



小田鼠在树下问：“喂是小鸟家吗？”；老。师"小鸟在树上
答：喂是小田鼠家吗？

小鸟为小田鼠唱歌：嘀嗒嘀嗒嘀嗒。小田鼠为小鸟念儿歌：
大尾巴长大尾巴大

一棵喇叭花、连着两个家、小鸟和田鼠、天天说着悄悄话。

活动反思：

?喇叭花电话》是一篇充满了童趣、充满了爱与关怀的童话、
它将喇叭花想象成电话、是小鸟和小田鼠能够彼此交流、关
心。活动的重点在于能用较完整的语句讲述小田鼠和小鸟打
电话的过程、难点在于在打电话的情景中体验同伴之间互相
关心的美好感情。在本次活动中、采用了幼儿观察画面猜测
讲述的形式、让孩子大胆猜测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小鸟和小
田鼠成为好朋友、并且猜猜两个好朋友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
悄悄话、孩子的想象力是丰富的、但是还是需要老师的引导
来讲述出自己的想法、在情境表演中感受小动物之间的美好
感情。最后将情感迁移到生活中、让孩子知道好朋友之间不
仅可以分享快乐、有难过的事情或者是困难都可以告诉好朋
友幼儿教育、好朋友会为你分担、安慰你、体验同伴之间互
相关心的美好感情。

中班影子教学反思篇七

活动目标：

1、通过欣赏散文，加深幼儿对树叶从春天到秋天逐渐变黄，
最后变成落叶的印象，体验散文中亲情交流的愉悦感受。

2、通过讨论"最喜欢的句子"，引导幼儿感受散文中最美的词
句，并用较完整的句子描述出来。



活动重点：

通过欣赏散文，理解散文内容。

活动难点：

理解第三段：小树叶飘到各个地方。

活动准备：

1、多媒体动画。

2、组织幼儿到室外观赏过落叶的景象。

活动过程：

一、倾听音乐《小树叶》，把幼儿带入散文意境。

（电脑播放音乐）师：大树是妈妈，谁是她的孩子？

你知道春天、夏天、秋天的小树叶是什么样子的吗？

（启发幼儿结合已有经验讲述）

二、演示动画，结合散文内容与幼儿讨论。

夏天，小树叶发生了什么变化？许多小树叶在一起象什么？

秋天到了，小树叶象什么？在干什么？

（再次观赏动画，理解词：翩翩起舞）

2、重点欣赏第三段散文。

（1）提问：



小树叶离开了大树妈妈，飘到了哪里？象什么？

（2）鼓励幼儿先欣赏，并展开讨论（欣赏第三段动画）鼓励
幼儿用较完整的句子描述。

（3）最后小树叶飘到了哪里？他们心里想起了谁？在说些什
么？

3、欣赏第四段（播放第四段动画）小树叶飘到了哪里？他们
盼望什么？

你觉得小树叶是个怎样的孩子？

三、完整欣赏。

（完整播放整篇散文的动画）

1、边听边轻声跟念。

2、想一想你是小树叶，你喜欢飘到哪里？

（根据幼儿回答，展示有关画面）

四、边表演边找出自己喜欢的句子。

1、你最喜欢哪一句话？

2、边听散文，边自由表演散文小树叶飘落时会做什么动作呢？

五、结束活动。

游戏：小树叶和妈妈请几名幼儿做大树妈妈，体验小树叶与
妈妈之间的情感。

教学反思：



本次活动充分运用多媒体集成性的特点，将文本、数字、图
形、视频、动画、声响融为一体，变单一为综合，较好地运
用不同的手段帮助幼儿理解文学作品的内容。如散文中为了
增加幼儿的生活经验，理解体会散文的意境，首先播放了一
段树叶飘落的景色，加深了幼儿对落叶的印象，这种动态的
效果是一般的图片所不能比拟的。

多媒体在该文学活动中变较复杂、不常见、难理解的内容为
直观浅显、动态的感性材料，使幼儿易于理解和把握。比如，
散文中将秋天的树叶比喻成"穿着金黄裙子的小姑娘"挽着大
树妈妈在秋风中翩翩起舞。幼儿不太明白为什么把树叶称为"
小姑娘"，散文中采用了一段多媒体动画：先是满树的树叶慢
慢地由绿变黄，围绕在大树的左右，然后逐步幻化成有眼睛、
嘴巴，穿着树叶形状裙子的小姑娘随着美妙的'音乐在左右摇
摆。这一静动结合的变化过程较好地突破、解决了该文学活
动的难点，提高了幼儿思维的深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