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吹泡泡活动反思 吹泡泡教学反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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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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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泡泡活动反思篇一

教后记《吹泡泡》是一节大班科学活动，在以往的教学中，
我们也在不同的年龄段中开展过吹泡泡，今天观摩了由张丹
老师执教的这个活动，让我对吹泡泡的活动有了更深的认识，
下面是我听了该活动的一些感想：

1、环节设计合理。整个活动有三个环节，环节一，张老师提
供了各种幼儿熟悉的材料供幼儿操作筛选出不能吹泡泡的工
具；环节二，投放不能吹出泡泡的工具（树叶和电线），让
幼儿想办法让他们吹出泡泡；环节三，让树叶和电线在小工
具的帮助下吹出更多的泡泡；三个环节层层递进、环环相扣，
每个环节都为幼儿下面的操作做了相应的铺垫。

2、材料提供适宜。活动中，张老师提供了幼儿熟悉的各种材
料，环节一中提供了电线、窗纱、树叶、钥匙、纽扣，让幼
儿大胆操作、探索并说一说，通过讨论、交流发现树叶和电
线这两种材料不能吹出泡泡，于是在第二次探索时，教师就
只提供树叶和电线若干，让幼儿探究，后来为了让树叶和电
线吹出更多的泡泡，张老师提供了小工具（压花机、铅笔、
剪刀）供幼儿尝试，活动中张老师每次材料的提供都激发了
幼儿有效的探索。

3、记录简洁明了。科学活动中，记录科学现象是对探究过程



的验证，在此次活动中，张老师用一张大的记录表，将幼儿
的每次操作结果展示出来，整个记录表对错（成功，不成功）
来分来，当幼儿在第二次操作中想出办法让树叶和电线吹出
泡泡后，张老师把不成功中的“不”字去掉，并用多张树叶
电线表示幼儿介绍的方法，张老师的一张总记录表不仅让幼
儿发现探究中的问题也激发了幼儿探究的欲望。

吹泡泡活动反思篇二

昨天课下布置了预习课文《吹泡泡》的任务，今天开始上课
时，竟然发现教师里满是泡泡。五颜六色的泡泡泛着绚丽的
光，在同学们中间穿行，犹如一个个可爱的小精灵。

面对同学们稚气未脱的脸，我的心一下子被感染了，“同学
们，好玩儿吗？”“好玩儿，真有趣！”同学们的回答出奇
的一致，这是我接触这一班两个星期来学生回答得最整齐的
一次。“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看来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刚好，老师今天就要讲《吹泡泡》这篇课文，看你们玩得
高兴，老师也想知道这漂亮的泡泡是怎么吹出来的？谁能给
老师讲讲？”

“我！“

“我！“

孩子们一个个手举得老高，生怕叫不到自己。

这节课进行得非常顺利，我觉得大受启发。无论是课文，还
是讲课的方法，都贴近了孩子们的生活，所以，孩子们才能
有如此优异的表现。课文来源于生活，想教好语文课，就必
须让自己还有自己的教学方式贴近生活，激发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才能让学生真正学到东西。



吹泡泡活动反思篇三

1、认识红、黄、蓝3种颜色，对色彩产生敏感。

2、在家长的指导鼓励下，愿意自己动手画画。

3、培养幼儿有礼貌、爱劳动的品质。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
不马虎的好习惯。

4、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物质准备：泡泡枪，人手一份画有熊猫吹泡泡形象的作业纸，
各色(红、黄、蓝)颜料，没有瓶盖的塑料小瓶若干，抹布。

经验准备：宝宝有过吹泡泡的经验。

(一)教师用泡泡枪打出五颜六色的泡泡，引起宝宝的注意。

1、引导宝宝观察泡泡的形状与颜色："看，这是什么?"(泡
泡)

2、"泡泡是什么样子的呢?"(圆圆的)。

3、"有一只小动物也喜欢吹泡泡，他是谁呢?"教师出示印有
熊猫吹泡泡图案画纸："原来是一只可爱的熊猫，熊猫可喜欢
吹泡泡了!今天我们和他一起吹泡泡好吗?"

(二)教师示范用小瓶瓶口蘸上颜料在画纸上印泡泡。

1、边印边说："红泡泡、黄泡泡”

2、"泡泡圆圆的，小心不能让他破哦!"

3、给予宝宝更多有关泡泡的经验。



4、提示幼儿换颜色作画时，应用抹布将瓶口抹干净，再蘸其
他颜色。

5、提示家长：尽量让宝宝自己操作，不要过多干预：在家中
要多给宝宝涂涂画画的机会。

(三)宝宝自主选择工具印画泡泡。

教师巡回观察宝宝的操作情况，鼓励宝宝蘸取不同的颜料印
画泡泡，表扬"泡泡"印花的有多有好的宝宝。

(四)展示作品，引导宝宝相互欣赏。

温馨提示：

本次活动在开展之前，请家长带孩子玩吹泡泡的游戏并观察。

吹泡泡活动反思篇四

《吹泡泡》是第一单元的一篇精读课文，作者冰心奶奶回忆
自己小时候玩吹泡泡的游戏，表达了作者对童年时代快乐生
活的留恋之情。

在教学时，我先安排吹泡泡这个活动，同学们很喜欢。我让
学生们从家里带来肥皂块、杯子、吸管等工具。上课时安
排15分钟时间让同学们玩吹泡泡的游戏，当他们看到泡泡从
管子里吹出来时特别的兴奋，他们觉得这真是太神气了，体
验到自己吹泡泡的兴趣。

还有一个环节了发生了一点的小插曲，我让孩子去抓泡泡时，
由于泡泡吹出来的不是很多，同学们就挤到一起，你推我，
我推你很危险。于是我就让孩子们想办法，让泡泡不要飘到
地上，让它飞到天空中去，这样泡泡就会很高兴。这么一说，
有的同学就赶快拿书当扇子扇泡泡，可是一不小心，用力过



猛就把泡泡给扇破了。于是我又鼓励大家想其他办法。有位
同学用嘴轻轻一吹，泡泡真的飞上天了，同学们很开心。然
后我有让大家观察泡泡的形状，颜色，体会泡泡的美丽神奇，
引导学生观察想象。再回到教室把自己的玩的经过说一说，
写一写。

整节课下来学生在学习当中得到了乐趣，体会到生活中处处
有学问，知道知识来源于生活。在观察中体会到探究的.乐趣，
同时，同学们展开丰富的想象，给这篇文章赋予了更多的血
与肉。在组织教学中，偶尔出现个别同学玩闹的现象，我及
时引导观察，学习气氛浓烈，整体效果较好。

吹泡泡活动反思篇五

《吹泡泡》是第一单元的一篇精读课文，作者冰心奶奶回忆
自己小时候玩吹泡泡的游戏，表达了作者对童年时代快乐生
活的留恋之情。

在教学时，我先安排吹泡泡这个活动，同学们很喜欢。我让
学生们从家里带来肥皂块、杯子、吸管等工具。上课时安
排15分钟时间让同学们玩吹泡泡的游戏，当他们看到泡泡从
管子里吹出来时特别的兴奋，他们觉得这真是太神气了，体
验到自己吹泡泡的兴趣。

还有一个环节了发生了一点的小插曲，我让孩子去抓泡泡时，
由于泡泡吹出来的不是很多，同学们就挤到一起，你推我，
我推你很危险。于是我就让孩子们想办法，让泡泡不要飘到
地上，让它飞到天空中去，这样泡泡就会很高兴。这么一说，
有的同学就赶快拿书当扇子扇泡泡，可是一不小心，用力过
猛就把泡泡给扇破了。于是我又鼓励大家想其他办法。有位
同学用嘴轻轻一吹，泡泡真的飞上天了，同学们很开心。然
后我有让大家观察泡泡的形状，颜色，体会泡泡的美丽神奇，
引导学生观察想象。再回到教室把自己的玩的经过说一说，
写一写。



整节课下来学生在学习当中得到了乐趣，体会到生活中处处
有学问，知道知识来源于生活。在观察中体会到探究的乐趣，
同时，同学们展开丰富的想象，给这篇文章赋予了更多的血
与肉。在组织教学中，偶尔出现个别同学玩闹的现象，我及
时引导观察，学习气氛浓烈，整体效果较好。

反思四：吹泡泡教学反思

十月是丰收的季节，是繁忙的季节，同时也是我最喜欢的季
节，这个月我们除了做国庆节主题墙，还要做秋季主题墙，
还有教室的环境布置与创设，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家长开放
日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我也做了许多必要的准备，希望家
长开发日活动能够顺利开展。

针对这次家长开放日活动，我精心的挑选教材，一次又一次
的改写教案，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能够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展
示给幼儿家长，从而让他们更放心的把孩子交给我们。经过
我认真的考虑，我确定这次活动的教材选早期阅读与识字中的
《吹泡泡》活动。

本次活动的目标有两个领域

（一）语言角度：

1.学习并理解字词：吹泡泡、飘。

2.完整地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清楚地朗读儿歌；

（二）数学角度：手口一致地点数5以内的实物。起初我按参
考书上的教案来设计本次活动，然后在加上课件，感觉有些
脱节，然后我选用课件，又把教案改了一下，可是还是觉得
不太好，我准备的“吹泡泡”用的工具该何时出示才好呢，
如果我先出示的话，那么整个局面我肯定是控制不了的，于
是我又认真思考该什么时候出示才为适合，还有玩字游戏我



该要选用哪一个呢，每选一次我都在班上试一下，看他们会
不会玩，能不能顺利完成，前前后后我改了四次游戏，最后
选择了，我们经常玩的最简单的“字宝宝变变变”的游戏。
在教案终于确定下来后，我们的开放日活动，即将开始，我
很用心很着急很担心的开始了这次活动，终于活动结束了。
总的来说，这次活动还算顺利，幼儿的参与性还算比较高的，
目标也基本达到了。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应该改进，例如，
导入那里，我本想的是让幼儿观察幻灯片，导入儿歌名称的，
可是，我有点紧张，就直接把儿歌的名字告诉了幼儿，在后
面的玩字环节，我们班的纪律不是很好，这也许和我平时的
教育观念有关，我平常对孩子管得不是特严，我的教育观念
是注重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创造力，让孩子在轻松的氛围
下学习和探索。

经过这次活动，让我更深的认识到那句“没有规矩，不成方
圆”。因此在以后是教学中，我会更注重纪律这方面，同时，
我也会更加努力地去专研教材，争取把最好的给孩子，争取
做一名合格并优秀的幼儿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