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托班教学反思 托班语言活动教学反
思神秘宝盒(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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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托班教学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感受歌曲欢快的旋律，并在做客的游戏中学唱歌曲。

2、尝试模仿老师进行歌表演。

活动准备：

歌曲磁带

活动过程：

一、我家的门铃――说说各种门铃声

1、你家有门铃吗？

2、它是怎么唱歌的？

小结：门铃的声音真好听，客人一来，门铃就响了。

二、叮咚小门铃――感受歌曲欢快的`旋律

1、老师家的门铃也响了，我们来听听看。



2、教师引导幼儿边听音乐边用不同的方式打节拍，熟悉歌曲
旋律。

朱老师家的门铃是怎么唱歌的？你还听到了什么？

3、教师引导幼儿边做动作，边念歌词。

三、幼儿尝试轻轻跟唱欢迎来做客――在游戏中模仿歌表演

1、谁愿意来我家做客呀？（师幼进行歌表演）

2、邀请动作可集体模仿。

四、幼儿集体游戏

教学反思：

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我充分利用大图书，由于大图书图文并
茂，所以幼儿的兴趣非常的高，老师和孩子们一起欣赏，一
起阅读，也是孩子们最感幸福的事情了，故事的风趣充分激
发幼儿的阅读兴趣，故事中描述了多个动物形象，一方面围
绕对故事内容的理解，帮助幼儿了解一些动物的知识，另一
方面，还可以进行表演，丰富幼儿的语言。所以教师要充分
挖掘其深刻的内涵，引领孩子们体会其中的文学之美。

托班教学反思篇二

一、活动特点和可取之处：

1、围绕幼儿幼儿创造力和欣赏力的培养来设计，有“音乐总
动员、舞蹈、游戏”等活动。这些活动基本上体现了我园的
培养目标。

2、全园幼儿都有展示自我、合作与挑战体验的机会。



3、锻炼了幼儿的音乐欣赏能力。

4、庆“六一”文艺展示，基本做到了幼儿人人参加。

5、庆六一活动，因天气原因虽不能按预期进行，因此正好安
排在了“六一”这一天，意义非常好。

6、找动物环节，使小朋友们不仅认识了很多小动物，还体验
得到了得到奖励的乐趣。

二、“六一”活动顺利地开展结束，但也有不足之处：

1、活动的准备工作不够细致，如幼儿上台服装不够精彩。

2、对幼儿在活动中的纪律管理的不是很好。

3、六一音乐总动员舞台展示，对于几个新入园的宝贝上台情
绪不是很好，影响了表演效果。

托班教学反思篇三

吃过午饭再稍适休息片刻，我们这群天真可爱的小宝贝就要
上床午睡了。同大班孩子起来，管理托班孩子的午睡，的确
不是一件简便的事情。

刚开始午睡，很多孩子安静不下来，哭的哭，闹的闹，有些
幼儿是故意给教师出难题似的，不管你教师怎样哄，就是不
肯到床上去。经过观察分析，我发现幼儿存在午睡障碍要有
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生理原因。二是心理原因。两岁半左右
的幼儿，自我服务本事有限，我及时地给予帮忙，提醒或帮
忙幼儿睡前小，决脱衣、铺被困难。幼儿从家庭走进幼儿园，
他们依恋的父母及亲人、熟悉的家庭环境和以自我为中心的
生活习惯一下子消了，取而之的是陌生的教师、陌生的小朋
友、陌生的幼儿园和陌生的集生活。这种巨大的化使他们有



一种被抛弃的恐惧感，心理去平衡，从而感到焦急不安、产
生分离焦虑。为了照顾大多数的孩子，我帮忙表现较乖的幼
儿睡，对于情绪还不太稳定的幼儿，不强制他们睡，而是由
着他们玩一段时间，到孩子有睡意的时即扮演家长的主角，
轻轻拍着他们睡，他们感到，教师和妈妈一样好，从而、喜
欢和亲近教师。

这一个多月的午睡管理，感觉很吃力，但令我欣慰的是，多
数幼儿克服了午睡障碍，能较快地睡。今后我此不疲为孩子
们服务，使午睡室成为孩子们健康成长的温馨摇篮。

托班教学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学习故事《鸡的一家》，理解故事内容。

2、愿意模仿模仿故事中不同角色的叫声。

活动准备：

图片：公鸡、母鸡、鸡宝宝；角色胸饰若干：公鸡、母鸡、
鸡蛋、鸡宝宝。

活动过程：

一、教师完整讲述故事一边，幼儿认真倾听。

二、出示公鸡和母鸡，幼儿和公鸡母鸡打招呼。

提问：

1、故事里都有谁？



2、他们是怎么叫的？

三、再次讲述故事，理解故事内容。

提问：

1、大公鸡、小母鸡是怎么说话的？

2、小小鸡出来后怎么说？

3、学说“鸡的一家”。

幼儿学习说：大公鸡，大公鸡，喔喔喔，喔喔喔。

小母鸡，小母鸡，咯咯哒，咯咯哒。

小鸡，小鸡，叽叽叽，叽叽叽。

四、尝试分角色扮演大公鸡、小母鸡和小小鸡。

在老师叫“大公鸡”的时候，会用“喔喔喔”的声音来应答，

在老师叫“小母鸡”的时候，会用“咯咯哒”的声音来应答，

在老师叫“小小鸡”的时候，会用“叽叽叽”的声音来应答。

【范例】---

设计意图：

我园一直在进行“生活化、游戏化”的课题研究，把生活作
为课程设计和实施的现实背景，使活动来源于幼儿的生活，
又多角度地提升幼儿的生活经验。

孩子们对水果颜色的兴趣有增无减，我们就顺应他们的兴趣



设计开展了这个活动。我们首先从幼儿的生活经验入手，引
导他们回忆并说出自己看到的`各种水果的颜色，然后以游戏
引导幼儿观察、辨别水果的颜色并进行分类，最后通过故事
把活动引向高潮。“喂河马吃水果”这个过程既巩固了前面
所学的内容，又提升了难度，更让幼儿获得了情感体验。

活动目标：

1．认识几种常见水果，能分辨红、黄、绿、紫等颜色。

2．喜欢听故事《河马肚子大》，学说“河马，我请你吃xx颜
色的xx(水果名称)”。

活动准备：

1．展板一块，展示架四只。

2．红、黄、绿、紫色的小房子图片各一，红、黄、绿、紫色
水果大图片一份，小图片幼儿入手一份，河马操作玩偶(可用
纸盒制作)6个，猴子头饰一个。

3．动员家长带孩子去水果店、超市购买水果，让孩子认一认、
尝一尝，积累有关水果的经验。

活动过程：

一、分辨各种颜色的水果

1．表达已有经验。

师(出示各种水果大图片)：果园里水果大丰收了，有红色的
苹果、黄色的香蕉、绿色的西瓜，还有……(引导幼儿说出各
种颜色的水果。)



2．游戏：水果找家。

教师先介绍水果的新家——红、黄、绿、紫色的小房子图片，
然后请幼儿将各色水果按颜色分别送到相应的小房子中。

二、欣赏故事《河马肚子大》

1．引出故事。

师：对，它就是河马(出示玩偶)。下面老师就给你们讲《河
马肚子大》的故事。

2．边演示玩偶边有表情地讲述故事。

3．用提问引导幼儿学习。

师：小猴请河马吃了什么水果?它们是什么颜色的?

(这两个问题是针对不同层次的幼儿设计的。能力强的幼儿可
以用一句连贯的话来讲述，如：“小猴请河马吃了红色的苹
果和红色的草莓。”甚至还可将其他颜色的水果一起说出来。
而能力弱的幼儿则可以这样说：“小猴请河马吃了苹果，是
红色的苹果。”)

三、分组游戏：喂河马吃水果

1．出示

另外几个河马玩偶，启发幼儿喂河马吃水果。

师：河马肚子饿了，你们愿意学小猴喂河马吃水果吗?

2．学说句子：“河马，我请你吃xx颜色的xx(水果名称)”。

3．请一名幼儿演示。教师操纵的河马在听到幼儿说“河马，



我请你吃xx颜色的xx(水果名称)”时才张开嘴吃。

4．幼儿分散游戏。

(一部分幼儿操纵河马玩偶，其余幼儿喂河马吃水果，游戏可
交换进行。配班教师及保育员进行配合。)

四、拓展经验

师：河马还没有吃饱呢，你知道还有什么水果可以喂给河马
吃吗？

(幼儿可以根据已有经验充分表达，如果一时说不出，可以回
家后继续找找、说说，自然地将活动延伸到家庭中。)

延伸活动：

带上红、黄、绿、紫色的小房子到户外进行“住房子”的游
戏。方法是：幼儿先说出自己是某种水果，然后住进与这种
水果颜色相同的小房子里，如先说出“我是黄色的芒果”，
然后住进黄色的小屋里。游戏可反复进行。

附：河马肚子大

秋天到了，小猴家的果园里水果大丰收了。

小猴请河马来尝尝他种的水果。

小猴请河马吃红色的水果：苹果、草莓。

河马吃完了，指指大肚子说：“饿。”

小猴请河马吃黄色的水果：香蕉、梨和菠萝。

河马吃完了，指指大肚子说：“饿。”



小猴请河马吃绿色的水果：西瓜。

河马吃完了，指指大肚子说：“饿。”

小猴又请河马吃紫色的水果：葡萄。

河马吃完了，又指指大肚子说：“饿。”

小猴把他种的水果全部拿出来给河马吃。

河马吃完了，还是指指大肚子说：“饿。”

小猴只好赶紧送河马回家。“还好，还好，河里有吃不完的
东西，河马不会挨饿了。

托班教学反思篇五

一、活动特点和可取之处：

1、围绕幼儿动手能力、合作与交往能力以及幼儿创造力和想
象力的培养来设计，有“美味齐分享、大手拉小手”活动。
这些活动基本上体现了我园今年的培养目标。

2、全园幼儿都有较多展示自我、体验学习、合作与交往的.
机会。

3、锻炼了班级老师之间的协作能力。

4、举办了“美味齐分享——冷餐会”活动，有助于幼儿了
解“分享”的重要性和锻炼了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

5、举行的“大手拉小手”活动有助于幼儿之间交往能力的培
养和合作意识的培养。

6、较好地利用了电视新闻多媒体的宣传，围绕着世博会的召



开，举办了“爱祖国、知世博”宣传活动。

7、庆“六一”文艺汇演，基本做到了幼儿人人参加。

二、“六一”活动虽说能如期、顺利地开展，但也有不足之
处：

1、活动的准备工作不够细致。如：如：冷餐会的水果种类不
够丰富。水果沙拉也做的不够美观。

2、对幼儿在活动中的纪律管理的不是很好，在大手拉小手活
动会场纪律有些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