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投掷教学反思(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小班投掷教学反思篇一

设计思路：

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总看见父母在乡下的田间小路上赶鸭子，
赶小猪的场景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也时常跟在父母的身边，
拿着小棒一起去帮忙，小动物喜欢乱跑乱串，在草堆里、在
小桥上、在田间的小路上，忙的我不亦乐呼！当把它们赶到
到家里的时候，有一种快乐感和无穷的喜悦感！利用家长资
源收集家中常见的各种果子让孩子们玩起赶小猪的游戏！

活动目标：尝试在不同的材料上进行推物行走！

活动准备：各种蔬菜及小棒，创设场景。

活动过程：

一；导入：

宝宝们，瞧，上次我们的'爷爷奶奶为我们准备了许多东西，
你们认识他们吗？

总结：圆圆的洋葱，红红的萝卜，可爱的土豆。

二、分散游戏要求：

请出小棒和这些蔬菜宝宝一起做游戏。



谈话：介绍各种不同的玩法。

三：赶小猪

介绍几条不同的路。

要求：宝宝们我们一起玩赶小猪的游戏，可以在不同的路上
把小猪赶回家。

待会把发现的小秘密，碰到的困难来告诉老师。

幼儿在不同道路上玩赶猪游戏。

交流：你在哪条路上赶小猪的？

在赶猪的时候你发现了什么小秘密，碰到了什么困难？是怎
样解决的？

四、比赛赶小猪

分成红队和黄队，比一比哪队为胜！

小班投掷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练习借助圆柱体向指定方向滚动物体，感知物体滚动的特
性。

2、大胆地并有创造性的玩易拉罐。

3、体验集体游戏的快乐。

4、培养幼儿观察能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5、充分体验“科学就在身边”，产生在生活中发现、探索和
交流的兴趣。

活动准备：

纸棒、易拉罐、食物球、障碍物若干

活动过程：

一、热身运动播放《健康歌》，教师与幼儿一起做运动。教
师鼓励幼儿听音乐节奏,大胆地、自由地做动作。

二、与小猪共同游戏

（1）介绍小猪及赶小猪的工具，使幼儿了解游戏的对象。

（2）请幼儿利用所提供的工具自由地游戏。

（3）讨论：

a：你是怎样与小猪玩游戏的？

b：你是怎样让你的小猪滚动起来的？

三、游戏《赶小猪喂食》

（2）请个别幼儿尝试幼儿尝试时，教师鼓励其他幼儿仔细观
察的同时适时地给予一定的指导，让幼儿明确游戏的规则。

（3）幼儿练习鼓励幼儿大胆进行尝试，在练习中提高操作的
技能。

（4）比赛请幼儿自由组合成两组进行比赛，并提醒幼儿在过
独木桥时注意安全。



四、结束活动

请幼儿利用工具把小猪送回家——滚进拱门内。

教学反思：

在整个活动中利用幼儿的好奇心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并且
达到了预期目标，效果非常好，甚至超过了预期效果。整个
活动既让幼儿体验了实验成功时的快乐、增强了自信心，也
知道了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同时也培养了幼儿的观察力及动
手操作的能力，这个活动在中班开展是非常有意义和有必要
的。

小班投掷教学反思篇三

本活动融体育游戏和计算游戏为一体，把教学目标和教学内
容渗透在游戏活动中，使幼儿主动、快乐地参与，真正做到
在活动中促进幼儿的发展。

1、通过活动，知道许多可以分成1个、1个……，1个、1
个……合起来就是许多。

2、通过活动，学习按指令向一定方向爬，并能做到正确、快
速，不挤撞。

3、体验师生共同活动的快乐，激发幼儿共同学习的愿望，提
高活动的能力。

一。扮演角色，激发参加活动的愿望：

1、教师建议，分配角色（教师扮猫妈妈，幼儿扮小猫）。

2、戴头饰，从中渗透许多可以分成1个、1个……。



二。游戏《小猫捉鱼》：

1、小猫跟着猫妈妈学爬。

2、小猫捉鱼：

观察猫妈妈手中的鱼，知道有许多鱼和许多种颜色。猫妈妈
把小鱼朝一个方向抛，小猫朝这个方向爬着去捉鱼。

要点：必须是爬着过去捉鱼。

三。小猫装鱼：

分颜色装到相应的盘中，渗透1个、1个……合起来就是许多。

四。小猫回家：

猫妈妈带着小猫听着音乐高高兴兴地回家，把小鱼送到娃娃
家。

小班投掷教学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初步理解许多可以分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合起来就是许多。

2、学习双手、双膝按着地按指令向一定方向“爬”。

3、复习认识“红、黄、绿”三种颜色。

4、体验师幼共同活动的快乐，激发幼儿共同学习的愿望，提
高自我服务能力。

活动重难点：



1、活动重点：初步理解“1”和“许多”的关系；双手、双
膝着地按指令想一定方向“爬”。

2、活动难点：不挤撞地按指令“爬”。

活动准备：

1、猫妈妈胸饰一个，小猫胸饰与幼儿人数相同，小池塘环境
布置。

2、红、黄、绿三色小鱼若干，三个鱼篓，轻音乐磁带一盘。

活动过程：

1、扮演角色，激发幼儿参加活动的愿望。

（1）教师建议：分配角色（教师扮演猫妈妈，幼儿扮演小
猫）。

师：孩子们，瞧！谁来了？有几只？

现在，老师想变成猫妈妈，请你仔细看，我是怎么变的？
（示范将胸饰贴在胸前）

你们想做我的孩子吗？

谁想做我的孩子，请学着小猫的样子过来（引出“爬”）

（2）戴胸饰。从中渗透“1”和“许多”的关系。

师；瞧！谁又来了？有多少只？

现在妈妈把许多小猫胸饰一个一个地分给你们，许多可以分
成一个一个……（边分边说）



请你想办法把胸饰贴到自己身上，如果有困难，可以找好朋
友或妈妈帮助。

2、游戏：小猫捉鱼

（1）练本领：猫妈妈带小猫在活动室四周双手、双膝着
地“爬”，提醒幼儿练本领时跟着妈妈不挤不撞的“爬”。

（2）小猫捉鱼

师：练练本领好累哟！孩子们，瞧，池塘里有什么？（小鱼）
有多少？（许多小鱼），我们去捉鱼吧。

要求：爬着去；注意安全，不要掉到池塘里。

（3）小猫装鱼：按颜色放到相应的鱼篓中，渗透一个、一
个……合起来是许多。

（4）小猫回家：猫妈妈带着小猫听音乐把小鱼高高兴兴地送
回家。

小班投掷教学反思篇五

活动背景：

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让孩子在游戏中生活，在游戏中学
习，在游戏中成长，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游戏的乐
趣。“捉小鱼”是根据民间音乐游戏“捕鱼”与主题“甜甜
蜜蜜”相融合而产生的一个主题背景下的民间音乐游戏活动，
这个游戏的旋律优美，内容比较简单，适合小班年龄幼儿，
而且游戏的趣味性较强，能让幼儿在游戏的过程中感受到同
伴之间的甜蜜美好，并体验民间音乐游戏带来的`快乐。因此
设计了这个教学活动。



活动目标：

1.能配合歌曲音乐初步掌握游戏的玩法。

2.体验音乐游戏带来的快乐。

3.愿意参加对唱活动，体验与老师和同伴对唱的乐趣。

4.通过听、唱、奏、舞等音乐活动，培养学生的创编能力与
合作能力。

重点难点：

能配合歌曲音乐初步掌握游戏的玩法。

活动准备：

事先学会许多小鱼游来了歌曲、许多小鱼游来了音乐、小鱼
头饰、捕鱼人、鱼网、呼啦圈。

活动过程：

一、情景导入，激发兴趣

1.带领幼儿学小鱼游进入活动室。小鱼们池塘到了我们休息
一下吧！(模仿小鱼游进入活动室使幼儿能够融入小鱼的角色。
)

2.捕鱼人进场：看，那边有两个捕鱼人，他们拿着渔网想要
和我们做游戏，我们跟捕鱼人打个招呼好不好？(跟捕鱼人打
招呼主要是为了能与下面的环节相衔接。)

二、学习游戏，掌握玩法。

1.捕鱼人示范捉小鱼。



2.刚刚捕鱼人是用什么来捕鱼的？(让幼儿通过自己的观察来
认识游戏时所要用到的道具，不但增强了幼儿的观察能力，
同时这样的方式能让幼儿更好的了解道具的使用方式。)

3.当歌曲唱到哪里的时候捕鱼人要来捉小鱼呢？根据幼儿情
况进行再次示范。(这是游戏的难点，因此在这里我又重新示
范了一次，这次是用清唱的方式来示范的，唱到“快快捉
住”的时候刻意放慢了速度并将动作夸张化，让幼儿更加清
楚的知道唱到这里时要将渔网放下来捉住小鱼。)

4.被捉到的小鱼哪里去了？(我将抓住的小鱼带到了呼啦圈里，
让幼儿清楚的看到小鱼被抓住之后要游到这里来。)

5.请个别幼儿示范。(在老师的帮助下示范的比较顺利。)

6.你们想不想也来做一做捕鱼人呢？请部分幼儿做捕鱼人，
部分幼儿做小鱼进行游戏。(当音乐唱到“快快捉住“要放下
渔网时幼儿还有点反应不过来。)

7.教师强调游戏规则：捕鱼人一定要等到歌曲唱到“快快捉
住”时才能去捉小鱼。

8.集体游戏。

三、结束活动

天黑了，捕鱼的人回家了，小鱼们我们也回家吧！幼儿离开
活动室。通过幼儿模仿小鱼来引入活动，让幼儿能够在扮演
小鱼的情境中对活动产生浓厚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