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活动交个朋友活动反思与总结
(优秀5篇)

工作学习中一定要善始善终，只有总结才标志工作阶段性完
成或者彻底的终止。通过总结对工作学习进行回顾和分析，
从中找出经验和教训，引出规律性认识，以指导今后工作和
实践活动。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总结应该怎么
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班活动交个朋友活动反思与总结篇一

活动描述：这是一个大班早期阅读的公开展示活动，活动的
名称是《洪塞克和他的朋友》。整个活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五
大环节。第一环节活动的导入，由于是借班上课，所以该教
师在活动一开始就进行了师幼相互认识。在老师的带领下，
师幼间开始了一场热情洋溢的互打招呼的认识活动，在一片
幼儿激昂的“yes！”和“no！”以及幼儿的热烈的掌声中，既增
进师幼间的心理距离，又将幼儿的情绪极快地调动了起来，
该环节用时约2分钟。第二环节是教师出示字卡“起立”
和“坐下”，与幼儿玩一个旨在集中幼儿注意力的安静游戏，
用时约2分钟。第三个环节是教师借助11张字卡引导幼儿学习
故事的主体部分，用时月20分钟，其间，该教师两次插入了
旨在刺激幼儿兴奋的信号语，师大声地说：“areyouready?”幼
儿则同样大声地回应：“yes！”。第四个环节是教师采用奖励奖
票的方式，激励幼儿回答故事中的相关问题，在此过程中，
该教师又热情地邀请了四拨幼儿上台做动作表演，教师的口
令是：“onetwocool!”该环节用时约5分钟。第五环节是教师讲
述故事的结尾，并请全班幼儿根据字卡的提示完整地讲述一
遍故事给观摩老师欣赏，其间，教师采用送字宝宝（字卡）
给幼儿的形式，老师说：“字宝宝说，谁回答对了，它就送
给谁”，再次激发幼儿活动的积极性，此环节用时约5分钟。



至此，整个活动用时近35分钟。

分析：从这个活动的描述来看，整个活动用时近35分钟，其
中用以刺激幼儿兴奋的环节的时间，包括教师发出的`旨在刺
激幼儿兴奋的信号以及活动的形式，保守地估计约有近10分
钟左右，占总活动时间约29%，也就是说，在整个活动中幼儿
有近10分钟处于情绪高涨的状态之中。这样的一个公开展示
活动让人感受最大的就是会马上作这样的思考：教育所追求
的是幼儿的兴奋？幼儿在活动中情绪高涨时间有必要那么长
吗？这么长时间的情绪高涨对幼儿的学习有什么影响呢？大
家知道，情绪会影响人的认知活动的效果，心理学研究表明，
适中的积极情绪状态最有利于人的认知活动的开展。这就说
明在活动中，教师既要做好幼儿情绪的唤醒与激发工作，同
时对幼儿过于高涨的情绪又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必要的抑
制。简言之，就是在幼儿活动过程中，教师要善于根据活动
的内容、活动类型等调控好幼儿的情绪。比如，在音乐活动、
体育活动等这类活动，本身就潜在着极易引起幼儿兴奋的因
素，那么，教师在活动组织中就应该在空间的安排、材料的
提供、形式的选用、方法的采用以及语言的提示上，能充分
考虑到可能引起幼儿什么样的情绪反应，必要时应采取一些
有效的补救以应对幼儿情绪失控的情形。而在数学活动、语
言活动等相对安静的活动中，那么，教师可能更应考虑的侧
重点是，如何唤醒与激发幼儿适中的积极情绪参与到整个活
动中来。

随着主体教育理念的渗透，大家都知道在活动中要尽可能调
动幼儿的情绪参与到活动中，调动幼儿情绪似乎是每位教师
在组织活动中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但由于对幼儿情绪与学
习关系缺乏一种辨证的认识，而往往极易导致“为情绪而情
绪”等本末倒置现象的发生，误以为幼儿越兴奋，活动氛围
越高，幼儿学习的效果就越好。而且也完全模糊了兴奋与兴
趣的界限，兴奋所导致的是幼儿的疲劳，而兴趣所导向的是
幼儿的探索。像本案例所描述的就是典型的“为兴奋为兴
奋”的现象，若长此以往，则不仅极可能会导致幼儿产生这



样的一种错觉：学习就是这样的“乱哄哄”；同时也会正如
美国著名幼教专家莉莲?凯茨（lilian）所一针见血地指出，让
幼儿养成一种“毒瘾反应模式”，幼儿依赖或期待老师再度
刺激的习惯，而老师也需要一次次加重刺激兴奋物的程度。

大班活动交个朋友活动反思与总结篇二

结合我们本周“亮眼看世界”主题，设计并开展了大班早期
阅读活动《城里老鼠与乡下老鼠》，《城里老鼠和乡村老鼠》
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寓言故事，它通过一个生动的童话故事：
城里老鼠去乡下做客与乡下老鼠去城里做客时所引发的一系
列有趣的事，从而引导孩子去了解不同环境的生活方式和生
活环境。

为了有效开展这次活动，结合主题内容，希望孩子通过活动
能了解城市中同时存在“市区”与“乡下”不同地点以及其
不同的生活方式。于是，我在课前我与孩子们一起收集了许
多有关城市和乡村的图片、照片，还请孩子与家长收集尽可
能多的有关城市和乡村的图片、照片带来幼儿园，同时鼓励
孩子利用周末和家长一起有意识地去了解城市和乡下的不同
差异，积累一些生活经验，为活动打下基础。并将收集的图
片制成ppt，引导孩子们在ppt上欣赏这些美丽的照片、图片，
并请孩子自己进行介绍介绍。

在孩子经验铺垫下，我帮助幼儿了解故事人物、播放故事局
部图片、以及故事动画一系列过程，激发幼儿对故事的兴趣，
通过提问鼓励幼儿还学习并模仿故事主人公的语言、动作，
幼儿们表现踊跃，兴致极高，甚至有个别孩子还能在活动的
最后对故事进行完整讲述。

与此同时，我通过提问：“你们看到了什么？你有什么感
觉？”引导幼儿对城市和乡村进行区别比较，从而加深幼儿
的印象。还在活动中设计讨论，“假设你是小老鼠，你是喜
欢在城市生活呢？还是喜欢在乡下生活？”通过辩论会的形



式激发幼儿的讨论欲，鼓励幼儿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原
因。后来出乎我意料的是，孩子们的回答令人称赞，孩子们
表现让我感触很深，原来他们小小的年纪不但聪明还有主见，
完全是一个个小大人。但是我也发现个别孩子在城市和乡下
人区分上有失偏颇，虽然我留一些时间帮助孩子们去回忆生
活经验，并出示个别图片去引导幼儿从城乡环境、交通、建
筑等方面去思考，但孩子的回答却并不理想，他们还是很难
区分出城市与乡下的实质区别在哪里，甚至有孩子说：“城
市里很干净，乡下很脏……”

活动后我进行了反思，在活动设计和准备上来看在活动设计
与教具的准备上应该是较充足的，问题还是出在幼儿前期经
验的积累上。孩子们所居住的乡镇其是一个介于城市与乡村
之间的地方，孩子们较少接触到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车水马
龙，同时现在的孩子又很少去体验乡野间的无限乐趣，因此
在区别城市与乡村时幼儿仍然是缺乏实际经验的铺垫的，在
讨论辩论“是城市好还是乡下好”的问题中，孩子们的回答
也难以达到实处。其实我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就组织孩子们去
收集一些城市与乡村的照片，在日积月累中积累孩子们的阅
历，而不是在活动前简单的收集梳理幼儿对城市与乡村的经
验，更好地感受一个城市的多元化。通过此次活动让我了解
到为了活动准备材料还是仓促的，更好的方法是让孩子们在
日积月累中学习和体验，这样孩子们对活动更深层次的目标
就更容易把握了。

大班活动交个朋友活动反思与总结篇三

活动名称：《会走路的树》大班阅读活动

实施日期：20xx年2月22日――3月2日

活动背景：

1.活动前幼儿的经验准备：公园寻树（详见视频一）



2.班上的相关条件：大班阅读活动，在班上的图书区放置了
该读本，室外的开放式亲子阅览区也放置了与之相关的幼儿
读物。

3.活动后续：（1）带幼儿去寻找木制品。（2）幼儿绘画
《梦想》，用“如果能……，那该有多好啊！”句式说一句
话。（3）将绘画作品张贴在楼道墙面，活动结束后带幼儿观
看，讲述。（详见视频三）

活动设计理念：

整个活动的设计，我紧紧围绕着“梦想”展开，正如解读中
讲到“梦想总有一天会开花”，梦想，你有，我有，我希望
我们的孩子也有！书中“茂茂”的一句“作为一棵树，我们
的生命已经结束了，但是作为木材，我们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这一画龙点睛之笔让我决定带着我的`孩子们一起去探寻这
本书的奥秘。在前期活动准备中，我带孩子们到公园寻树，
孩子们快乐的与树拥抱，与树对话。在第一次理解性活动中，
孩子们对书的名字产生了极大的好奇：“树怎么会走路
呢？”通过师生共读和幼儿自主阅读之后，让幼儿感受到茂
茂最终实现愿望的喜悦以及明白只要有梦想，像茂茂一样不
害怕，不放弃，梦想终究会实现！

活动目标：

1.能独立翻阅图画书，点认对应的字。

2.能根据画面内容和教师共同讲述故事，能清晰、正确、完
整地表达句子。了解故事的主要角色和情节发展。

3.能向同伴表达自己的愿望。

活动准备：



前期准备：带幼儿到公园寻树

电子书（课件）

幼儿人手一本图画书

活动过程：

一．导读

（幼：奇怪。树怎么会走路啊，没有会走路的树……）

师：是啊，这棵树非常有意思，他叫茂茂，是一棵枝叶繁茂
的树，在森林里长了很多年，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希
望自己能自由自在的到处走动。

提问：

1.你们觉得他的这个想法可能实现吗？（幼：可能、不可能。
）

2.为什么？（树没有脚啊……）

二．师生共读

师：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茂茂的愿望到底能不能实现呢？

（点击课件，讲述）茂茂将他的想法告诉了伐木工人，请求
伐木工人把他锯下来。被锯下来的茂茂可开心了，因为他觉
得自己的愿望就快要实现了，你们看：（点击课件）他高兴
的对小兔子说：“我的树墩有20圈年轮，送给你做凳子。你
要好好爱护他。”

提问：小朋友们知道“年轮”是什么意思吗？



师：年轮就是将树木锯开之后，看见被锯开的表面有一圈一
圈的条纹，圈数越多，表示这棵树的年龄越大。你们看，茂
茂就是一棵长了很多年的树。

（点击课件，讲述）后来，伐木工人把茂茂拖进了山上的小
溪流，顺着河水，他到了许多地方，看见了许多景物。一天，
他来到了山下的林场，这里聚集着一些锯成片的木料，他们
的身上贴着“松木”“杉木”等好看的标签。

“啊，我和你们一样变得光秃秃了吗？”茂茂问。

“是的，你没有一片叶子了。”其他的木材回答他。

“你还要被锯成更小的木块，然后被做成各种各样的东
西。”木材们担心的说。

提问：

听到这儿，你们觉得其他木材的心情怎样？

那么，茂茂会害怕吗？

他为什么不怕呢？

师：茂茂可不这样想，他说：“作为一棵树，我们的生命已
经结束了，但是作为木材，我们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师：有小朋友不明白茂茂的话，是吧？不着急，等我们听完
了这个故事，你们就会明白的。

（点击课件，讲述）一位伐木工人开始锯木料了，他一眼就
认出了茂茂：“你就是那棵很想走路的树啊！”

师：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请小朋友们翻开书，自己
来看一看。



三．幼儿自主阅读

1.教师巡回指导阅读

2.集体交流接下来的故事情节，（课件配合使用）

四．交流感想

提问：

故事讲完了，你们喜欢茂茂吗？

为什么？

（二）整理图书，结束活动。

大班活动交个朋友活动反思与总结篇四

教学内容接近生活实际，幼儿也对此很感兴趣，通过对日常
生活中常遇见的情景进行教学，使幼儿对生活中常见的简单
标记和文字符号的兴趣，同时引发幼儿对书籍、阅读的兴趣。

教学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就是在教学的第五个环节中
不能足够突破“培幼儿对书籍、阅读的兴趣”这难点，当然
这也不是一两个活动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的，这还得在平时
的经常培养，如：每周正规、非正规阅读学习活动1―2次，
睡前、午餐前故事阅读、讲新闻，根据幼儿阅读水平、兴趣
爱好精心挑选相关图书，吸引幼儿阅读，要求家长配合创造
幼儿阅读的良好的环境等。

上了这节课之后，我更加感到早期阅读教育尤为重要，我要
以以下目标作为努力的方向：以轻松、愉悦的方式培养儿童
的阅读兴趣，提高儿童的阅读能力。使幼儿通过阅读可以获
得终生自我学习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拥有终身学习的兴趣和



习惯。

大班活动交个朋友活动反思与总结篇五

早期阅读中的绘本阅读在幼儿教育中呈现出了愈来愈重视的
趋势。在本次活动中，我选取了《蚯蚓的日记》作为大班绘
本教学的内容原因一是大班的孩子对记日记有了初步的了解，
开始尝试记录气象日记或是简单的生活日记；二是大班的孩
子在观察、猜测、想象等方面的能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他们
急切地需要有一个表现的舞台。而《蚯蚓的日记》中的内容
诙谐、幽默，以日记的形式，寥寥几句话可以引发孩子的无
限遐想。因此，在选材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比较符
合大班孩子的年龄特征的。

在准备中，我事先让孩子观察了蚯蚓，对蚯蚓的形态、生活
习性有了初步的了解，孩子也有记日记的基础，这些知识经
验的准备为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而孩子们人手一本
书是区分于绘本阅读和看图讲述的重要标志，多媒体对个别
画面的展示让孩子能集中注意力，便于我对孩子的引导。

整个活动开展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楚的，
每一个环节之间层层递进，各个小环节之间也存在着递进关
系，比如第一篇日记在小结的时候是教师小结的；第二篇日
记是教师引导个别幼儿进行小结；第三篇日记是幼儿之间相
互倾听，进行小结。

在教学活动中，我还是比较注重细节的。例如在观察第一篇
日记的时候，我不仅引导孩子对孩子的表情、动作进行观察，
发现孩子们害怕的心理，而且也引导孩子对蚯蚓这个主角的
表情进行了观察，发现它的得意之后，让孩子们猜测蚯蚓在
想什么，从而感受蚯蚓的调皮。又如第三篇日记中，我不仅
让孩子们观察画面，进行猜测蚯蚓妈妈、姐姐的想法，还将
情感也进行了提升：每一个妈妈都最爱自己的孩子，觉得自
己的孩子是最美的！对孩子的礼仪也进行了教育：要尊敬别



人，不能嘲笑别人。通过这些细节的关注，充分挖掘了教材
各方面的教育意义。

当然，在教学活动中，我还是存在着很多不足：比如我没有
很好地调动孩子的大胆积极发言情绪，让孩子一开始处于紧
张、放不开的状态，即使觉得好笑也没有笑出来；又如给孩
子们自由阅读的时间太少，孩子们在这个环节中整个场面比
较热烈，甚至到接下来的表达中，孩子们都很愿意来说一说
自己喜欢的日记，可是由于时间关系，我匆匆掐掉了孩子们
的积极性；再如对于绘本，我们该给孩子什么？我在这个活
动中充分让孩子了解了日记的基本形式，却忽略了对绘本的
感受，《蚯蚓的日记》整本书给人的感觉就是诙谐、幽默的，
而在活动中孩子们发笑的频率却不是很高，可见，我在引导
中偏重了知识，而忽视了情感。

试教了很多次，也出现了很多状况，我感觉自己对绘本教学
从一无所知到现在略有所知，正努力探索更多，虽然本次活
动结束了，但是对绘本教学的研究还刚刚开始。我相信绘本
能带给孩子很多，也能带给老师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