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赶小猪教学反思中班 聪明的小猪教
学反思(优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赶小猪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聪明的小猪》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情节生动有趣，可
以使幼儿在活动中感受小猪对付大老虎的聪明，以及四季颜
色的变化等，因为故事中重复的语言比较多，也有利于幼儿
的学习和仿编。通过创设一个声、形、色具备的动画情景有
效地将幼儿引入其中，让他们身临其境，与故事中的角色互
动，同时通过夸张、生动地模仿大老虎的口吻，将幼儿的情
绪调动起来，让他们在情景中主动地对话和学习。

注重细节的把握，四个季节的导入和呈现方式采用了不同的
方式。春天采用了故事情节直接导入的方式，从而为孩子提
供一个经验的`平台，为后面的续编打好基础；而夏天则采用
问题的抛锚，由孩子的回答自然导入；秋天则是通过推
测“大老虎是否还会来”进入；冬天是引导幼儿观察雪白的
画面进入的。不同的呈现方式使情节更具变化，避免了单一
性；而且也调动了幼儿多种感官的参与，幼儿的兴趣一直保
持着。

不足之处：

活动中幼儿与幼儿间的互动比较少。所以以后的活动中应该
通过提问、组织游戏等引发生生互动，促进幼儿的发展。



赶小猪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1、欣赏理解故事，体会故事中蕴含的快乐氛围，感受作品的
意境美。

2、创编故事。

3、认读生字词：小猪、河、有、快乐。

现就本次教学活动作以下反思：

在整个活动中，我有意识地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引导他们观
察、想象、表达、表演，营造氛围，体验快乐，使幼儿的认
识经验、表达经验及情感体验得到整合。活动中，在以下方
面我还得加强：

二、如果我在设计这堂课的时候，增加一个环节——制作花
瓣礼物并赠送礼物，那样的话更能让幼儿体验与人分享的快
乐，更能理解故事的内涵。

在以后的故事教学中，我会尝试运用其它的教学模式，并根
据这次活动中所出现的问题加以调整和改进。

赶小猪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纲要》中指出：教育内容的选择，既要贴近幼儿的生活，
为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和问题，又有助于拓宽幼儿的经验和视
野。本次活动以幼儿喜欢的小猪形象为主线贯穿始终，符合
幼儿的兴趣需要。并且这个故事蕴含了一些小动物主要特征
的科学知识，整个故事的情感基调比较深，有人与人之间的
关爱，有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故事简单又不失趣味和意
义。

突破根据《纲要》对语言领域的目标要求，结合小班幼儿的



实际水平，我制定了本次活动的目标。

活动重点定为：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丰富相应词句："没
关系，没关系，我来帮助你"。

难点为：理解故事内容，学会给予别人帮助时说："没关系，
没关系，我来帮助你。"

当前，学语言相对而言比较枯燥，基本上都是老师教，幼儿
学。然而本次活动是故事的形式，如果先以教师讲一遍故事，
然后提问故事中的内容这样的方式让幼儿学习。我想很多幼
儿对于这种枯燥的语言教学是爱不起来的，况且小班幼儿的
自控能力差，注意力也集中不起来。这让我想到了我园的"儿
童中心，游戏精神"所诠释的原色课堂理念，它能让枯燥的课
堂活跃起来。因此本次活动我紧紧围绕这个理念，以儿童的
主体地位为中心让幼儿"多说"，将游戏带进语言课堂让幼儿"
多做"，我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

(一)谈话引出故事，让幼儿"多说"活动开始，我采用了几个
简单的提问，如"宝宝们爱自己的妈妈吗?""为什么你们爱你
们的妈妈吗?""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你们会有什么感觉?"在提
完这个问题后，小朋友的情绪被拉动了，很多孩子说："妈妈
不在家，我会很想她!"还有的说："我会坐车去找妈妈!"，"
我觉得我很伤心，我想打电话给妈妈!"小朋友各抒己见，想
法很多，这个环节一是为了引出接下来的故事情节，二是为
了和故事最后的情节相互呼应。但课后我感觉对于刚开始的
情感导入还不够，没有能够让孩子多说，多感触妈妈的爱。

(二)游戏表演解读故事，让幼儿"多做"在接下来的环节中我
先一一出示三个邻居的图片，引导幼儿根据特征想象它们的
本领并且结合表演动作。比如：大象妈妈有长长的鼻子可以
洒水，引导幼儿模仿大象妈妈挥动自己的手臂就像个长鼻子
一样;袋鼠妈妈有个大口袋能睡觉，引导幼儿自我模仿袋鼠的
大口袋;牛妈妈有好喝的牛奶，让幼儿学一学挤牛奶的样子。



这个环节中幼儿不仅能多说还能多表演，这样的方法可以调
动孩子的思考积极性，还能加强对故事内容的理解。紧接着
我又问"它们是怎么帮助小猪的呢?"这个问题一出现，孩子们
就开始思考刚才故事里动物的本领，许多孩子还开始运用自
己的肢体来表演大象妈妈的长鼻子，一边表演一边说："大象
妈妈的长鼻子能喷水能给小猪洗澡。"于是我乘热打铁，让幼
儿们跟随音乐一起来模仿故事里的情境。通过游戏表演的方
式让幼儿们对小动物的特征很好的`采用生活化的方式解释出
来。像"大象妈妈的长鼻子像莲蓬头"，很多小朋友都不理解，
后来通过动作及让孩子们把平时洗澡的经验结合，一下子就
让孩子们明白了。

在对这节小班语言课的研讨过程中，园内许多具有丰富经验
的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和建议，通过一次次的研讨，对内容
的修改，让我学习到了很多课本上所学不到的东西;也让我对
这节课有了更加透彻的了解。

赶小猪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三只小猪》是近期我们中班组在五月份开展的主题《我们
是建筑工人》中的一个课程内容。在教参中给这个教学内容
定义的是“语言”领域的范畴。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是一个
耳熟能详的经典童话故事，在爸爸妈妈的熏陶下，现在中班
的孩子对这个故事已经是相当的熟知。

在故事的最后我提问：你喜欢谁？为什么？很多小朋友都说
喜欢嘟嘟，理由不尽相同。有的说嘟嘟很会动脑筋，有自己
的想法，建造砖房是最坚固的；有的说嘟嘟很有定力，当呼
呼和噜噜去找嘟嘟玩时，嘟嘟没有被诱惑，坚持自己的目标，
认真造好自己的砖房；有的说嘟嘟遇事冷静，不慌张，当大
灰狼来抓它们时，嘟嘟冷静地想到了好办法，巧妙地对付凶
恶的大灰狼。原来在嘟嘟的身上有很多的优点是值得大家学
习的，对于孩子的回答我都依依进行了肯定。在活动中，发
现我们的孩子在整个课堂上的思维是活跃的，能发表自己的



意见。我觉得孩子在语言活动中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很重要，
教师要给予肯定。

赶小猪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小猪家的桃花树》是一篇清新优美、充满童趣的童话故事，
童话中的小猪住在一个如诗如画如仙境般优美的地方，更重
要的'是小猪是一只快乐、乐于分享的小猪。小小的桃花瓣给
各种动物带来了惊喜，使人感受到快乐是无处不在的。这故
事适合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认知能力及幼儿语言发展水平。
通过这个活动可以提高幼儿语言交往的兴趣，并且本次活动
对幼儿有一定的教育意义，那就是让他们知道与人分享是一
件快乐的事。

1、欣赏理解故事，体会故事中蕴含的快乐氛围，感受作品的
意境美。

2、创编故事。

3、认读生字词：小猪、河、有、快乐。

现就本次教学活动作以下反思：

在整个活动中，我有意识地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引导他们观
察、想象、表达、表演，营造氛围，体验快乐，使幼儿的认
识经验、表达经验及情感体验得到整合。

一、在教学中没有把美的意境流露出来，没有感染幼儿，没
有激发幼儿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在故事的开头有一段非常优
美的话，应该准备一幅非常漂亮的画让幼儿结合画面来欣赏，
用激情的语言来描述画面的美丽，幼儿就会体验到其中的意
境美。

二、如果我在设计这堂课的时候，增加一个环节——制作花



瓣礼物并赠送礼物，那样的话更能让幼儿体验与人分享的快
乐，更能理解故事的内涵。

在以后的故事教学中，我会尝试运用其它的教学模式，并根
据这次活动中所出现的问题加以调整和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