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学反思(优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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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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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学反思篇一

教师应根据语言活动目标与进程以及幼儿的兴趣和需要来设
计提问的“点”。

1．在新旧知识联系处设点。幼儿学习新知识需要旧知识的支
撑，在新旧知识的联系处提出问题，有助于幼儿在新旧知识
之间建立联系，全面地理解新知识。比如，在语言活动《小
猴卖“o”》中教师出示“o”形状，问：“你看到过和它形状一样
的东西吗?”这一问，教师就调动了幼儿的已有经验，他们有
的说是鸡蛋、有的说是游泳圈、也有的说是月亮……接着，
教师又提了一个问题：“小猴卖‘o’，谁会来买?买来做什么
呢?”这就引起了幼儿对新知识的思考。

2．在幼儿思维转折处设点。人的思维总是受到现实生活和个
人经历的影响，所以常规思维大多是顺向思维。而事物本身
往往具有多面性。有时需要幼儿用逆向思维来考虑问题。这
就要求教师在幼儿思维转折时，予以点拨。比如，在语言活动
《乌鸦喝水》中，幼儿一致认为用投石子的方法喝到水是惟
一的答案。为了引导幼儿进行换向思维，教师问：“如果乌
鸦身边没有石子，它该怎么办呢?”从而促使幼儿思考其他方
法。

3．在易引起想象处设点。幼儿的艺术天分和创造能力，都是
从想象力开始萌发的。在易引起幼儿想象处设点，不仅顺应
了幼儿喜欢想象的心理特点，而且能够丰富和发展幼儿的想



象力。比如，在语言活动《小鸡和小鸭》中教师讲到小鸭不
小心掉入一口枯井时，问：“小朋友们，谁能想出个好办法
将小鸭子救出来?”孩子们纷纷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想象出
各种帮助小鸭子的办法：“让小鸡去把小鸭的妈妈找
来。”“打110电话让警察叔叔来帮忙。”“在枯井里灌满水，
小鸭子就会游上来。”

4．在幼儿疑问处设点。“学源于思，思源于疑”。幼儿有了
疑问就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因此，在组织语言活动时教师
要善于发现幼儿的疑惑或帮助幼儿梳理问题。或提供一些材
料辅助幼儿思考问题。比如，在语言活动《动物的伞》中有
幼儿问：“小鸟和蚂蚁都找到了伞，动物园的其他动物的伞
呢?”教师先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确认和补充：“对呀!我们
来帮其他动物找找伞，好吗?”然后在活动区提供了一
些“伞”状的材料，以利于幼儿寻找。

语言教学中提问的“序”的设计，是指教师根据一定的原则，
运用一定的方法对其所提的前后问题之间相互关系的设计安
排。一般来说，教师应遵循幼儿的认知规律、思维规律以及
语言教学规律，设计出既适合幼儿需要又符合教学目标
的“序”。

1．掘进式提问。这种类型的提问就像一根链锁，每个问题都
是链锁上的一个链环，前后勾连，环环相扣，不断拧紧幼儿
思维的发条，加深幼儿对思维对象的认识。比如，在小班语
言活动《太阳感冒了》中，教师连续提了三个问题：(1)这两
天太阳公公都没有出来，它怎么了?(2)太阳公公怎么会生病
的?(3)太阳公公病好了以后还敢吃冰激凌吗?这些步步深入的
问题，促使幼儿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进行思考，有助于幼儿
理解故事内容和寓意。

2．拱月式提问。这种类型的提问主要是让许多小问题环绕一
个大问题，一个大问题统领许多小问题。



案例：在诗歌活动《粗心的小画家》中教师问：“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学诗歌《粗心的小画家》。在诗歌里面有好多小
动物，但是这些小动物与我们平时所看见的小动物们有些不
一样。请小朋友们仔细听，等会儿老师有问题要问你们
哦。”教师绘声绘色地读完诗歌后，开始提问。

师：“丁丁画的螃蟹有几条腿?”幼：“四条。”师：“螃蟹
有几条腿?”幼：“八条。”

师：“丁丁画的小兔耳朵是什么样的?”幼：“圆的。”
师：“小兔子的耳朵应是什么样的?”幼：“长长的。”

师：“丁丁画的鸭子的嘴巴是什么样的?”幼：“尖的。”师：
“鸭子的嘴巴应该是什么样的?”幼：“扁扁的。”

师：“丁丁为什么会把小动物们都画错了?”幼：“他太粗心
了。”

前面的几个小问题是并列的关系，都是为了烘托后面的一个
大问题：“丁丁为什么会把小动物们都画错了?”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学反思篇二

游戏法指出：“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它和幼儿的学习、
劳动等活动不是绝对独立的，教师必须有意识地把这些活动
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他们成为相辅相成的教育手段”。这是
结构游戏本身的发展趋势，也是它进一步完善的保证。在幼
儿园，结构游戏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游戏出现的，但结构游戏
的开展又同时是渗透在其它各类游戏和各科教学活动中的，
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的。因此教师在组织幼儿开
展结构游戏活动时，应注意两个联系。

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活动多应通过游戏的形式，组织幼儿学
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作为游戏活动之一的结构游戏也



应密切配合语言、数学、美术等各学科，互相渗透，互相作
用。

幼儿建构游戏的主题，通常是以教师的语言启发，故事讲述，
物体认识，情景渲染等形式烘托产生的。语言、数学教学所
形成的知识印象是结构游戏开展的基础，而美术的构图、布
局，计算的空间图形及数量认识又是结构游戏得以发展的条
件。

各科教学活动为幼儿建筑游戏的顺利开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反过来，建筑游戏的开展也同时巩固深化了各科教学。幼儿
在装饰美化游戏环境和建筑物的活动中，必须充分运用美术
教学中所学到的造型设计、布局变化、色彩搭配、整体与局
部的正确处理等一系列知识技巧，来提高建筑水平，这样，
同时也促进了美术教学的发展。因而，游戏的开展和教学是
对立而又互为统一的。

总之，结合各科教学活动进行建筑构造，在利用建筑成果进
行其它游戏，不仅提高了孩子的建筑兴趣，而且促进了孩子
的思维和想象的发展，发展了游戏，使孩子身心各方面得到
了极大的满足。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学反思篇三

除夕这一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极为重要的。这一天人们准
备除旧迎新，吃团圆饭。除夕之夜，无论相隔多远，工作有
多忙，人们总希望回到自己家中，吃一顿团团圆圆的年夜饭。
吃年夜饭，是春节家家户户最热闹愉快的时候。每年大年夜.
丰盛的年菜摆满一桌，阖家团聚，围坐桌旁，共吃团圆饭，
心头的充实感真是难以言喻。

今天的美术活动就是让孩子根据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画画
自己家的年夜饭。孩子们对吃年夜饭仍然记忆犹新。所以当
我提问：年夜饭桌上有些什么菜时?孩子们一个个都兴奋不



已“蘑菇、鸡肉、螃蟹、虾”，一道道菜仿佛已经呈现在眼
前，我抓住这个机会“那你们想不想自己来做一桌好吃的年
夜饭呢?”孩子们一个个都跃跃欲试。

这对他们来说难度不大，一会会，他们的“餐桌”上已经出
现了各式“菜肴”。你们瞧!多丰富呀!有鱼、有虾、有肉，
还有红火锅呢，多喜庆呀!真心的祝愿大家的生活像我们画里
的寓意一样，红红火火!年年有余!!!!!

本活动的另一个目标是引导幼儿自主添画餐具，表现年夜饭
的热闹场景。在巡视指导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些孩子的餐具
没有根据位子对着桌子来“摆放”，这是由于我事前没有引
导幼儿发现这餐具摆放的规律造成的。

所以，在今后的备课中，我应该认真思考本班幼儿的认知特
点，根据他们的认知水平做更为充分的设计，帮助幼儿在活
动中突破难点。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学反思篇四

1、学习用大拇指、中指、小指印出小蚂蚁的外行特征，对手
指印画感兴趣。

2、尝试进行想象添画，培养幼儿喜爱小动物的情感。

3、让幼儿体验自主、独立、创造的能力。

4、感受作品的美感。

1、红、黄、蓝等颜料。抹布每组2块，背景图每组一张。

2、蚂蚁课件。



3、实物展示仪。

一、手指游戏。

师：小朋友好，我们都有一双灵巧的手，今天我们一起玩几
个手指游戏吧。

1、开门。 2、小鸟飞。3、我会变。

师：手指游戏真有趣，有一位客人也想过来玩玩呢!

二、看蚂蚁课件，了解蚂蚁的身体构造。

提问：看是谁呀?蚂蚁的身体有几部分组成?头上有什么?身体
下面有什么?几条腿?

再仔细看看蚂蚁身体各部分的大小一样吗?哪部分最大?哪部
分最小?

三、欣赏蚂蚁绘画图，找出绘画方法。

师：看，一群小蚂蚁走来了，它们要去干什么?(幼儿想象)

你们知道这幅蚂蚁的图画是怎么画成的吗?对了，是用我们的
手指印画成的。

四、幼儿示范画。

师：来，谁来用你的小手试一试呢?(幼儿一边印，教师一边
讲解过程。)看这只小蚂蚁怎么样呀!

五、幼儿绘画，教师提出注意事项，并进行个别指导。

1、印画时颜料不要蘸太多，印完后要檫干净。



2、想好用哪几个手指印小蚂蚁。

3、印好后手不能抹，大家一起商量你们印的小蚂蚁在干什
么?

六、评价作品，表扬鼓励画面布局合理，动态不一的作品。

参观其余组的作品，并把图画编成一个故事。

手指点画是幼儿绘画活动中常见的一种形式，小朋友对直接
用手指作画兴趣浓厚。此活动选择小蚂蚁为作画对象，因为
手指与小蚂蚁的形象结合巧妙，适合点画这一绘画形式。活
动过程中，通过引导幼儿观察电脑课件，帮助幼儿了解小蚂
蚁的身体结构，并在观察比较身体结构大小的同时，幼儿自
己探索出用大拇指、中指和小指来点画的过程，感觉自然、
生动。就是在幼儿合作作画时,幼儿的合作性欠佳，有待于老
师的积极引导。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学反思篇五

转眼间开学也已经将近一个月了，在与家长沟通时经常能听
到家长们在向我们“告状”孩子们回家总是爱看电视，每天
一放学回家就是抱着电视机不放，到时间睡觉也不睡，结果
第二天总是起不来。为了教育孩子们要劳逸结合，不能看太
久的电视，今天(2月27日)上午我结合教材，在班上开展了语
言活动《电视迷猫先生》的教学。

本次活动的目标我预设了两点：

1、仔细观察图片，讲述图片中的有趣的事情。丰富：一
边……一边、四脚朝天。

2、积极参与讲述、讨论活动。从活动的效果上来看，活动的
两点目标能很好的达成，整个活动中幼儿的积极性都很高，



师幼互动良好，活动的氛围很热烈，而孩子们都能跟着老师
的思路走。

但是在活动中还是出现了一些的亮点与不足：

1、教师在以“小朋友们喜欢看电视吗?”来引入活动，由于
这是跟孩子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问题，因此孩子们都积极的
回答，很快就能调动起孩子们的兴趣与积极性。

2、在学习成语“四脚朝天”、“一边…一边…”时，孩子们
也学得比较快记得比较牢，因为在平时的语言活动中，我在
这方面经常有意识的去培养孩子们对于常见成语、词语的跟
念，因此在这个环节中用的时间比较少，而且孩子们都掌握
的比较好。

3、在最后一个环节中，我在引导孩子们进行经验迁移时，结
束的比较仓促，没有很好的从孩子自身来出发，只是草草的
结尾，导致孩子们不能很好的理解经常做“电视迷”的坏处。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学反思篇六

1、理解故事内容，学习理解“松软”、“暖和”等词语。

2、大胆想象，乐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3、通过故事感受与朋友分享的快乐。

活动图片教具，ppt课件。

一、开始部分

师：小朋友你们喜欢吃棉花糖吗？那云朵做成的棉花糖你们
听说过吗？今天老师就带来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云



朵棉花糖。

二、基本部分

1、边出示图片边讲故事（分段）

（1）鼠老二想把云朵做成什么？（枕头）那么枕头摸上去的
感觉是怎么样的啊？（松软）

（2）鼠老大又想把云朵做成什么？（棉衣）棉衣穿上去感觉
怎么样？

（3）鼠小小想把云朵做成什么？（云朵棉花糖）

（4）为了让棉花糖的味道更香甜，它们加了哪些东西呢？

2、香香的棉花糖终于做好了，那棉花糖要给谁吃呢？（可以
让个别小朋友们说一说自己的想法）好吧，那我们从头听故
事，把故事的后半段也一起听完，听听鼠兄弟们最后把云朵
棉花糖分给谁吃了！

3、第二遍结合ppt，完整讲述故事

（1）现在你们知道棉花糖分给谁了呀？（可以集体回答）

（2）那小老鼠只吃到了一点点开心吗？为什么？（分享，先
总结再让小朋友们联系经验）

（3）你也像小老鼠一样跟大家分享过东西吗？

三、结束部分教师：听完云朵棉花糖的故事，我们也来做棉
花糖，跟着音乐变出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造型，和更多的朋友
一起分享，好吗？你想送给哪个小动物，最后就做好它的造
型哦！



活动反思：

糖果是幼儿非常喜欢的食品，对幼儿的吸引力、诱惑力是无
穷的。而今天这个活动里面的糖果，讲的是软软的棉花糖，
这更让小朋友觉得与众不同，因为很多小朋友都没有吃过，
有些小朋友都没有怎么去接触过，所以我发现这个活动在一
开始的导入环节中，小朋友们的兴趣，还有好奇心已经达到
了一个高潮，所以，为整个活动的开展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个活动主要是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故事丰富的想象，体验
小动物们分享云朵棉花糖的快乐。在活动的开始我通过引导
幼儿看一看、摸一摸等方式感受棉花的特性，直接引出活动
的主题。在第一遍讲述以后，我发现幼儿对故事的兴趣很浓
厚，已经将故事的大致内容了解，并对三只小老鼠是怎么做
出棉花糖这个部分有着很浓厚的兴趣。在理解了故事的内容
之后，我请幼儿也来做一做你喜欢的糖果。幼儿喜欢用橡皮
泥来表现自己做出来的糖，并且能很好的跟同伴交流。这个
活动，我感觉我在讲述故事这个环节引导不够充分，导致有
时幼儿不能够回答出我想要的答案。

有三只小老鼠，他们是鼠老大、鼠老二和鼠小小。他们住在
一幢小楼里。鼠老大最大，住在最下面，鼠老二住在二楼，
鼠小小住在三楼。

一天，鼠小小打开窗子，一朵云飘进来了。啊，这朵云很白
很白，很软很软，很松很松。鼠小小抱着云朵到二楼去。鼠
老二说：“我看可以用它来做枕头，肯定很松软的！”鼠小
小和鼠老二又跑到了一楼。鼠老大说：“我看可以用它来做
棉衣，肯定很暖和的！”鼠小小说：“我看还是把它做成棉
花糖吧！”鼠老大和鼠老二说：“对，这个办法好！”三只
小老鼠开始做云朵棉花糖。他们先往云朵里加一些水果味，
再加一些奶味，再加一些甜味。抬到太阳下晒晒，香味就开
始飘散了！闻到香味，动物们都来了。大家好馋呀，三只小
老鼠 把云朵棉花糖分给大家，这个一朵，那个也一朵。大家



吃得真开心分到最后，云朵棉花糖只剩一点点了。三只小老
鼠你添一口，我添一口，添得真开心！第二天，大家都来等
着云朵再飞进鼠小小的窗口，他们要做更多的云朵棉花糖。

：在这一环节中，我运用了体验法，让幼儿感受与亲人朋友
分享的快乐。 “小朋友，小老鼠与好朋友分享了棉花糖，心
里很快乐，我们也把自己的糖果和好朋友一起分享吧” 然后
请幼儿一起分享自带的糖果，真正体会到分享的快乐。我这
样设计，是为了给孩子们创建一个健康、丰富、和谐、温馨
的成长环境。通过开展活动，引导孩子们生动、活泼、主动
地学习；同时我关注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为每一个孩子提
供发挥潜能的机会，以满足他们多方面发展的需求，真正实现
“让幼儿在活动中享受快乐！在快乐中享受活动！”

幼儿园中班语言教学反思篇七

本活动选自幼儿园建构式课程——《做个好孩子并不难》这
个主题中的一节活动。之所以我选择它，主要是来着我班的
孩子们有时喝完水后，将水杯随手一放，下一次喝水时找不
到杯子了；自己玩的玩具弄的乱七八糟；孩子不认识自己的
东西；每天都有丢东西的现象；孩子不会整理自己的物品，
自理能力差；孩子自己的衣服也不会叠，即便叠了，放的时
候也放乱了。孩子的行为习惯的培养、责任心的培养是很必
要的。在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孩子自己整理与归类，
形成良好的分类、整理习惯。孩子们往往会珍惜自己的劳动
成果，并从中受益，有次让我选择了此活动。

我为此活动设立了两个目标：

1、学习按物体的特征命名和进行分类，并根据物品的共同用
途分类。

2、学习有条理地收拾、整理物品，养成物归原处的好习惯。
根据目标我为此活动的重难点定为：根据物品的共同用途分



类。我以观看ppt拉开了活动，想要观看这些图片使幼儿感觉到
“乱”这个词，激发起幼儿整理的欲望。接着是豆豆家很乱
想请小朋友们来帮忙整理，我一次出示各类物品的图片，请
幼儿说说物品的名字并说说它们的用途，这里反复的要求幼
儿说它的用途有点啰嗦。课后老师们与我交流到这环节是否
先将这些物品出示在三张背景图上，请幼儿分类，再说说为
什么这么分的？第二环节我安排的是物品大分类，请幼儿自
己把这些物品合理的送到每间房间里，并说说它的用途给物
品分类，有幼儿在说水壶是放在煤气灶上烧的，我没有准确
的找到这点，提及幼儿物品摆放的合理性。第三环节是我会
整理，我在请幼儿放了5种物品后说：“这里还有许多物品，
现在请小朋友们一起来整理一下。”有次过渡到幼儿自己整
理，我要求幼儿每放一种就说说它的用途，贴的时候要整齐
贴，小心叠放，经过孩子讨论而得出的结果，孩子们的印象
也比较的深刻，也知道去遵守这个规则。

幼儿有序的来到自己的位置前边贴边有幼儿说：“怎么没有
台灯？”，幼儿操作的材料与我之前示范的材料有所不同，
为了能更好的检验幼儿学会的程度，我把整理的物品换了，
操作环节孩子们边说边做，兴致很高。

最后我请已完成的幼儿先自我检查，说说你放每种物品的用
途，到集体检查，这里我使用了投影仪，但是我让幼儿都拿
着自己的作业本，孩子们的心很容易分散，所以很多孩子边
观看上面的本子，边对照自己的本子，检查的不是很仔细，
如果检查时把孩子们的本子夹起来，请先完成的幼儿帮忙检
查，到共同检查，可能检查的效果更好，这些要注意的地方
我一定在第二次活动中改正，我相信通过整理、改进，孩子
们对放东西时更注重合理了寻求更好的方法，我相信下次活
动，我和孩子们学的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