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好吃的红枣馒头教案反思 好吃的
水果教学反思(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
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吃的红枣馒头教案反思篇一

我的这次教学尝试活动，选择的主题是小（2）班幼儿比较熟
悉的点，就是水果的教学点，从整个教学活动中，不难发现，
幼儿的注意力特别集中，幼儿显得很有兴趣。因此，显然，
活动的趣味性还是有的。

教师连续提了几个递进性的问题，分别是这个水果架有几层？
每一层有几个不同的家？每个家分别是什么颜色的？最后在
上升到，看看水果架上有些什么水果，并尝试告诉大家，看
到的水果的家具体的是哪一个。有了前面的几个问题的提问，
幼儿的思路被理的比较清楚，因此在回答后面的问题的时候
也会比较顺利。有的幼儿需要教师的提醒补充才能够把问题
补充完整，有的幼儿则是能够非常完整地讲清楚所看到的水
果在具体的哪一层，哪个家里面。

幼儿的发展程度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的
时候，既要考虑到大部分幼儿的学习兴趣所在，又要考虑到
幼儿的发展水平以及最近发展区，而且显然这个水平都是应
该是一个平均水平。

因此，在这个活动中，一方面联系到了幼儿的生活经验，另
一方面，我在设计问题的时候采用了递进式的方式，因此，
幼儿容易在思路上更加清楚。不过，从幼儿的回应中可以发
现，幼儿的层次性还是很显然，但是，大部分的幼儿还是能



够很好的回应教师。

不管怎么样，问题的递进性对小班的幼儿还是很有必要的，
可以帮助他们理清楚思路，当然，活动的兴趣性也必不可少。

好吃的红枣馒头教案反思篇二

本学期小班语音常教研组“一课三研”的课题是谈话活
动“好吃的水果”，我上的是三研课，在一研、二研课以后，
我根据大家的建议，略加调剂和变动，现将我的课反思以下：

在活动展开之前，我充分利用家长资源，请家长带孩子参观
水果店，搜集水果图片、实物，丰富有关水果的经验，并且
与孩子一起制作“好吃的水果”介绍宣传单，布置了我班主
题墙和自由墙。在家长的共同参与下，孩子们对水果产生了
浓厚的爱好，逐步走进了水果的世界。我班的主题墙内容十
分丰富，有常见的水果，也有很多是孩子没有见过和没吃过
的水果，如猕猴桃、山查、橄榄、火龙果、冬枣、黑布林等，
适时地扩大了幼儿的视野，吸引了幼儿的留意力。

上课的前一天，我给每一个幼儿布置了一个任务，每人带一
个自己爱吃的水果到班上来。由于课前预备工作做得很到位，
所以在上课时，我利用实物让幼儿有话说，避免了课上干巴
巴的情况发生。

在教学活动中，我请幼儿把自己带来的水果拿在手上，针对
幼儿手中的水果提出题目，如：你带的水果是甚么、甚么色
彩、甚么外形？幼儿拿着水果都抢着回答我提的题目，幼儿
还和其他小朋友交换自己带来的水果，每一个幼儿表现的都
很积极，都想把自己带来的水果介绍给大家。

我再请幼儿品味我切好的水果，并在幼儿品味的进程中提出
题目：水果好吃吗？你吃的是甚么水果、甚么味道？帮助幼
儿留意聆听所要谈话的话题，并通过幼儿味觉的参与，调动



幼儿学习的积极性。在引导幼儿拓展谈话范围的进程中，我
发问：你还吃过哪些水果？甚么色彩、甚么味道？吃水果有
甚么好处？小班幼儿的特点是看到甚么说甚么，之前吃过的
水果可能记不得了，因此拓展部份幼儿谈得不太好，可以直
接说说吃水果的好处。

本次活动的亮点是利用幼儿生活中常见的实物水果作为幼儿
谈话活动的内容，充分调动了幼儿说的欲看，使每位幼儿有
话可说。在整个活动中，幼儿始终处于宽松、愉悦的环境中，
他们爱好高涨，积极主动的学习，真正体现了幼儿的主体性。
活动中充分调动幼儿的感官，让幼儿在看一看，摸一摸，尝
一尝，说一说中熟悉了水果的外形及口味。幼儿的已有经验
得到提升，幼儿的主动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

好吃的红枣馒头教案反思篇三

水果是幼儿极其喜欢的食物，再说，幼儿每天饭后也都要吃
水果，所以，对它是非常熟悉的.。因此，我能以谈话的方式
顺利导入活动。

活动的第一个环节，当我出示所准备的水果时，幼儿能马上
说出水果的颜色及外形特征，此时我又让幼儿自己数出了水
果的个数，巩固了幼儿对数字‘4’的认识。

活动的第二个环节，是幼儿品尝水果。我为每一组幼儿准备
了一个餐盘里面放着所要品尝的水果，其中每一组只准备了
一个香蕉，一个桔子，目的是让幼儿学会与同伴分享。在此
环节中，幼儿能自己独立的剥桔子、香蕉，并能把好吃的食
物与同伴分享；品尝完后，能用较完整的语言准确的说出水
果的口味，此时我又抓住时机询问‘你还吃过哪些水果，它
们是什么味道？什么颜色的？’幼儿能根据自己已有经验说
出许多自己吃过的水果，幼儿的已有经验又得到了进一步提
升。活动结束时幼儿能将果皮、果核丢进垃圾箱。但不足的
是，幼儿没有洗手就直接拿水果，这是设计活动时所疏忽的。



下一个活动，游戏：‘摸水果’。游戏是幼儿最愿意参与的
活动，此活动中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特别高。通过这一活
动巩固了幼儿对水果外形特征的认识。

最后一个活动，‘给水果宝宝穿衣服’。此活动中，幼儿能
根据自己的经验，给水果涂上合适的颜色，进一步巩固了幼
儿对水果颜色的认识。但不足的是，只有部分幼儿参与了此
活动，如果每个幼儿都参与进来效果会更好。

在整个活动中，幼儿始终处于宽松、愉悦的环境中，他们兴
趣高涨，积极主动的学习，真正体现了幼儿的主题性。活动
中充分调动幼儿的感官，让幼儿在看一看，摸一摸，尝一尝，
说一说中认识了水果的外形及口味。幼儿的已有经验得到提
升，幼儿的主动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

好吃的红枣馒头教案反思篇四

本学期小班语音常教研组“一课三研”的课题是谈话活
动“好吃的水果”，我上的是三研课，在一研、二研课之后，
我根据大家的建议，略加调整和变动，现将我的课反思如下：

在活动开展之前，我充分利用家长资源，请家长带孩子参观
水果店，收集水果图片、实物，丰富有关水果的经验，并且
与孩子一起制作“好吃的水果”介绍宣传单，布置了我班主
题墙和自由墙。在家长的共同参与下，孩子们对水果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逐渐走进了水果的世界。我班的主题墙内容十
分丰富，有常见的水果，也有很多是孩子没有见过和没吃过
的水果，如猕猴桃、山楂、橄榄、火龙果、冬枣、黑布林等，
适时地扩展了幼儿的视野，吸引了幼儿的注意力。

上课的前一天，我给每个幼儿布置了一个任务，每人带一个
自己爱吃的水果到班上来。由于课前准备工作做得很到位，
所以在上课时，我利用实物让幼儿有话说，避免了课上干巴
巴的情况发生。



在教学活动中，我请幼儿把自己带来的水果拿在手上，针对
幼儿手中的水果提出问题，如：你带的水果是什么、什么颜
色、什么形状？幼儿拿着水果都抢着回答我提的问题，幼儿
还和其他小朋友交流自己带来的水果，每个幼儿表现的都很
积极，都想把自己带来的水果介绍给大家。

我再请幼儿品尝我切好的水果，并在幼儿品尝的过程中提出
问题：水果好吃吗？你吃的是什么水果、什么味道？帮助幼
儿注意倾听所要谈话的话题，并通过幼儿味觉的参与，调动
幼儿学习的积极性。

在引导幼儿拓展谈话范围的过程中，我提问：你还吃过哪些
水果？什么颜色、什么味道？吃水果有什么好处？小班幼儿
的特点是看到什么说什么，以前吃过的水果可能记不得了，
因此拓展部分幼儿谈得不太好，可以直接说说吃水果的好处。

本次活动的亮点是利用幼儿生活中常见的实物水果作为幼儿
谈话活动的内容，充分调动了幼儿说的欲望，使每位幼儿有
话可说。在整个活动中，幼儿始终处于宽松、愉悦的环境中，
他们兴趣高涨，积极主动的学习，真正体现了幼儿的主体性。
活动中充分调动幼儿的感官，让幼儿在看一看，摸一摸，尝
一尝，说一说中认识了水果的外形及口味。幼儿的已有经验
得到提升，幼儿的主动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

好吃的红枣馒头教案反思篇五

之所以选择计算活动《好吃的水果》是源于在我们都尝试过
《水果沙拉》这样一个教学活动，制作的过程孩子非常感兴
趣，非常乐意参加到活动中，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把这样的一
个活动和数相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数学活动。

我把这个活动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让孩子感知颜色，
能区分颜色；第二部分是巩固对三以内数的复习；第三部分
是学习颜色和实物数量的匹配。通过循序渐进的方法让孩子



掌握数概念。

在教学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想让孩子多取几种水果的，然后
引导孩子数自己手中水果的个数，但是可能由于我们的常规
培养使孩子形成了一种概念——人手一份，所以孩子在取水
果的时候都是拿了一个，那么在教学中我只能改变策略，引
导孩子把大方地把水果送给我，然后数水果个数。我觉得孩
子的参与还是蛮积极的，但可能是换了环境的关系，孩子在
活动中的表现没有日常在教室里积极和热闹，回答的时候也
相当含蓄，都是轻轻地。整个活动没有预期的`效果好。

当然事后我也寻找了原因，因为我让孩子辨别的这些水果，
有些水果他们不熟悉，所以使得他们的回答受到了阻碍（本
来还想通过这个活动让孩子多认识一些水果，结果就因为都
是一些不认识的水果造成了活动的冷场，如果下次教学应该
在课前先让孩子认识这些水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