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鸡上学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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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
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鸡上学教学反思篇一

1.幼儿学习运用大小不同的圆形和线条组合表现小鸡的特征。

2.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能力表现小鸡的不同形态并大胆给
小鸡着色。

经验准备：幼儿具备小鸡形象的经验。

物质准备：油画棒，范例，大张的空白纸一张。

1.情景导入：

师：鸡妈妈生了一个蛋，我们一起来帮助鸡妈妈孵蛋，我们
来看看蛋里的小鸡到底长啥样？

师：小朋友来猜猜看蛋里的小鸡是长什么样的？（引导幼儿
描述出小鸡的身体、脑袋、脚、嘴的形状样子）

2.教师示范：

师：小鸡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幼：圆圆的）教师画出小
鸡的身体。

师：小朋友们想想看小鸡的脑袋是什么样子的？（幼：圆的）
小鸡的.脑袋可以画在哪？



师：小鸡的脑袋可以画在这里吗？（教师随意选定一,体周围
的部位）

教师画出小鸡的脑袋，并添上嘴巴和脚。

师：小朋友看看，老师画的小鸡的脑袋紧紧贴着小鸡的身体，
那小鸡的脑还可以画在哪？

教师指出一远离小鸡身体的部位

师：小鸡脑袋可以画在这里吗？（幼：可以、不可以）

教师将小鸡的脑袋画在远离身体的地方，展示给幼儿看，并
总结小鸡的脑袋不能画在远离身体的地方。

师：小鸡的脑袋可以画在小鸡身体的大圆内吗？（幼：可以、
不可以）

教师示范展示，总结小鸡的脑袋可以画在紧贴着身体的部位，
还可以画在大圆内但不可以画在远离身体的地方。

师：现在，我们来给小鸡涂上漂亮的颜色，让小鸡更漂亮。
教师示范涂颜色的方法。

师：现在小朋友开动自己的脑筋，动起手，自己来画画小鸡。

3.幼儿动手操作，教师走动指导。

幼儿在动手绘画时，帮助引导幼儿解决在绘画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指导幼儿正确画出小鸡身体及脑袋的形状，正确组合
成小鸡的形态，避免出现幼儿将小鸡的脑袋画的远离身体。

给小鸡涂色时注意指导幼儿将颜色涂抹在线条封闭区域内，
并且颜色尽量涂抹均匀饱满。



4.教师点评幼儿绘画作品。

幼儿动手绘画完成后选择1~2张较符合本次活动目标的小鸡图
画，指出其画得好的地方加以表扬。同时选出1~2张画的有些
不足的画加一点评，指出其不足之处及下次改正方法。最后
对于幼儿在绘画活动过程中的行为表现稍微加以点评。

小鸡上学教学反思篇二

分享阅读《池塘》是通过小青蛙与其他动物的交谈，刻画了
一幅池塘周围环境的全景图。我将教学重点放于动物的出场
顺序、场所的空间关系，青蛙的成长变化来帮助幼儿理解池
塘周围各场景特点以及空间的关系。

教学活动开始，我用谜语的形式导入封面上的主要人物“青
蛙”。并提问：“小蝌蚪和青蛙有什么区别”从而让幼儿知
道青蛙就是由小蝌蚪变成的。由于分享阅读的书名叫《池
塘》，于是我提问：“青蛙是生活在哪里的?”引出今天要讲
的内容。出示封面，指读书名，请幼儿观察封面中的池塘周
围还有什么？接着阅读图画。《池塘》这本书中每幅图上都
有与下一页相关联的部分，动物身上的果实暗示着他们来自
何处，在景物的那一页角落里都画有下一场景，也预示着他
们来自何处，会出现什么动物，我抓住读本的这条主线。于
是我在活动中提问“谁来了，它身上有什么？”引导幼儿观
察细节，随后提问“它可能从哪儿来？你怎么知道的？”让
幼儿根据线索进行猜想，问题如此反复出现两三次之后，幼
儿就明白每一页都有通往下一页的`线索。

这次开展分享阅读《池塘》教学活动我很不满意，有点失败，
没有自己设想的效果好，自己进行教学活动中发现了好多的
问题。

（1）教学形式很单一，对幼儿吸引力不强，导致幼儿一开始
阅读图画积极性高，而越到后面教学活动幼儿专注力下降了



很多。

（2）阅读完图画揭开文字进行教学活动，自己觉得这种方式
很枯燥，不知道何开展下去，来调动幼儿的积极性。

（3）阅读图画，请幼儿描述图画信息过程中，对于每页图画
信息提问时间没有掌握好，导致后面几页没有前半部分这么
详细，时间很赶。

（4）由于前半部分时间没掌握好导致总结环节没有进行。

通过这次分享阅读教学活动，要不断提高自己分享阅读的教
学能力我要做的是：

1．由于对分享阅读经验不足，我要多听听其他教师是如何进
行教学活动并适当借鉴。

2．多和班主任交流，不懂的问题及时问班主任。

3．认真备好分享阅读教学活动。

小鸡上学教学反思篇三

一、设计意图：

当小鸡遇到狐狸，似乎难以逃脱被吃入腹中的命运，可是在
《聪明的小鸡》这一读本中，聪明的小鸡凭借自己的机智勇
敢，保持冷静迅速想出妙招解救了自己！在许多孩子和家长
心目中认为学习好就是聪明，然而现在的孩子遇到危险后临
危不乱、用自己的智慧战胜别人的能力却是微乎其微。希望
藉由本次活动让幼儿知道聪明有很多种，有学的聪明的、有
玩的聪明的、有做的聪明的，然后在大书阅读中采用对比阅
读的方法，通过对比性的观察进行推理判断，分析人物性格
特点，最终让幼儿获得小鸡急中生智战胜狐狸的感性经验。



这些经验的获得对幼儿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

二、活动内容：

活动目标：

1、熟悉故事内容，理解故事发展的过程和结构；

2、感知小鸡发起比赛的真正用意，体会故事中的幽默和乐趣。

活动准备：

大书、狐狸头饰、情节发展表、小鸡狐狸图卡。

活动过程：

（一）、游戏：狐狸和小鸡，导入活动

1、师幼展开游戏：狐狸和小鸡。

——师扮演狐狸，幼儿扮演小鸡，小鸡随音乐自由捉小虫，
音乐停止，小鸡赶紧回位，狐狸开始抓小鸡。

2、讨论：小鸡遇上狐狸怎么办？引出读本。

（二）、图画阅读：

1、封面阅读：引导幼儿观察故事角色及自然环境，并展开讨
论：

——小鸡在哪儿遇到了狐狸？狐狸最想做什么？小鸡又是怎
么想的？小鸡会不会呗吃掉？

2、逐页阅读画面，观察提问：



p2：小鸡发现狐狸心情是怎样的？狐狸会追小鸡吗？为什么？

p4：小鸡现在怕狐狸吗？小鸡对狐狸说了什么？

p5：小鸡、狐狸在干什么？小鸡举起了怎样的树枝？

p6：狐狸举起的树枝是什么样的?它们正在干什么？举重比赛
是谁赢了？

p7：小鸡在干什么？小鸡和狐狸比赛跳高，谁会赢呢？

p8：小鸡在干什么？狐狸会服气吗？会不会和小鸡比声音？

p9：谁的声音大？画面上谁出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p10：农夫为什么会出现？狐狸的心情怎样？

p11：狐狸为什么要逃跑？小鸡是否被吃掉了？它是怎么想的？

p12：小鸡最终为什么获胜了？

3、组织幼儿讨论，给读本命名。

——故事里有谁？这是一只怎样的小鸡？

——这个故事取什么名字最恰当？

（三）、总结分享

1、结合故事情节发展表，梳理故事情节；

——师出示情节发展表格，引导幼儿回顾故事内容，并邀请
幼儿粘贴磁性图卡，分别展示小鸡和狐狸的比赛项目，输赢
状况，梳理相关情节。



2、总结思考：小鸡提出比赛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最后是谁赢
了这场比赛？

三、活动反思与总结：

《聪明的小鸡》对大班小朋友来说是一个既有亲切感又有挑
战性的读本，画面里的信息远远超过了文字所要表达的信息，
尤其是画面上小鸡丰富的表情变化就是读本所要表达的思想。
在本次教学中，通过让幼儿逐页阅读，采用对比观察的方法，
为幼儿顺利阅读图书找到了捷径。

在大书阅读活动过程中，我没有运用过多的辅助材料，一本
大书、一段音乐、一张情节发展表、几张小鸡和狐狸的卡片。
这些简单易操作的材料，大大的激发了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
性。

《纲要》中指出：教师是幼儿活动的支持者、引导者、合作
者。在教学过程中我对幼儿的回答给予积极的肯定，用开放
性的提问让幼儿自主发现、自主学习。分享阅读最终倡导地
就是自主阅读，在本次教学活动中也融合了独立阅读和反复
阅读，符合大班幼儿的阅读能力。

同时，阅读是一个深入的过程，是要从表面的`图和文逐步往
图书的主题、反映的问题和表达的思想方面过渡。本次活动
也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启示：

1、丰富幼儿前期经验

《聪明的小鸡》是一本情节跌宕的故事类读本，在孩子阅读
此类读本前，可引导幼儿阅读一些故事性较强的读本，了解
故事的要素和写作特点。而且，幼儿对“聪明”的感知比较
狭窄，可以丰富幼儿的前期知识经验，让幼儿对“聪明”有
更全面的了解。



2、“抓住儿童抛过来的球，并以某种方式抛还给他们”

在教学进行时，一切都是在发展的，不可能都如备课中预设
好的一样顺，那么就要求教师能及时“抓住儿童抛过来的球，
以适当的方式去接，并以某种方式把球抛还给他们”。当孩
子发现问题、生成问题时，教师的有效回应便成为问题能否
保持、开展、深入、解决的关键。我在组织阅读活动中采用
的回应方式包括：顺势情节回应、肯定鼓励回应、追问拓展
回应、师幼交换回应。

3、给予幼儿主动阅读的空间

教师应根据幼儿发展需求，为幼儿创设想说、敢说、愿意说
的宽松环境，从而激发幼儿进一步活动意愿，帮助孩子有效
学习。并且教师在活动过程中要时而观察、时而引导、时而
介入，关注幼儿表现，抓住幼儿的兴趣点，多提开放性、推
理性的问题，拓宽思路，教师也应允许幼儿按照自己的想法
大胆预设、猜想，并在教师的帮助和引导下，重组自己的认
知结构。

4、做幼儿的“共读伙伴”

当教师以幼儿的“共读伙伴”的身份参与到幼儿阅读中去，
并站在孩子的角度，用一颗童心去理解他们时，最容易被幼
儿接纳。在总结分享环节中，我出示了一张情节发展表，让
幼儿和老师一起回顾故事内容，并邀请幼儿粘贴磁性图卡，
分别展示小鸡和狐狸的比赛项目，输赢状况，梳理相关情节。
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很高，而且自然的萌发了成就感，进而产
生更强烈的学习欲望，树立更强的自信心。

小鸡上学教学反思篇四

1、通过欣赏纸泥画作品，学习和掌握纸泥画的制作方法和步
骤，体验动手制作带来的乐趣。



2、初步产生对纸泥活动的兴趣，愿意进行纸泥活动。

3、培养幼儿动手操作的能力，并能根据所观察到得现象大胆
地在同伴之间交流。

4、让幼儿体验自主、独立、创造的能力。

5、培养幼儿的技巧和艺术气质。

纸泥、颜料、浆糊、白胶、镊子、鞋盒、筐子。

活动重点：纸泥画的制作。

活动难点：纸泥画的粘贴和制作完成。

一、感知小鸡的基本特征，引起幼儿的兴趣

1、出示玩具小鸡，这是什么？小鸡是样子的？

2、教师念儿歌《小小鸡》，概括出小鸡的基本特征。

小小鸡，叽叽叽，尖嘴巴，圆身体，身上穿着绒毛衣，爱吃
小虫爱吃米。

二、欣赏纸泥画，引起幼儿兴趣

2、上次我们用纸泥按磨具做了各种水果，现在我们制作小鸡。

3、出示背景图，小朋友怎样把纸泥画在纸盒上？

三、基本部份

1、认识、了解制作纸泥画的工具。

2、这是什么？镊子用来干什么？



3、提醒幼儿在轮廓线内给小鸡、小草、毛毛虫等物穿上衣服。

四、幼儿合作进行

1、提出制作要求，鼓励幼儿按照要求大胆地进行纸泥活动，
幼儿操作活动，教师巡回观察，并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2、教师可提醒幼儿在画未干之前别去摸，培养幼儿的耐心等
待能力。

五、展示幼儿作品，引导幼儿欣赏、分享、交流操作成果

1、你喜欢哪一幅作品？最喜欢哪一只小鸡？为什么？

2、悬挂孩子的作品，让孩子学习和欣赏。

制作纸泥画需要很多材料和花很多时间做前期准备，因此在
活动之前，我进行了很充足的准备，如购买镊子、毛纸、白
胶、保鲜膜等，在活动的前一天浸泡纸泥以及当天进行调色
等，活动的时候材料丰富，孩子们感兴趣。做出来的作品颜
色鲜艳。活动的一开始我用了图片和诗歌让小班幼儿直观的
了解了小鸡的基本特征，第二环节我让孩子欣赏了教师制作
好的纸泥作品，并说：“这幅画和你们平时画的画有什么不
一样吗？”孩子一下子被吸引，认认真真的观察画，接着老
师抛出问题：“它是用什么画的，画在哪里”，孩子的兴趣
被老师巧妙的激发。接着我让孩子们认识了作画工具以及自
己作画注意点，今天的画是合作画，因此我也是在这环节上
讲的比较多。今天的活动我没用教一些技能技巧的东西，部
分孩子没有掌握在画上压一压、孩子普遍出现纸泥在轮廓线
中不均匀，在课中没有重点说，因此我也是比较矛盾，可不
可以教一些必要的技能技巧。不过没有掌握的孩子我会在区
域中重点的指导。



小鸡上学教学反思篇五

《聪明的小鸡》对大班小朋友来说是一个既有亲切感又有挑
战性的读本，画面里的信息远远超过了文字所要表达的信息，
尤其是画面上小鸡丰富的表情变化就是读本所要表达的思想。
在本次教学中，通过让幼儿逐页阅读，采用对比观察的方法，
为幼儿顺利阅读图书找到了捷径。

在大书阅读活动过程中，我没有运用过多的辅助材料，一本
大书、一段音乐、一张情节发展表、几张小鸡和狐狸的卡片。
这些简单易操作的材料，大大的激发了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
性。

《指南》中指出：教师是幼儿活动的支持者、引导者、合作
者。在教学过程中我对幼儿的回答给予积极的肯定，用开放
性的提问让幼儿自主发现、自主学习。分享阅读最终倡导地
就是自主阅读，在本次教学活动中也融合了独立阅读和反复
阅读，符合大班幼儿的阅读能力。

同时，阅读是一个深入的过程，是要从表面的图和文逐步往
图书的主题、反映的问题和表达的思想方面过渡。本次活动
也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启示：

1、丰富幼儿前期经验

《聪明的小鸡》是一本情节跌宕的故事类读本，在孩子阅读
此类读本前，可引导幼儿阅读一些故事性较强的读本，了解
故事的要素和写作特点。而且，幼儿对“聪明”的感知比较
狭窄，可以丰富幼儿的前期知识经验，让幼儿对“聪明”有
更全面的了解。

2、“抓住儿童抛过来的球，并以某种方式抛还给他们”

在教学进行时，一切都是在发展的，不可能都如备课中预设



好的一样顺，那么就要求教师能及时“抓住儿童抛过来的球，
以适当的方式去接，并以某种方式把球抛还给他们”。当孩
子发现问题、生成问题时，教师的有效回应便成为问题能否
保持、开展、深入、解决的关键。我在组织阅读活动中采用
的回应方式包括：顺势情节回应、肯定鼓励回应、追问拓展
回应、师幼交换回应。

3、给予幼儿主动阅读的空间

教师应根据幼儿发展需求，为幼儿创设想说、敢说、愿意说
的宽松环境，从而激发幼儿进一步活动意愿，帮助孩子有效
学习。并且教师在活动过程中要时而观察、时而引导、时而
介入，关注幼儿表现，抓住幼儿的兴趣点，多提开放性、推
理性的问题，拓宽思路，教师也应允许幼儿按照自己的想法
大胆预设、猜想，并在教师的帮助和引导下，重组自己的认
知结构。

4、做幼儿的“共读伙伴”

当教师以幼儿的“共读伙伴”的身份参与到幼儿阅读中去，
并站在孩子的角度，用一颗童心去理解他们时，最容易被幼
儿接纳。在总结分享环节中，我出示了一张情节发展表，让
幼儿和老师一起回顾故事内容，并邀请幼儿粘贴磁性图卡，
分别展示小鸡和狐狸的比赛项目，输赢状况，梳理相关情节。
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很高，而且自然的萌发了成就感，进而产
生更强烈的学习欲望，树立更强的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