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小狐狸吃果子教学反思(优质5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小班小狐狸吃果子教学反思篇一

这学期开学伊始，我调到新的工作单位宁江区第二实验小学。
这是一所崭新的学校，现代化的教学设备配以全新的教学理
念，加上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和卓越的领导团队，我想这些
会成就一支所向披靡的教育队伍。

这学期我担任该学校的.科学课教学任务，说实在的这是我最
薄弱的学科，我顾虑重重，但是我坚信只要勇攀高峰，定会
冲破一切艰难险阻。我通过自我进修不管从书中和网络中汲
取营养，使我的教学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下去。我校组织的教
研活动多种多样，就拿这学期的汇报课来说吧，让我从中收
获颇丰。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驾驭课堂的好方法，每个人身
上都有闪光点。集大家所长，我一定会有长足的进步。

我的汇报课课题是《花开了》。这节课上得总体来说很成功，
同时也存在许多不足。这课内容是四年级第二单元第一课，
原内容是《油菜花开了》，由于我们北方这个季节找不到油
菜花实物，我把教材做了小调整。我自己养的几盆花当时开
得别样芬芳，抓住这一契机我灵机一动，有了，为了学生能
上好课我选择了忍痛割爱牺牲我家的几朵花吧。课前我在家
里录了一段视频，把我家的花通过视频送给孩子们欣赏。让
他们知道君子兰是地下茎，四季梅是地上茎。



然后我学生带来了我家里开得正旺的朱顶红的花，孩子们一
看见鲜花兴趣盎然，我把花发放到各个小组中，孩子们积极
主动地认真观察。每个小组的学生都能说出这朵花有几片萼
片，几个花瓣，几个雄蕊和雌蕊。然后趁热打铁，让他们解
剖这朵花，由于学生没有上过解剖课，而且我送给他们的这
朵花又特别美，孩子们有些不忍动手，我就鼓励他们进行大
胆地尝试，便于学生观察花的构造。课堂上各个小组同学团
结协作，一边观察一边讨论研究，并且各组能够在我预先准
备好的画纸上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看到他们粘贴的一幅幅
作品，我会心的笑了。学生人人都有很大的收获，就是当老
师的最大的骄傲。

通过上这节课我看到学生对科学课的浓厚兴趣，也意识到好
的教学方法对学生上好课是多么的重要。今后我会继续努力，
多带给孩子们一些好课。同时我也注意到，学生在小组学习
活动中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小组长组织组员的能力有待加
强，个别学生参与度不强，学生课堂表达能力有待提高等等。

结合上述问题，我会灵活调整教学，让我的课堂更加精彩，
让学生收获更大。

小班小狐狸吃果子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是上美术活动《织鱼》，我示范讲解好以后，幼儿开始
操作了，看着有些孩子的作品总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好，我就
忍不住拿过画笔，边说边画：“颜色要涂匀，不能留白!”正
当我为自己改过的作品而自豪时，一个怯怯的声音在我耳边
响起：“老师，别帮我，我能行!”我有点脸红了，原来孩子
们也有自己的想法，也许他们并不需要老师过分的帮助。我
常认为孩子会喜欢老师的指导，并且已经在我的指导中明白
了，领悟了。可细细想来，他们的话又提醒了我，这是我的
作品，这是我的想法，你为什么要破坏我的作品呢?当我为孩
子的作品添上那自认为精彩的一笔时，孩子就觉得，那已经
不是他独立完成的作品，不完全属于他了。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是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在幼儿园美术活
动中屡见不鲜，老师为了让幼儿的作品更趋完美，总在不经
意间，从自己的审美出发，为孩子的作品添一点，改一点。
目的也是让展示的作品更好，但从幼儿的发展目标来看，结
果却是大相径庭。《纲要》明确指出，在艺术活动中，提供
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幼儿用不同艺术形式大胆地表达自己
的情感、理解和想象，尊重每个幼儿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
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在支持、鼓励幼儿积极参加各种艺术活动并大胆表现的同时，
帮助他们提高表现的技能和能力。所以，我们在此类活动中
这些行为是不可取的，我们的这一细小的动作，也许会改变
一个孩子在艺术活动中的表现和兴趣。从《纲要》中可以看
出，对于组织活动的要求是为他们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并
用鼓励表扬等方法来激发他们的情感和想象，还要肯定他们，
接纳他们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表现方式。这些看似简单，做起
来就有一定难度，所以要求我们首先要管住自己的手，多用
指导性的语言，让他们在理解、领会的基础上去创造和想象。
如果经常去帮他们添上一笔或者画上一笔，就会渐渐地滋长
了孩子的依赖性，孩子的这种惰性会抹杀了想象和创造的空
间。对于一些的确需要帮助的孩子，我觉得应该是更多的鼓
励，对他的细微进步都予以肯定，让他的自信多于自卑，让
他在成功的体验中克服对老师的依赖。

培养孩子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是幼儿园教育的目标，
老师在美术活动中的组织和指导是达到教育目标的一条重要
途径，让我们关注每个孩子的感受，真正把培养的目标落到
实处。让每个孩子脸上都绽放自信的笑容吧!

小班小狐狸吃果子教学反思篇三

伴随着一个月的主题《我上幼儿园啦》各个方面内容的进行
和幼儿对教师、同伴及幼儿园生活的熟悉。大部分幼儿能够
高高兴兴的上幼儿园了，初步学会了一些上幼儿园的基本常
规。也已有了在玩中学，学中乐的意识。他们的自我意识开



始发展。因此，在此基础上，我们小班又生成了主题《我是
好孩子》，为幼儿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在实施主题《我是好孩子》的过程中，每个班用不同的形式
张贴幼儿的照片，帮助幼儿建立了初步的归属感。对幼儿来
园、进餐、睡眠、参与活动的兴趣等方面给予了评价，激励
了幼儿喜欢来园，争做好孩子的意识，还根据各班不同情况
设立了本班的区角活动和游戏。

在家长工作中，每个班教师都对家长给予了相应的指导。指
导家长善于发现并鼓励孩子的点滴进步，经常夸他是个能干
的好孩子。教师还利用各种机会与家长沟通及时交流孩子的
睡眠情况、饮食情况等，请家长观察幼儿在家庭中的分享行
为，鼓励孩子与家长共享食品，关心孩子结交新朋友的情况。
指导家长重视培养孩子独立的生活能力，在家鼓励孩子自己
洗脸、吃饭、睡觉、上厕所，教孩子学习穿、脱衣服，叠衣
服，不纠缠成人。建议家长经常带孩子到户外活动，引导孩
子多观察周围环境。在家里鼓励孩子大胆自由的创作，随意
画画、随意撕纸等等，培养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各班通过《我的小脸白又净》、《乖宝宝睡觉》、《宝宝会
吃饭》等培养了孩子生活方面的能力和卫生习惯。通过看图
说话《和我一起玩》、仿编儿歌《我要自己走》、故事《一
二三，自己爬起来》等语言活动，既发展了幼儿的语言表达
能力，又培养了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和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在音乐活动中学习了歌唱《乖孩子》、韵律活动《兔子跳》、
音乐游戏《碰碰碰》等，使幼儿学会了唱歌，并喜欢音乐活
动，能够主动积极的进行表演。

总之，通过带幼儿参观、讲故事、看图讲述、做游戏、欣赏
表演等活动；感知圆形的特征，比较圆的大小；尝试与同伴
一起唱歌、撕纸、添画等等，在各种活动的参与、评价中，
使幼儿感到：我是好孩子，老师、小朋友都喜欢我！我会唱
歌、画画、编儿歌、做手工，我真棒！知道长大要自己走，



不要大人抱，跌倒了自己勇敢的爬起来。真正体验到了成功
的乐趣。

但也有个别幼儿身体素质差有经常有病，经常旷课的现象，
还有个别幼儿接受能力不强，因此有些内容掌握的不好。大
多数幼儿记忆能力强但健忘的也快，所以我们会在下月主题
中对本主题的有关内容进行复习巩固。

小班小狐狸吃果子教学反思篇四

一天下午体育游戏时，我正按着既定的方案进行游戏，兔宝
宝们一听到“菜地到了，这萝卜长得又大又红，就说：“妈
妈、妈妈，我们拔萝卜吧。”我一边应和着，一边说着开始
吧，一边做着拔的动作，我以为他们也会像我一样自顾自地
拔，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们自然地分成若干个组，完全打乱
了我的计划。有的在我身后一个拉着一个，有的自觉地站到
某个幼儿身后拉着，就这样一队一队拔萝卜的队伍出现，就
像拔萝卜那首歌里的情境一样，仿佛再现“拔萝卜”。我也
来了劲头，顺势抓住易盛（他正在我的跟前）的小拳头，领
着幼儿一仰一合动着，幼儿还一边拔一边唱出了那首歌，像
劳动场面的吆喝号子一样，幼儿兴奋到了极点，游戏也掀起
了一个小高潮。激动的我，对这个意外油然而生一种喜爱，
心想这些小家伙还真有意思。幼儿这个自然生成的结果既在
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中。意料之外是我并没有事先设计这个，
更不会有丝毫的引导，情理之中是幼儿们有这方面的经验积
累，因为在看好书画好画时，根据绘画内容，我在图书选择
上做了调整，我班幼儿观看拔萝卜故事视频，所以他们自然
而然的进行这样的迁移。当然，我们的宝贝还真的很聪明。

幼儿活动现场上的自然生成也让我这个老师兴奋不已，不知
不觉我也进入意境。当我班的大灰狼来了的时候，幼儿们四
散逃，高潮再次掀起，只见幼儿们慌慌张张，能逃多远就逃
多远，我只能按着目力所及追随着他们。操场上到处是他们
奔跑的身影，嬉笑、尖叫不绝于耳，那场面很是热闹。当我



看到大灰狼抓住一只小兔时，我对幼儿们说：“大灰狼捕到
猎物了，不会很快回来的，我们再去拔萝卜吧。”游戏再次
进行，又一次再现前面的情景。

这一次大灰狼出现，我不知怎的，突然灵光一现，我对幼儿
们说：“快！快躲起来，快到妈妈这边来！”也许是我放手
（没有限制逃跑范围）过于大胆了，下意识地想收吧。没想
到这又成了一个意外生成。幼儿们迅速围了过来。我一边对
他们说妈妈来保护你们，一边说藏好了吗？幼儿回应着，迅
速地坐在地上的一个圆圈内，安静下来。有时灵感瞬间迸发，
自己也解释不清，而且，越是刻意越不出现。 而此时我居然
又冒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一反常理，让幼儿们改变兔子那
胆小懦弱的形象。我对幼儿们说：“我要保护你们，妈妈去
赶走它。”我跳到“大灰狼”跟前，朝着它比划几下，那
个“大灰狼”还真的煞有介事地凶巴巴地对着我比划。这时，
我又招呼那些兔宝宝“我们一起把它赶跑吧！”兔宝宝们蜂
拥而至，群情激昂。活动再次进入高潮。有些男兔宝宝们还
真的很勇猛呢，处处显示勇者的斗势。最后，在我的授意下，
以大灰狼逃走了而告终。

宝宝们回到班级，有的说渴了，有的说真热呀。我想，这不
就是我们体育活动所要的结果吗。活动量虽然没有测量，我
想幼儿的表现也告诉我们这个量也差不多达到了。意外生成
让我的这个活动有了动、静的'结合；使体育活动达到了动静
的统一和谐；大胆地改变又让这个活动有了新意。

这个活动的意外生成让我觉得有时活动的创新是需要教师灵
活机智抓住现场某一切入点，根据现场随机大胆的改变既定
方案，哪怕是活动并不圆满，广开我们的思路也是值得的。
就拿这次活动来说吧。我们在赶跑大灰狼时，我们的宝宝真
的进入了情境，尤其是男宝宝，仿佛忘记了是在游戏，还蛮
来真的，当大灰狼的小朋友更甚，后来，还告诉我不想当大
灰狼了。当时的情景，真让人担心发生什么意外。（有一幼
儿拉着狼的衣领跑）如果那时摔倒，碰到脸部肯定会破皮的，



我也顾不了在活动了，只能打破情境，告诉他们是假装的。
我想，这也会使活动打折扣的，但我觉得还是有收获的。

这活动一结束，我就想好好总结总结。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
意外，太多惊喜，太多的收获。不过更多的是为我的宝宝们
骄傲。我爱他们的活泼，爱他们的聪明，爱他们的顽皮，爱
他们的“强悍”。

小班小狐狸吃果子教学反思篇五

1、在游戏活动中通过对应比较的方法感知物体的长短；

2、在操作中学习比较物体的`长短，找出最长和最短；

3、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体验学习的快乐。

1、教具：长棒

2、学具：

（1）、长棒

（2）、长短一样的3根铅笔

（3）、长短不一样的3根吸管

（4）、长短不一样的3条毛线

一、预备活动：

走线：学生随着优美的旋律轻轻地走在线上。

二、以“长棒城堡”引入活动。

1、感知长短。



师：小朋友们，欢迎来到“长棒城堡”！今天是长棒国王的
节日，我们的长棒娃娃已经等候多时了。

师：长棒过欢庆节日。看他们多高兴！这些长棒哪里不一样
呢？（教师引导幼儿说出“长短”的不同）

2、认识最长和最短。

师：三根长棒娃娃谁最长呢？（教师引导将“长棒”一端对
齐进行比较，找出哪根最长哪根最短。）

三、出示铅笔、吸管、毛线，让学生找出最长和最短。

师：咦，铅笔朋友、吸管朋友，还有毛线朋友也来比长短了，
请

小朋友帮忙找找看谁最长，谁最短。你怎么知道？用什么方
法知道的？

四、学生操作：

1、教师提出要求：

（1）、比较时一定要将长棒一端对齐进行比较。

（2）、能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出哪根棒子最长；哪根棒子最短。

五、游戏活动：比一比

师：盛大的舞会就要开始了，请小朋友们每人邀请一根长棒
娃娃一起跳舞吧。和你的好朋友比一比，并要说出：我的最长
（短）。

六、收拾学具，活动自然结束。



师：长棒娃娃要回家了，现在请小朋友轻轻地把它们送回家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