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熊冒泡泡教学反思 吹泡泡教学反
思(实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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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熊冒泡泡教学反思篇一

在各位家长的帮助和配合下，本次活动《吹泡泡》在活动前
我们就收集了吹泡泡活动中会使用到的吸管、小瓶子，或是
家中有吹泡泡使用的道具，让我们感动的同时，也为我们的
半日教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为本次活动的顺利开展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活动的第一部分就是吹泡泡,这是幼儿最感兴趣的活动之一。
我给孩子们演示吹泡泡，孩子们显得特别兴奋，有的幼儿甚
至想离开座位抓泡泡，可开心、可想要吹泡泡了。让孩子们
观察我吹的泡泡是什么形状的？我示范了怎样用试管吹出泡
泡，怎样用专供吹泡泡的工具来吹出泡泡，叮嘱孩子们自己
等下在吹泡泡时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看着孩子们跃跃欲试的
样子，我先让孩子们做做吹的动作，就像吹蜡烛一样，泡泡
只能用吹，绝对不可以用嘴吸管子。在幼儿动手操作之前，
将吹泡泡使用的工具分发给他们，每个幼儿都有两根以上不
同大小的管子，让他们分别吹吹比较下吹出来的泡泡是否一
样？还是有什么不同？让孩子们在吹、在玩、在乐的同时，
观察、比较泡泡，激发了幼儿浓郁的兴趣和强烈的好奇心。
让孩子们抬头用吸管尽量向上吹，由于天气的原因，只能在
教室里进行这个活动。不一会儿，教室的中间都漂着泡泡，
见孩子们那么乐，赶紧用相机抓拍他们最真、最乐、最甜的
每一瞬间。孩子们尝试、观察、比较后又让孩子们两两结对，
比谁的泡泡吹的大、漂亮，又是一高潮，比泡泡大，孩子们



可来劲了，只听“我吹的大”“我的最大”“我比你大”。
活动的第一部分就让孩子们亲身体验了一把吹泡泡的乐趣，
孩子们可喜欢了。

活动的第二部分是看泡泡。由于天气原因，没有太阳光的照
射，泡泡在教室里的颜色没那么明显，我让孩子们先观察，
等有太阳了再仔细观察一次。

我们班的孩子第一次使用颜料，大多数孩子之前没见过颜料，
所以用瓶盖蘸颜料印泡泡，他们特好奇，有的孩子会说“老
师，你好厉害呀！”“老师，我也要用颜料宝宝”“颜料宝
宝好漂亮呀！我也要”。有个别幼儿活动前没拿瓶子，所以
我给他们小瓶子，请他们用瓶口印泡泡，我之后总结的经验
是用瓶口印泡泡更方便孩子。有的瓶盖很短，幼儿用手抓着
蘸颜料时，有的会不小心小手或瓶盖身会蘸着颜料。

孩子们第一次的亲身体验、第一次用不同的管子吹、比较泡
泡，甚至对大多的幼儿来说第一次仔细的去观察泡泡、第一
次印画，都太有意义了，在玩乐中学本领，在玩乐中成长。

小熊冒泡泡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我组织孩子们进行了一次科学探索——《它能吹出泡泡
吗》，通过这次活动，我和孩子们共同探索、发现了很多奇
妙的事情。

我提前用茶叶水、洗洁剂、白砂糖调出了泡泡液，又自制了
各种吹泡泡工具：铁丝圈、竹筒、吸管、毛根圈等，孩子们
看到我带来的各式吹泡工具都争着要试试，所以整个活动孩
子们参与地积极性很高。通过各环节的尝试、探索孩子们发
现我准备的吹泡工具中有些能吹出泡泡有些则不能。最终得
出结论：有洞且两头相通的工具才能吹出泡泡。活动最后一
个环节我让孩子们动手，给一些不能吹出泡泡的材料进行改
造，变得能吹。孩子们都积极动手尝试，想出了各种好办法，



获得了成功的体验。例如：将纸条卷起来、将吸管里堵的纸
团捅出、将毛根卷曲等等。

但任何一次活动都不可能达到完美，这次活动仍存在不足不
处：

1、自制泡泡水效果不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孩子们的探索
结果。

2、记录表的使用方式可再灵活一些，本次活动我制作了一张
大表格挂于黑板供大家一起使用，其实可以尝试让幼儿人手
一张，自己将探索结果记录下来。

3、在孩子们探索环节我也做到了和孩子们共同探索并探讨，
但对个别照顾还不够到位。

整个活动孩子们都很投入，看到孩子们脸上露出的喜悦深情，
我更开心。吹泡泡活动结束时，孩子们还不舍得放下手中的
工具，科学活动太有吸引力了。以后我会组织更多有趣的活
动，让孩子们在“玩中学”，我也将不断提高自身教学能力，
争取做得更好！

小熊冒泡泡教学反思篇三

本次的美术活动：《小鱼吐泡泡》是一个用瓶盖印章的活动，
一个个废旧的瓶盖当作印章，蘸上颜料，印出一个个圆圆的，
色彩鲜艳的泡泡，对于小班的孩子来说是很神奇的。这此活
动是我们孩子第一次尝试印章画，当出示了操作材料后孩子
们就跃跃欲试了。在活动过程中孩子们很乐于去尝试瓶盖印
章画，最后活动效果也不错。

本次美术活动经过几次尝试修改，最后把孩子创作的底稿有
原来的彩色小鱼改为黑白线描小鱼，水草为绿色，这样子孩
子在瓶盖印章画时才能够比较明显。在孩子印章的颜料的摆



放上也做了一些修改。原先采用小托盘，放在桌子中间。但
是孩子印章后发现孩子在蘸颜料的时候太拥挤，容易碰到袖
子上面。最后决定使用分类盒，在分类盒下面垫一层白色不
织布，然后浇上一层颜料，每两个孩子一个分类盒，这样既
节省了颜料又减少了把衣服弄脏的可能。

在活动过程中，每个孩子提供了三种颜色，在印章画过程中，
当孩子想换一种颜色进行是需要用抹布擦去，这个操作过程
对于孩子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因此我着重讲解了绘画是的注
意事项，本节课教师讲解所花的时间较短，孩子自由创作的
时间较长，毕竟美术课是要让孩子去动手创作的，在创作的
过程中感受美、享受美。

在活动中，我对印章画要求反复强调，可是还是有部分画被印
‘脏’了，课后我进行反思，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1、类似
这样的活动孩子还是第一次尝试，他们对颜料和印章很感兴
趣。如果第一次就让孩子进行有规律的印章画，似乎对孩子
来说困难了点，他们的兴趣点还在印章的过程中，而不是老
师的画。我们在让孩子进行点画前，可以先让孩子自由玩色，
充分玩色。对颜料和印章有所了解之后，在进行集体教学活
动，这样或许就不会出现孩子乱玩色的情况了2、操作要求讲
得太多了。物极必反，孩子们一门心思去印章画，我却一遍
又一遍啰嗦的强调要求，孩子们没想去听了。

另外，在活动中部分孩子们不在乎是给小鱼吐泡泡，而是注
重用抹布擦拭瓶盖上的颜料；部分幼儿注重换颜色、换瓶盖，
不去关注画面的整洁性和整体性。 这个需要教师在幼儿创作
时进行巡回指导。

小熊冒泡泡教学反思篇四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艺术领域教育的关
键在于充分创造条件和机会，在大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萌
发幼儿对美的感受和体验，丰富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幼



儿学会用心灵去感受和发现美，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和创造
美。吹泡泡对于孩子来说并不陌生，吹出的泡泡在阳光下五
颜六色特别漂亮，可是很短暂，怎样能将这种美留的时间更
久一些呢？基于这一点我设计了本节活动内容，充分利用孩
子的好奇心、调动孩子的积极性，让孩子们发挥想象力和创
造力，在玩的同时创造美的奇迹。

1.了解吹泡泡的特点，利用多种颜色吹泡泡，并用吹泡泡的
方法作画。

2.能动手动脑，运用多种方法大胆尝试作画。

3.激发对美术创作的兴趣，及良好的作画卫生习惯。

颜料、彩笔、调色盘、吸管、纸杯、泡泡液、白纸、背景音
乐

一、游戏导入，激发兴趣

教师带幼儿玩吹泡泡的游戏。

二、谈话引入主题

1.谈话：泡泡这么漂亮，想不想把它们留下来呢？（激发幼
儿探知欲）

2.教师引导幼儿给泡泡穿上鲜艳的衣服。（给泡泡液调上不
同的颜色）

三、出示范画，引导幼儿观察

四、出示工具材料，教师演示创作泡泡画的过程

1.将泡泡液调成不同的颜色。



2.教师示范创作泡泡画步骤：

（1）在白纸上画出喜欢的图案。

（2）选择喜欢的泡泡液用吸管蘸一蘸。

（3）对准要涂色的部分吹出一个泡泡，纸上就留下一个彩色
的泡泡印。

（4）可以用不同的颜色吹出不同的泡泡，增添画面的美感。

（5）漂亮的泡泡画完成了。

五、播放背景音乐，幼儿操作，教师指导

幼儿创作泡泡画，教师巡视指导，提醒幼儿注意卫生，不要
把染色的泡泡液吸入嘴里。

六、结束部分

展示作品，互相欣赏学习。

七、活动延伸

延伸到户外活动中，进行吹泡泡比赛。

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大人无法想象的，而且孩子们天生
喜欢涂涂画画，喜欢奇特的事物，他们有自己内心世界，也
需要用方法表达出来。《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
幼儿艺术领域教育的关键在于充分创造条件和机会，在大自
然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萌发幼儿对美的感受和体验，丰富其想
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幼儿学会用心灵去感受和发现美，用自
己的方式去表现和创造美。幼儿园美术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借
助美术这一载体促使幼儿的认识、情感、能力、个性诸方面
的有效发展，通过美术教育促进幼儿的发展。



美术活动是幼儿喜欢的一种艺术活动，吹泡泡对于孩子来说
并不陌生，吹出的泡泡在阳光下五颜六色特别漂亮，可是很
短暂，怎样能将这种美留的时间更久一些呢？基于这一点我
设计了本节活动内容，充分利用孩子的好奇心、调动孩子的
积极性，让孩子们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玩的同时创造美
的奇迹。以开发幼儿潜力提高幼儿学习兴趣、发展幼儿健康
的个性为前提，运用各种途径灵活多样地组织各种教学使美
术教育在儿童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教
师可以通过展示幼儿绘画作品，制作手工、师幼共同布置主
题墙及装饰艺术品，来创造条件让幼儿参与其中，以此来激
发他们的创作兴趣和热情。为幼儿提供能满足幼儿创作需要
的丰富的美术活动材料，让幼儿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这样
做，不仅可以满足幼儿的兴趣和表现需要，而且有利于幼儿
在探索中独立地获得学习经验。

小熊冒泡泡教学反思篇五

活动“追泡泡”其目标是1、通过抓、拍泡泡，学习朝着目标
走和跑。2、积极参与户外游戏，在活动中体验乐趣。

活动我以出示魔术箱导入，因为托班孩子喜欢神秘感，喜欢
情景表演。当我出示魔术箱告诉幼儿要变魔术时，孩子们都
一个个看得很认真他们的注意力全都被魔术箱吸引住了。吸
引了孩子的注意力后，我取出了吹泡泡工具让他们看看猜猜，
根据他们的已有经验有的孩子能辨认出物品并说出其名称。

我拧开盖子示范着吹泡泡当我吹出泡泡时孩子们都兴奋地拍
手尖叫起来，我示意让他们安静但无济于事，随着泡泡在空
中的消失孩子们那兴奋的欢呼声也随之散去。

接着我们去户外追泡泡啦！出发前我要求孩子们在追泡泡时
不要大声喧哗，在孩子们地点头应允声中我们出发了，来到
户外我举起泡泡工具开始吹喽！孩子们则仰着脑袋目光注视
着我，呼，我轻轻一吹，五颜六色的泡泡就淘气地飞舞起来，



随之孩子们“啊~~~~”地叫着开始追逐着泡泡，用手拍打起
泡泡来。孩子们是那样的兴奋，他们的叫声此起彼伏，响彻
整个操场。我一再让他们小声但随着诱人的泡泡飞起他们就
将自己的兴奋之情表露在外，用他们的喊叫和肢体语言来表
述自己的情感。

小班孩子年龄小他们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在活动中我一再
的要求他们安静但都没能达到我的要求，我想追泡泡这个活
动是个很能让孩子兴奋喜欢的户外体育游戏，根据他们的年
龄特点我不应该时时强调让他们安静，因为那不是在室内，
应允许孩子们把自己的情绪通过他们最直接的方法表现出来。
但适当的让他们小声那是必要的。

小熊冒泡泡教学反思篇六

首先，选择适合的场地。教室里空间比较小，而且泡泡落在
地上很容易使地板变得滑滑的，会让孩子摔跤。因此，我选
择了户外的场地，类似草坪的场地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隐患。

其次，选择成功的材料。因为泡泡的制作材料，我们可以自
己制作，但可能会吹不出，或者泡泡比较小。我还是选择了
买来的长条的现成泡泡，这个吹的材料比较大，可以吹出很
大的泡泡，也可以用手直接甩一下就能有很多的泡泡。这样
孩子的兴趣会更大。

最后，我在操作过程中，选择适当的人数。如果孩子人一多，
容易发生“踩踏”事件，所以控制好人数，对游戏的顺利、
安全开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通过这三个准备，孩子在活动过程中，既玩得开心，又安全。
我想每一个活动若都经过思考，那么就会增加幼儿学习的兴
趣，活动也将开展得更加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