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教学反思小班 幼儿园教学反
思(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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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
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幼儿园教学反思小班篇一

对幼儿园的孩子进行环保教育，我们老师往往习惯于简单的
说教，从而起不到很好的教育效果。本次活动我选择了许卓
娅老师歌唱活动中的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歌曲《我们都是好
朋友》，通过让孩子在充分感受歌曲旋律，理解、熟悉歌曲
内容的基础上引导孩子主动学唱歌曲，使其在优美的音乐活
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总体来看，活动相当成功，特别
是在以下几方面做得很好：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本次活动在初步欣赏音乐一遍
后，我就创设了“小动物家园受到破坏，大家在哭泣”的情
景，引起幼儿的同情与关爱。当大家欣赏着我动情地配乐讲
故事时，孩子们听完无一不伤心地湿润了眼眶。在请孩子们
讲述“小动物为什么流眼泪时？”大家争先恐后，个个振振
有辞，引起孩子强烈的共鸣。

早就听专家评述：“完美的音乐活动，应用音乐贯穿始
终。”在设计此次活动时，我首要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在
本次活动中，我每个环节都是让音乐在说话。如导入环节，
首先我让孩子安静倾听歌曲的旋律，接着欣赏主旋律配乐故
事，其中还有跟着主旋律哼唱“啦”安慰小动物。在基本环
节中，先是老师范唱、后来到孩子主动学唱歌曲、尝试伴唱，
每个环节我都注意让音乐贯穿整个活动，尽量减少用语言讲
述的过程。



每个歌唱活动，都少不了让孩子反复学唱歌曲。很多老师一
定碰到过孩子练唱两三遍后就不感兴趣了。而要在第一教时
学唱好歌曲，反复演唱歌曲七八遍是一定要的。那如何来保
持孩子的积极性，这里就是需要老师在每唱一遍时，都要提
出不同的要求，同时要变化不同的方式来演唱。在本次活动
中，演唱第一边时我要求孩子们轻轻地跟着我唱，第二、三
遍时，我建议幼儿放大声音、有表情的唱。当大家唱得不错
后，我又尝试让孩子们给歌曲加伴唱，提高难度，这又激发
了孩子挑战的兴趣。所以本次活动中我让孩子们学唱了多遍，
可是每一遍孩子们都是兴致勃勃、意犹未尽，课后大家孩子
自发的演唱。

活动结束了，可“保护地球、爱护动物、爱护环境”这样一
颗环保的种子在每个孩子的心田发芽、开花了。每每带孩子
都出去散步，大家在户外发现了蚂蚁、虫子，都会相互督促：
“不能踩的，动物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要保护小动物。”

一首歌曲，给大家带来了美的享受，同时洗礼了孩子们的心
田，相信这些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保护我们家园的“卫士”。
“教育源于生活，用于生活。”我们的教育只有为生活而服
务，才能称得上真正的教育。

幼儿园教学反思小班篇二

上周，幼儿园组织了一次教学观摩活动，我在工作允许的时
间内，尽量前往学习，各位老师的教师的教学经验都比我丰
富许多，在听课过程中我更感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欠缺。

我很希望自己能多有这种学习的机会，感受并吸纳各位教师
的长处。针对自己在这次教学活动中所思所想与不足之处在
此做一总结。

我在选材上曾经考虑过音乐欣赏，题材与音乐都已找到，之
所以没有用，不是因为害怕尝试，因为对我来讲，无论是艺



术欣赏还是语言，我都一样属于尝试，以前都没教过。我没
选择上的原因是我在音乐方面对节奏的感受并不敏感。今天
我在反思语言教学之前之所以会提到此节，是因为正是此选
材环节让我感到自己的第一个弱点，音乐节奏或说乐感方面
的弱势。

。在请幼儿为他们变出的东西赋予语言时，幼儿很多都回答：
它不会说话，”我没听到它讲话，”我不知道它讲什么”幼
儿的这种回答大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的引导语用的不准
确，用的不够到位；一个是幼儿没有或很少有这方面的训练
想象游戏，经过再三的努力，终于我听到那些东西讲话了，
虽然很简单也很重复，但是终于开口了，在我假模假样的掏
礼物给他们时，很多幼儿说：“什么也没有”我的目的是希
望给幼儿一个假象的空间，可是由于自己的语言包括自己的
形体语言表现的都不到位，导致的结果是让我自己感到像是
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骗子。这节课虽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但总的来讲也是我的真实水平，在评课时能听到说我上的还
不错，我真的已经很高兴了。

这次活动让我真的收获不小，除了在大的方面让我学习到很
多之外，小的方面也让我在自己的语言课上尝试了一下自己
的方式，从中我也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不要紧守教参中
的设计过程，教参只是教师的一个参考资料而已。另外我有
了一个最大的感受，放松自己，尽量去做好，不要想结果，
只有你放开了，孩子才会无拘无束。

幼儿园教学反思小班篇三

班里孩子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孩子有19个，女孩子却只有5
个。男孩子活泼好动的天性，导致整个活动室经常是乱烘烘
的。而且，我发现，我们的孩子总喜欢扯着嗓子大声说话，
使得一次好好的交谈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对于整个集体，若是天天生活在这一嘈杂的环境中，不仅会



影响孩子的听觉，更加会影响他们的情绪以及注意力。研究
表明，一个人若是经常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易形成焦虑、
烦躁不安的情绪。尤其对孩子，原本是无忧无虑、轻松自由
的他们，却过早地感叹染焦虑，那是地孩子多大的摧残啊!

那么，孩子为何会这么大嗓门地说话呢?天生这样吗?遗传的
因素固然有，但更多的是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有时，几个孩
子在共同讨论一个话题，大家都有很强的表现欲，都急于表
达自己的观点。于是争先恐后，互不相让，你一言我一语。
而这时候，有的孩子为了引起同伴的注意，往往会采用大声
嚷嚷的方法，以为只要自己大声地喊，就能超过别人的声音，
就能被大家所听到。你的声音这么大，我的声音比你还要大。
这样就造成了“一浪高一浪”的现象。

仔细反思，孩子中间产生这种现象，作为老师的我们，其实
也有着不可推卸是责任。活动中，我们往往会忽视很多个体
的存在，无视他们的反应，无视他们的心理，更无视他们的
语言。其实，就在某个角落里，有一双充满期望的眼睛正在
看着你。就因为老师的忽视，而使他们失去了表现自我的机
会，剥夺了他们表达的权利。这个时候，那些表现欲强烈的
孩子往往会大声地把自己的想法喊出来。因为，在他看来，
只有这样，才能引起老师的注意，才会让大家听到自己的声
音。而我们的老师，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为了维持
“你是学生，我是老师”的师幼关系，则会用更高分贝的音
量来压倒孩子，稳定局面，觉得只有这样做才不失老师的尊
严。殊不知，下面有着一双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在注视着你，
你的一言一行都将成为他们效仿的对象。

久而久之，这一切都将成为一个恶性循环。孩子的声音越大，
老师也就越想压过他们。而老师的声音越大，孩子也会试图
用更大的音量来引起老师的注意。



幼儿园教学反思小班篇四

这是一首简单的诗歌，整节课幼儿在学习诗歌理解诗歌内容
的过程中，能够较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能够用简单的
动作表现小雨点以及花园里的花儿、池塘里的小鱼、田野里
的麦苗的快乐心情，在快乐中我真切感受到他们对春天的喜
爱。

1、教师当的语言运用是语言活动的关键。

语言活动的本生应该具有生动性、准确性、趣味性，这样对
于幼儿认知和情感态度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本节
课中开始的时候我先让孩子听了沙沙沙的春雨声音，引导幼
儿回忆已有经验，然后用较为生动的语言，我边做动作表达，
这么美的画面，我讲的仔细，孩子们也听得认真。

2、恰当的环境和材料，是目标达成的基准。

本节课为了让孩子在教师语言的表达过程中我还准备了丰富
的教学图片资料，幼儿通过观察画面探索问题，感知到春天
的快乐。在准备图片材料的时候，为了让孩子有大胆不同的
想法，我作画准备的图片没有局限于教学内容中，还加入了
森林，果园等内容，为了让孩子更好感知，还准备了“小雨
点”。

3、运用多中语言教学策略。

在语言活动的认识方面，我进行的时候加入了游戏“小雨点
找朋友”，让幼儿为小雨点找朋友，找到朋友后大胆鼓励幼
儿表达。

幼儿园教学反思小班篇五

本节活动我设定为大班的一节综合活动。在活动设计上我主



要考虑有如下几点：

1.如何突出课题。园长室给我的课题是“给植物带大鹏”，
这从字面上理解像是让孩子进行技能操作。但是如何让这个
复杂的技能变成孩子自己自主操作呢？我采用了图示进行，
根据大班孩子的年龄特点，他们对图示的理解有了一定的水
平，而且对他们来说也是有趣的挑战，因此，我将盖大棚的
步骤通过图示的方式展示，让孩子自己看图示操作。考虑到
孩子能力的差异，我引导孩子看懂的地方可以和同伴说说，
看不明白的可以同伴讨论，让幼儿在和同伴的交流碰撞中学
会盖棚的步骤。

2.合作很重要。活动中幼儿分成四组，每组三人。在活动开
展之前，我就告诉孩子：今天要完成的是小组任务，如果小
组合作不好，任务很难完成。这句话大大增强了孩子合作的
意识。在活动中我也充分强调了合作：看图示时一组一本，
小组先商量图示交流，然后再集体交流，在集体交流时请小
组推荐一人介绍，这也增强了幼儿小组主人翁的意识。最后，
在幼儿实地操作前我再次强调了：小组合作很重要。从活动
效果来看，孩子们小组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

1.幼儿安全问题。在当初设计活动时我充分考虑了所有安全
问题，如：小铁锹的使用安全、砖头的拿放安全、竹片插弯
的安全。但是粗心大意，却忽视了身边的建筑物的安全。

2.还可以再放手让孩子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设计操作步骤，让
孩子有更多地自主权。

幼儿园教学反思小班篇六

糖果是小朋友都熟悉并喜欢的，各种口味的糖果让幼儿一直
都口留余味，如果能有吃不完的糖果那该多好呀。故事《糖
果雨》就让幼儿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对于糖果，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所以在引出话题时，
我就鼓励幼儿一起回忆自己的经验：你吃过糖果吗？你吃过
那些口味的糖果？“牛奶味、草莓味、香蕉味、巧克力
味....”听小朋友这么一说，我发现原来糖果的种类和口味
还真是多呀，有了生活经验的铺垫，小朋友一起开始理解故
事内容。

看到天上突然飘来的神奇的糖果云，糖果云还一直下糖果雨，
赶快去捡呀！于是我抛出一问题：小朋友赶紧去捡糖果呀，
你可以用什么去装糖果呢？小朋友一下子来了兴趣，有的说：
用汽车装，有的说：用篮子装，心大些的孩子说：用大篮子
装，更有些朋友说：我用飞机装飞机飞到天上把云上的糖果
全装下。真是人小心大，这显然是脱离实际的盲目幻想而已。
我说：“我们还是像个切实可行的办法，要知道，这片云朵
一会就要飘走了哟。”小哦朋友还是不肯就此罢休，都在想
用更大的东西来装。我就示范了一句：“要是我的话，我就
抓紧时间抓住机会，用自己的衣服，帽子和鞋子来装糖果了。
“小朋友见我这么说都笑了。我趁机说：“要知道即使是自
己喜欢的东西，也不能一下子要很多哟。”我想作为语言活
动，再让幼儿理解了故事内容基础上，还应给予幼儿更多，
比如：谦让，懂得适可而止，懂得满足。

糖果云最终还是要飘走的，小朋友们失望了，接下来却有来
了一个提高兴致的问题：“假如你是魔法师，你想下什么雨，
下到哪里去？”小朋友的回答都是围绕自己的生活圈来说的，
“我要下巧克力雨，我要下到幼儿园里，让小朋友们全都能
吃”、“我要下蛋糕雨，下到外婆家去，让外婆吃。”我就
赶紧补充一句：“要是我呀就想下一场米饭雨，让那些没有
东西吃的人可以吃得饱饱的。”于是孩子们也你争我抢的说，
“我要下场快乐雨，让大家都开心起来”。“我要下棉袄雨，
穷孩子就不会被冻死。”突然间孩子们想到了为他们着想，
而不是只顾自己，收获的是比说教得来的更多的真情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