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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教育笔记(汇总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幼儿园中班教育笔记篇一

管子积木是小朋友们的最爱。最近的一周，我在区域活动里
安排了建构区，请幼儿建构积木小人。这一天，我巡视到了
那里，看到浩浩、勋勋、帅帅等幼儿拼了个长长的棒子一样
的东西，握在手里还不停地开枪。我对他们说：“能不能搭
个小人呢？”他们开始木然。我接着启发说：“瞧，我这块
积木当作头，行吗？”聪明的涵涵开始迅速地用几块积木摆
了个小人。我问他：“这个小人在干什么呢？”他说：“他
在走路。”于是，我夸张地表扬了他，并且说：“能不能拼
个大力士、射击运动员……？”他们劲头十足，纷纷动起手
来。不一会儿，一个个小人拼出来了，有各种动作，各种姿
态。

幼儿在建构区游戏，尤其是男孩子，如果让他们按意愿构建
会始终停留在自己的兴趣上。那么老师该怎么办呢。所以老
师的适时启发和有方向性的引导很关键。本次的区域活动里
它是显而易见的。

在第二天的区域活动中，我仍然继续观察建构区。他们有了
前一天的活动经验后，小朋友都想撘一个自己的运动小人。
只是纯粹模仿别人的大力士等。那我又想，怎么才让他们拼
出多种运动的小人呢。正当我无计可施时，一个孩子拿着自
己的小人同时还摆出了小人的动作。于是，我请他们先做动



作，然后再按照动作拼小人。结果好了起来。当我再次巡视
到这个区域时，还发现了一个拼好的大方框，我想这可以当
作足球门吗！接着引导幼儿想象这个方框是什么，在我多次
耐心地启发下，幼儿才想到是足球门。那我就对他们
说：“我们拼成的运动小人需要运动场地和运动器械，你能
不能帮忙拼一些和运动有关的东西来呢？像足球门不就很好
吗！经过这样的启发后，幼儿们又开始动脑筋建构了，而且
还引起更多幼儿的兴趣，参与的幼儿多了。

在一个活动中，老师的启发与引导应该是多角度，多层次的，
不但有横向的思考，还要有纵向的审视。老师也需要发散思
维。只有这样才能让幼儿的活动更充分，更加精彩！

幼儿园中班教育笔记篇二

小杰是中一班一个特别调皮的男孩子，有一天户外活动结束
后，我看到他自己站在楼梯下，低着头来回的走动，好像在
找东西，嘴里却骂骂咧咧。我上前问他：“小杰再找什么
呢？”他没回答。我摸了摸他的头：“怎么了？”他一甩胳
膊：“别管我！”

哎，这个孩子，这是什么态度啊？我拉着他的手，劝他回活
动室去，他不愿意。我只好连劝带哄把他带到活动室，他一
到活动室，马上就火了，挥拳朝他的邻居打去，我忙大喊着
把他拉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一把把邻居男孩子的
小椅子搬过来，恶狠狠的扔在地上。

我要生气了，我从来没见过脾气这么大的孩子。我一把拉过
他，把他带到了隔壁的保健室，我决心给他做做心理辅导了。

“你这是怎么回事呢？小椅子惹着你了，你摔得它那么
疼？”他一声不吭，挣扎着要离开保健室。

“不能走掉，我替小椅子问问你，它到底哪儿惹着你



了？”“那是我的椅子”他怒吼道。

“全班小朋友的椅子都是一个颜色，一个模样的，为什么那
个就是你的呢？”我问。

“那个就是我的，你没看到我的桌子底下没有椅子吗？”他
竟质问我了。

“你的桌子底下没有，就是人家浩浩拿走的吗？”他不作声
了。

“窗户底下还有很多椅子，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搬一个坐？”
他低头不语。

“我要去找老师，你不是我老师，我不听你的”他大声说。

“你不听我的，那我也听不见你说话”我装作不看他。“班
里的小朋友已经开始吃下午点了，今天的饭特别香。”

“老师我错了，我不该摔小椅子，不该打浩浩”我装作没听
见。

“我今天心情不好，不开心”呵呵，我偷笑，小家伙心情不
好呢~~~~“每个人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但是乱发脾气会
伤害到别人，自己也会受到伤害”我说。

“我爸爸和妈妈今天早上吵架，我很担心”他哭着说。“哦，
原来是这样啊，大人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两个人吵一吵，发
泄一下就没事了，要不我帮你问问，他们是不是和好了？”
小杰点点头。于是我给他的爸爸妈妈打电话，询问已经和好，
小杰终于露出了笑容。

心里一阵酸楚：大人的恩怨毕竟影响了孩子，家长学校讲课
的时候应该多提醒一下夫妻在孩子面前的如何相处了。



幼儿园中班教育笔记篇三

对孩子们来说，爱是一个很模糊的词，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是
爱，怎样做是恨。

在我园开展的“关心生病小朋友”这一爱心教育主题活动中，
我让孩子去看望我班生病的孩子，钰萱感冒了，有两天没有
来上学了，于是我带领孩子们来到她家，孩子们看到钰萱不
停的咳嗽，都很心疼，有的说：“钰萱好好休息”还有的小
朋友说：“快好起来吧，我还等着你一起做游呢。”钰萱高
兴地说：“谢谢你们来看我。”我让孩子们体察同伴生病的
痛苦，使他们产生同情心，产生爱的情感。而对生病的孩子，
则让她体验到自己痛苦时同伴的帮助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在家长开放日亲子活动中，注意让孩子们感受到来自父母无
私的爱，体验家庭亲情，产生爱亲人的情感。哪怕是散步也
观察，我也十分注意引导幼儿学会爱别人，产生爱的情感。
当散步来到饲养角，孩子们看到鸭哥哥为争食而欺侮小鸭时，
就问：“老师，为什么鸭哥哥要欺负小鸭弟弟呢？”我
说；“那怎么办？”让孩子们去议论发表自己的看法，引导
幼儿对弱小的小鸭产生同情心，而对霸道的鸭哥哥产生憎恨
感。通过这些活动让孩子们学会爱，学会关心别人。

一天早上，我在上班时不小心摔倒了，到卫生室检查拿药回
来时，看到许多小手在挥动，郭加涵小朋友赶紧搬来椅子让
我坐下，并问：“郭老师，疼不疼？”我说：“不疼。”夏
庆云小朋友说：“老师，你要好好休息。”滕芮羽小朋友赶
快给老师倒水喝。看到小朋友这样关心我，心里有说不出的
高兴，多么可爱的孩子，他们不但会关心别人，会发现别人
的痛苦，还会想方设法帮助别人减轻痛苦。

就是这样在幼儿一日活动中，有机联系，点滴渗透，让孩子
学会爱，学会体贴关心别人，帮助别人是件快乐的事。我也
在日常工作中关心，爱护孩子们，用行动来感染他们，用爱



的乳汁点点滴滴地浇灌孩子的心田，催发孩子爱的情感，让
孩子学会爱。

早晨的晨间活动因天气不好就只能在教室里进行区角活动了。
孩子们各自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区域在玩。这次看到亮亮一个
人正在建筑角里“垒高”。（在这个区角里投放了废旧纸
杯），他正在将几个纸杯正反叠放着。一开始，他蛮有兴趣
地叠了七八个纸杯，嘴里还不停地自言自语，一副兴高采烈
的样子，几遍玩过后，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他放下杯
子，走到我跟前说：“玲玲老师，我不要玩了。”我问
他：“你叠了几个杯子？”他回答：“我叠了八个，可我不
想玩了。”我没有答复他，这时我也无意识地递给他几张泥
工板，说：“我再试试看，加上泥工板会怎么样？”他迟疑
地接过泥工板，放在一个杯止，并试着将其余的纸杯往泥工
板上放，这样一来，一个纸杯上就可以叠上两三个杯子了。
亮亮马上又来兴致了，高兴地说：“哦，我造了一座大
楼！”

分析及反思：

这次的活动作为老师而言，发挥了参与者和引导者的作用。
当孩子对活动没有兴致时，想办法延续和激发幼儿的兴趣。
而不是用规则来限制幼儿的行动，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孩子
身上，却忽略了孩子的自主性。当孩子不愿玩时，教师应适
时地点拨，将孩子从不愉快的情绪中拉出来，同时给予新的
要求，从而激发孩子的活动兴趣，引导幼儿不断地探索和思
考，获得成功的体验，得到快乐。

通过这个活动让我想到，教师与幼儿的关系要平等、民主，
而不是因为老师高高在上就用各种规则来压抑孩子。但是在
这次的活动中，老师的引导方法还存在缺点。如果请趣味相
投的幼儿和亮亮来共同完成这一任务，虽然是同一材料，也
可以玩出花样来，他们会有不同的想法，这样使孩子在其中
拓宽了思路，学到了知识。同时培养了幼儿的协作习惯，形



成团结互助、互帮互学，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

第二天，我准备了一些有关饼干制作的图片，让孩子们看怎
样制作饼干。通过引导幼儿观察及图片了解饼干的制作过程，
感知工人们的辛苦。然后我用橡皮泥教孩子们一起制作饼干，
孩子们在活动中兴奋不已，制作出了形状不同的饼干。我表
扬了鑫蕊和小娜，过去吃饼干时非常慢还剩下，现在吃得又
快又多，身体壮了，个子也高了。孩子们笑着看着她们俩，
我又问：“为什么她们现在比过去吃得多了？”孩子们纷纷
说：“她们爱活动啦，从前不爱活动，所以不想吃东西。”
借此机会我对孩子们说：“对了，所以大家以后要积极参与
各项游戏活动，因为人的饭量会随着活动量大小而增多或减
少。”这时梓新顺着我的话说：“我就是这样，昨天我活动
量太少了，觉得有点饱，吃点时我就吃不下饼干了。”我说：
“对呀，梓新和老师说的一样，以后我们要是吃不下点时应
该告诉老师，千万不能丢到垃圾桶里去浪费了多可惜呀！”
这时梓新小朋友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看看这个，听听那个，
脸上的表情让我明白了，垃圾桶里的那块饼干是她扔的。我
及时说，“像昨天不知谁不小心把饼干掉垃圾桶里了。”梓
新说：“老师，是我扔的，我错了。”我在全体小朋友面前
表扬了梓新，知错就改是个好孩子。

今天对孩子们吃东西要节约和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教育虽然
补上了，但我还是觉得没有昨天吃点时的教育效果好，今后
工作中对孩子们的教育一定要抓紧教育时机，因为最适时的
教育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幼儿园中班教育笔记篇四

我作为一名幼儿园的教师，经常生活在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
中间，时常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那些幸福和快乐是孩子
们给予的。成功固然很重要，但它却不能代替快乐。一个不
快乐的人，一个缺少面对人生没有乐观态度的人也往往也很
难取得成功。我国一位儿童教育工作者卢勤说过:“快乐是一



种体验，体验是任何人代替不了的。让孩子们从小体验快乐，
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比成功更重要。”作为孩子们的老师
和朋友，让我们走进他们的世界，和孩子们一起去发现快乐、
感受快乐吧！

在孩子们的眼中，世界是多姿多彩的，在孩子们的世界中充
满着惊喜，充满着乐趣，充满着很多。如果他们的学习需求
更多地来源于这些惊喜、乐趣和意外，就会让学习融在生活
中。当我和他们在户外散步时，他们会数着彩砖跳格子，往
往数着数着就乱了套，最后哈哈笑成团再重新开始数；他们
会歪歪扭扭、乐此不疲的走在彩色的车轮上转圈；也许对于
成人来说这是无聊的事，可是看着孩子们的灿烂的笑脸，你
就会明白他们乐此不疲的原因了。

今天我和孩子们在在草地上休息时，孩子们惊奇地发现:这里
有一个大虫子。于是草地下还有什么就成了孩子们的话题，
大家趴在草地上，有的用手，有的拿着拣到的树枝，都一个
劲地在草地下面找呀找:“哈哈，快来看，我找到了一个东西
啦。”仔细擦干净泥土一看:哎呀，原来是一块小石头。一下
子就泻了气。“没关系，我再找。”冬冬嘟着嘴，气呼呼的
样子到现在我仍然记得非常清楚。在经过一场草地混找之后，
孩子们虽然小手都脏了，可他们都有了自己的战利品了:几个
坏积木、几个蜗牛壳，还有一些死掉干了的小虫子，连草根
都被拔了几根……也许这真的不是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但是
我在孩子的脸上、眼里、心中看到了两个最珍贵的两个字:快
乐。

快乐是有多种多样，我们每个人对快乐的感受也各有不同。
有的人享受到一顿美餐就感到快乐，有的人听到一句赞美的
话就感到快乐，有的人得到一件美丽的衣裳感到非常快乐，
而孩子痛痛快快地玩耍中就能感受到快乐。我个人认为:快乐
应该是愉悦的，甜美的，放松的。



幼儿园中班教育笔记篇五

给予活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也进行了一些思考，首先小班
的孩子年龄还小，他们对握笔的正确掌握有一定的困难，而
且孩子的力度还不够，太重把纸弄破了，太轻凹凸感不明显，
不能很好的与纸产生互动。当然对于吹塑纸我们还是应该接
触的，但应该换一种方式，平时区域活动中我们可以放一些
刻刻、画画的活动，帮助幼儿掌握刻画的技能。同时活动中
我们可以通过转印的方式帮助孩子认识吹塑纸，了解吹塑纸
版画。通过一些分解的活动让孩子有所收获，更好的与中班
活动向衔接。

当然在选材上，教育内容的选择要贴近幼儿的生活和以有经
验。小班的幼儿认知发展水平较低，熟悉的、生活化的、游
戏化的情景会使幼儿感到亲切和好奇，我们的版画活动就应
以游戏为主要形式，让孩子把它当成开心的游戏，把线条、
色彩当成一种语言，用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认识。制作版画
的过程可以说就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

幼儿园中班教育笔记篇六

案例：

涛涛自控能力较差，缺乏自信，说话、做事情都比别人慢一
点儿，孩子们都不喜欢和他做朋友。为此，他很不高兴，常
常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故意去做一些让老师头痛的事情。比
如，无缘无故就跑出来大声说话，不愿遵守游戏规则。老师
和他进行了交流，并鼓励孩子们和他做朋友，但效果并不见
好转。

一次音乐活动中，老师要孩子们和音块做朋友。老师灵巧的
双手简简单单地就将一曲“我的身体真有趣”敲得悠扬动听，
但小棒拿到孩子们手中要敲出连贯的歌曲却显得很难。“老
师，太难了。”一个被邀请上前试一试的孩子说道。老师接



二连三的请了好几个孩子，但几乎每一个都遇到了困难。此
时，涛涛已经忍不住走了出来，一边举手，一边大声喊
着：“我要来玩。”老师轻轻地说了一句：“走出来说‘我
要来玩’的孩子我才不邀请他呢，我喜欢坐在小椅子上，举
手等待的孩子。”涛涛听完老师的话，马上坐回小椅子上，
乖乖闭上了嘴巴，高高举起小手，依然一幅迫不及待的样子。
看到涛涛愿意听从老师提出的要求，老师便对全体孩子说道：
“这一回涛涛坐好了，还会举起小手，我们一起请他来试一
试好吗?”孩子们欣然同意了。涛涛高兴的从小椅子上蹦起来，
然后仿佛意识到自己跳起来的动作不太礼貌，于是又坐了下
来，重新站了起来，这一回，他可是迈着端正的步子走到老
师的身边呢。拿起小棒，涛涛看了一眼老师，发现了老师期
待的目光，再看一眼其他小朋友，同样在他们的眼中看到了
期望。“叮——咚——叮叮咚——叮叮咚咚叮叮咚”，美丽
的乐句诞生了!老师高兴得搂住他，称赞道：“涛涛真厉害，
抱抱你。”其他小朋友也雀跃起来，毕竟，涛涛是第一个尝
试敲音块成功的孩子。“涛涛，请你把‘我的身体真有趣’
完整的敲一遍，行吗?”老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行，没问
题!看我的!”涛涛带劲儿的回答着，满脸笑容。“老师再帮
你请几个小帮手，和你一起来演奏。”于是，之前几个能够
敲出节奏的孩子被再一次邀请上前。等大家都准备就绪时，
老师承诺道：“要是你们合作成功的话，老师用钢琴给你们
伴奏。”在之后的活动中，孩子们不但敲出了完整的歌
曲“我的身体真有趣”还能够边敲奏边演唱，这使得这次的
活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涛涛不但能够敲准节奏，
还能够敲准每一个音。所有在场的老师们都为他的表现感到
不可思议，而所有的孩子对于涛涛惊人的表演露出了羡慕的
神情，涛涛一下子成了这次活动的主角。在活动结束的时候，
他显得格外高兴，一个劲儿的向我们挥手说再见，从他上扬
的嘴角和满脸的笑容，我们看到了自信。

分析：

涛涛原本是个缺乏自信心的孩子，没有成功的体验，没有同



伴的信任，对此他选择用一些极端的行为表示自己的不满，
但越是如此，同伴越是不喜欢他。然而，在这个音乐活动结
束的时候，涛涛满脸的笑容闪闪发光，我们从他身上找到了
自信，这正是一个孩子自身价值的体现。

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独特的自身价值所在，有的因为善于表现
很容易被挖掘，很容易被同伴接受并认可，也有的由于不善
于与身边人们沟通交流，往往会被忽视，就像涛涛一样。这
样的孩子如果长期被置之于一边，那么他的自身价值很可能
就此被埋没，不再发光。然而，假如有一把铲子能够适时地
刨开掩盖在他们身上的泥土，将那闪闪发光的宝藏挖掘出来，
那么，他们很可能由此而改变。老师，就是这把铲子。通过
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激发幼儿的积极性，展现每个个体不
同的状态，从而挖掘孩子身上独有的价值。不但如此，老师
更要设法让孩子自己也意识到自身价值的可贵，建立自信，
建立与同伴间的信任和友谊，不断将自身价值辐射开来，不
断壮大。

在这样的一次音乐活动中，涛涛的自身价值初露锋芒，在得
到同伴认可的同时，他找回了自信。由此，涛涛对于音乐活
动的兴趣变得更浓了，相信在以后的音乐活动中，他会变得
越来越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