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书包教学反思(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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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小书包教学反思篇一

1、恩市手帕的外形、来历和用途。

2、教育幼儿爱惜手帕、养成每天带手帕的好习惯。

3、让幼儿知道正确洗手帕的方法，教育幼儿爱劳动，自己的
事情会自己独立的去完成。

二、活动准备：

1、每人一块手帕。

2、肥皂、脸盆、清水若干。晾手帕的绳子、夹子。

3、录音机、磁带。

三、活动过程；

（一）通过谜语、儿歌形式引出主题。

1、“小朋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好朋友，天天带在我们的
身边，流鼻涕了，掉眼泪了，都需要它来帮忙，你们猜猜它
是谁呀！（手帕）

2、“我们以前还学过一首儿歌呢？我们一起来念念。”（先
集体在个别）



小手绢四方方、天天带在我身上、又擦鼻涕、又擦汗，宝宝
干净真好看！

（二）围绕手帕谈话

1、保持手帕的整洁。

“小朋友，我们都认识了手帕，知道了手帕的用处，那你们
今天带手帕来了吗？我们一起拿出来看看。”

（教师从幼儿的手帕中找出一块干净、整齐的手帕，并出示
一块预先准备好的揉皱的手帕，让幼儿进行比较）

“这两块手帕哪一块漂亮呢？你喜欢哪一块？为什么？

“对了，我们小朋友用手帕时就因该这样，不用的时候把手
帕折整齐放在口袋里，这样手帕就会很整齐了。

2、正确的使用手帕。

“有时候，老师看见有的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用手帕包玩具
玩，有的拿手帕折东西玩，这样做的对吗为什么？”

（提醒幼儿手帕不用的时候不要拿出来玩，玩手帕会不干净，
使用了不干净的手帕有时就会生病了。）

三、洗手帕

1、“当手帕不干净弄脏了以后，该怎么办呢？”（洗手帕）

‘你们哪个小朋友在家洗手帕的呀！怎么洗手帕的呢？（幼
儿叙述、做动作，体现出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重点提醒擦肥
皂、按序搓、清洗、拧干）

洗之前因该先把袖口卷起来，老师教过的儿歌你们还记的吗？



我们边念儿歌边卷袖口。

儿歌:白衣袖、花衣袖、洗手前先卷袖。一、二、三。四、五、
六。

2、听音乐幼儿空手洗手帕。教师给予动作的示范。

3、“刚才我们听音乐洗手帕，你们想不想真的要清水洗手帕
吗？

小书包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学习处理突发事件的一些简单的应急方法。

2、学会关爱自己和周围的人。

活动准备：

1、活动前编排好情境表演（见“教学材料”）。

2、幼儿用书：《我会这样做》。

活动过程：

1、师幼观看情境表演。教师引导幼儿讨论遇到突发事件时应
该怎么做。

教师：如果你遇到了这些事，你会怎么做？

幼儿讨论，同伴间相互交流自己的`处理方法。

教师小结：当奶奶突然生病时，可打电话告诉爸爸、妈妈；
如果找不到爸爸、妈妈，可以打120急救电话。如果在外面和



家人走散了，可以在原地不动等候；也可以找工作人员通过
广播寻找。一个人在家时，有陌生人敲门时不能开。

2、讨论常用的紧急电话号码。

教师：如果我们遇到一些紧急事情时，可以使用哪些电话号
码？

幼儿交流，教师在黑板上写出相应的号码。

师幼讨论：打紧急电话时应该说什么？

师幼共同小结：打紧急电话时要说清自己家的地址及所发生
的事情。

幼儿完成幼儿用书《我会这样做》上的操作。

3、玩模拟游戏“拨打紧急电话”。

教师将幼儿分成两组，一组做紧急电话的接线员，一组做报
警的人，学习如何拨打紧急电话。交互进行游戏。

幼儿交流游戏中的感受，如报警的人是否说清自己的地址以
及发生的事情等。

教师（提醒、强调）：紧急电话不能随便拨打，在遇到紧急
事情时才可以拨打。

教学材料：

1、小朋友和奶奶在家，奶奶突然发病。

2、小朋友和妈妈在游乐场玩，由于人多，找不到妈妈。

3、小朋友一个人在家，有陌生人敲门。



小书包教学反思篇三

设计背景：

现在社会竞争激烈，家长工作繁忙、压力大，孩子又大多是
独生子女，亲子沟通机会少，孩子在集体生活及人际交往能
力差，对朋友的认识淡漠，不会与人交流。为了提高孩子们
的交往能力，体会与人交往带来的快乐，我选用了本节活动
《我会交朋友》，让孩子们通过活动克服恐惧及胆怯心理，
享受与同伴交流的乐趣，体验交往的的快乐。

活动目标：

1、乐意与同伴及他人交往，体验交往的乐趣。

2、学习相处的简单方法，提高交往能力。

活动准备：

多媒体课件、卡纸、水彩笔、油画棒等。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小朋友你们都有好朋友吗？你们都有几个好朋友呢？谁来说
说自己的好朋友？

幼儿自由讨论。

二、基本部分。

1、说说交朋友的方法。



（1）你们是怎样交到好朋友的呢？老师先来说一说我和好朋
友的故事，然后请你们来说说你们是怎样交到好朋友的，好
吗？（老师在幼儿讲述的过程，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

（2）教师总结，原来交朋友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2、学习手指操：好朋友。

（1）老师这里有一个手指操游戏《好朋友》，大家一起和老
师来动动手指，做一做。

大拇指见面点点头，食指见面挥挥手，中指见面弯弯腰，无
名指见面碰碰头，小手指见面拉拉钩，我们都是好朋友。

（2）幼儿自由分组，进行手指操游戏。

（幼儿在游戏中体验快乐，进一步感受交往的.快乐。）

3、给好朋友送礼物。

（1）好朋友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快乐，我们也要送给好朋友
一份特别的礼物，现在就请大家在空白卡纸上画上你喜欢的
画，或者写上你喜的一句话，送给好朋友。

（2）幼儿完成礼物制作，送礼物。

三、结束部分。

师小结：拥有好朋友真是一件令人幸福、高兴的事情，让我
们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拥有越来越多的快乐。

活动延伸：

回去之后和邻居及小区里的小朋友交朋友。



活动反思：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为幼儿创设了良好的交往环境，孩子们
都表现得轻松愉快、积极主动，特别是在游戏和送礼物环节，
课堂气氛很活跃。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较多，让幼儿在活动
中体验到了交友的乐趣，同时也学到了一些交友的小技巧。
但在交朋友的方法的教授方面有待加强，如能采用更多的教
学手段和方法，让幼儿能更深入的了解交友“秘籍”，一定
会更好。

小书包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背景:

每次集体活动的时候，大部分托班的小朋友总是目瞪口呆的
看着大班和中班的哥哥姐姐做游戏或表演节目，眼神中流露
出了迫切参与的欲望，我能体会她们此刻是多么的希望自己
快点长大，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做着快乐的游戏。然而，长大
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它需要等待，这样的等待就像时间从手
指间溜走，让我们无法观察。作为老师如何给予他们想要的
答案呢？“我会长大的”这个故事是个很好的媒介，将抽象
的知识具体形象化，非常有趣形象地让幼儿初步了解“人是
慢慢会长大的.”这一自然规律。

目标：

1.了解人是慢慢长大的，不能着急。

2.感受成长的变化，看到自己的进步，萌发自信心。

重点：了解人是慢慢地长大的，不能着急。

难点：通过比较看到自己的进步。



准备：

1.衣服三件（从小到大）；欢快的音乐一段。

2.故事一篇，幼儿自己吃饭及家长喂奶照片各一张。

过程：

一．情景游戏，引出话题

1.游戏“种子长大”

“变变变，我们都变成一颗小种子，种在泥土里。我们的种
子发芽了，慢慢地一点点地在长大。慢慢地、慢慢地、又长
大一点了……现在变成小树了，哇，树上还开出了小花，真
美呀。”

(1)“种子已经长大变成小树了，你们想不想长大？”

(2)“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让自己快点长大？”

小结：“你们真能干，想了那么多的办法，有一群小动物也
想快点长大，听一听它们想了什么好办法。”

(师：唤醒幼儿已有经验，倾听幼儿自由表述，适当地对幼儿
的想法进行评价提升。

幼：大胆地表述自己的好办法。)

二．倾听故事，理解内容

1.师边播放音乐边讲述故事，然后提问：

（1）“小老鼠想了什么办法让自己快点长大？它一下子长大
了吗？”



（2）“小猴子想了什么办法让自己快点长大？它一下子长大
了吗？”

（3）“小青蛙用了什么方法呀？它一下子长大了吗？”

小结：“小老鼠拼命吃东西，小猴子穿爸爸衣服、戴妈妈的
眼镜，小青蛙每天练跳高。结果都没有一下子长大。是啊，
长大是一件不能着急的事情，它需要我们耐心的等待，因为，
人只能慢慢长大。”

（师：用故事中的语言对幼儿的回答加以补充，并强调小动
物的努力结果，让幼儿理解人需要慢慢地长大。

幼：根据自己对故事内容的理解回答问题。）

三．观察实物，了解成长过程

1.逐一出示三件不同大小的衣服

（1）“这是妞妞小朋友以前穿过的衣服。你们看这件衣服她
还能穿吗（出示最小的衣服）？太小了，原来这是她刚刚出
生时穿的。”

（2）“这件衣服妞妞现在能穿吗？我们给她试试（出示第二
件衣服），哦，也不够大了，这是她刚会走路时穿的。”

（3）“那这件呢？再试试（出示第三件衣服），哦，刚刚好。
”

小结：“衣服在慢慢变大，就表示了我们在慢慢长大，原来，
我们都跟妞妞小朋友一样，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长大，个子
变得越来越高，人也变得越来越能干了。瞧！（出示照片）
以前你们要妈妈喂奶，现在都能自己吃饭了。孩子们，除了
自己吃饭，你还会做些什么事呢？”



总结：“以前你们什么事情都要爸爸妈妈帮忙，现在你们不
但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还能帮爸爸妈妈做事情了。”

（师：通过各种对比，让幼儿直观地了解了我们正在慢慢长
大。通过对幼儿回答的及时提升回应，让幼儿产生自豪感。

幼：自由表述自己能做的事，萌发自信心。）

四．畅想长大，引发讨论

1.“长大之后你想做什么事情？”（幼儿畅谈）

小结：“长大之后啊你们能像老师一样教小朋友学本领，能
像医生那样给别人治病，能像科学家一样把卫星送入太
空……长大可真棒呀，你们想长大吗？想长大的孩子和我一
起来，让我们多多运动，让自己长得更健康……”

2.在音乐声中带幼儿一起边跳边出活动室。

（师：激发幼儿对长大的憧憬和渴望，鼓励幼儿能为自己长
大而努力

幼：在畅想未来的过程中进一步萌发自信。）

活动延伸：

请家长和幼儿一起翻看幼儿成长照片，也可以和孩子一起整
理小时候的衣物，讲述幼儿的成长趣事。

小书包教学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学习处理突发事件的一些简单的应急方法。



2．学会关爱自己和周围的人。

活动准备：

1．活动前编排好情境表演(见“教学材料”)。

2．幼儿用书：《我会这样做》。

活动过程：

1．师幼观看情境表演。教师引导幼儿讨论遇到突发事件时应
该怎么做。

教师：如果你遇到了这些事，你会怎么做?

幼儿讨论，同伴间相互交流自己的处理方法。

教师小结：当奶奶突然生病时，可打电话告诉爸爸、妈妈；
如果找不到爸爸、妈妈，可以打120急救电话。如果在外面和
家人走散了，可以在原地不动等候；也可以找工作人员通过
广播寻找。一个人在家时，有陌生人敲门时不能开。

2．讨论常用的紧急电话号码。

教师：如果我们遇到一些紧急事情时，可以使用哪些电话号
码?

幼儿交流，教师在黑板上写出相应的号码。

师幼讨论：打紧急电话时应该说什么?

师幼共同小结：打紧急电话时要说清自己家的地址及所发生
的事情。

幼儿完成幼儿用书《我会这样做》上的操作。



3．玩模拟游戏“拨打紧急电话”。

教师将幼儿分成两组，一组做紧急电话的接线员，一组做报
警的人，学习如何拨打紧急电话。交互进行游戏。

幼儿交流游戏中的感受，如报警的人是否说清自己的地址以
及发生的事情等。

教师(提醒、强调)：紧急电话不能随便拨打，在遇到紧急事
情时才可以拨打。

教学材料：

1、小朋友和奶奶在家，奶奶突然发病。

2、小朋友和妈妈在游乐场玩，由于人多，找不到妈妈。

3、小朋友一个人在家，有陌生人敲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