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活动活动室里的颜色 中班活动
审议心得体会(通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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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中班活动活动室里的颜色篇一

中班主题活动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越来越
多家长及教育者的关注。近期，我也参与了学校中班主题活
动的审议工作。这次审议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中班主题
活动的重要性，也从中得出了一些心得体会。

第二段：了解和掌握主题活动的目的

在审议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和掌握主题活动的目的。
活动的主题应该是围绕幼儿园为了实现幼儿全面发展而设立
的教育目标而设定的，而不是仅为了迎合家长及社会预期而
设定的。此外，主题活动还应该在融入幼儿园教育理念的基
础上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可以提供与幼儿教育目标相一致的
活动内容，以培养幼儿抽象思维和操作能力，满足幼儿的个
体需求。

第三段：整合资源并发挥团队合作精神

对于中班主题活动的设计，需要整合学校资源，让不同类型
的教育者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并借助幼儿的社交环节，创造
扶持幼儿发展和达到教育目标的协同机制。同时，需要发挥
团队合作精神和团队管理能力，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

第四段：倡导多样性及自主性



中班主题活动应该以多样性的形式呈现，包括游戏、唱歌、
表演、手工制作等。幼儿园应该支持幼儿在活动中探索、创
造，并拥有独立及自主性。在活动的前、后期，教育者应该
充分尊重幼儿的想法，给幼儿足够的自主选取和排列活动内
容的机会，同时监控活动的进程和完整性。

第五段：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

最后，对于幼儿园教育者而言，我们需要提高自身的专业化
水平，对幼儿发展的不同阶段敏感性、教育方法、教育效果
等都需要关注和学习。营造一个尊重幼儿个体能力和需求、
注重教育领域互补的协同体系，为幼儿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

总之，中班主题活动审议工作深刻理解了中班主题活动的重
要性，同时也明白了要严格把握活动内容的设计，并通过各
种方式激发幼儿的创造性。同时，加强幼儿综合素质的培养，
注重提高幼儿教育者的专业水平，共同营造一个让幼儿全面
发展的教育环境。

中班活动活动室里的颜色篇二

近日，我们幼儿园中班举行了一次主题活动审议会议，让我
深感这次会议的意义非凡。在会议中，我们一起分享了各自
的关于主题活动的经验、感受和想法。通过这些交流，我不
仅拓宽了眼界，更 在实践中探索、总结了许多有关主题活动
的有效方法，收获颇丰。

二、主题活动的组织之道

在会议上，大家提到了主题活动的组织之道。我们共同认为，
活动的主题要有针对性，符合幼儿的认知规律和兴趣爱好。
活动要开展有节奏感，从简单到复杂、从易到难。在活动过
程中要引导幼儿参与、探究、再现，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
积极性。值得一提的是，主题活动还要注意安全问题，在活



动过程中必须确保幼儿的人身安全和教育效果。

三、主题活动中的教育方法

在会议中，与主题活动有关的教育方法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我们深刻认识到，在主题活动中应采用多种教育方法，如对
话、问答、讲解、演示等，通过这些方法培养幼儿的观察能
力、思考能力和表述能力。同时，我们也听取了一些老师们
的实践经验，如：在教学活动中注重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通过活动发展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意识。总的来说，
教育方法是主题活动成功的关键之一。

四、主题活动中的教育效果

主题活动不仅包含了教育方法，更包括了教育效果。会议上，
我们一致认为，主题活动要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幼儿在
自由、舒适的环境中学习。在教学过程中要尊重幼儿的个性
发展，让他们能够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和创造力，激发其兴
趣和积极性。同时，要通过主题活动的形式培养幼儿的合作
意识和责任意识，让他们学会团队合作，学会互动交流，这
些都是主题活动的积极教育效果。

五、结语

在会议中，我们共识到主题活动是幼儿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
个环节。我们必须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改进方法，提升教育
质量，消除教育陈规，打造更加有趣、丰富、有效的主题活
动。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携手并进，回馈家长、
回馈社会，优化幼儿教育环境，开创美好未来。

中班活动活动室里的颜色篇三

近日，我参与了幼儿园中班一次主题活动的审议工作。这次
活动以“趣味运动会”为主题，目的是让孩子们感受运动的



乐趣，增强体格，提高团队意识。在审议中，我深感活动的
设计思路，活动目标的明确性和孩子们的参与度都是值得肯
定的。

第二段：活动的设计思路

这次趣味运动会的设计思路相当新颖。比如在“接力跑”环
节中，设计了“我们一起来穿越”这一丰富多彩的主题，孩
子们通过在一个大环跑道上前进，在不同环节体验各种场景，
比如“穿越虫洞”、“穿越丛林”等，这样不仅让孩子们体
验了截然不同的场景，同时也培养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合作
精神。

第三段：活动目标的明确性

趣味运动会的目标十分明确。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不仅仅是
一次简单的运动会，更是一次全面的体验课程。从动手能力
到协作精神，从自信心到多元观念，这次运动会都是对孩子
们身心全面发展的综合考量。对于教师来说，我们也可以通
过这个综合评价反向查漏补缺，为孩子们日后的发展提供更
好的指引。

第四段：孩子们的参与度

孩子们对此次主题活动表现非常积极，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
了活动之中。在活动中，孩子们充满活力，满是激情，场面
相当热闹。我们看到，在孩子们看来，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
运动会，更是一次充满乐趣和欢笑的通行证。这样的状态也
说明了孩子们在活动中的认知过程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也打
破了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简单或固定认知。

第五段：总结

总之，这次趣味运动会的审议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幼儿教



育十分注重活动的设计和方案的明确性。在审议的过程中，
我们也会发现，教育的质量不仅仅在于孩子们的获得感，更
在于孩子们能够在身体、智力和情感的三方面全面的得到锻
炼，这也是我们在今后教育中要不断思考和追求的目标。

中班活动活动室里的颜色篇四

本次活动是在中班主题《常见的用具》背景下的一个活动。
剪刀，在幼儿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它是我们生活中比较
常见的一个工具。在前期活动中，孩子们也收集了一些不同
用处的剪刀，老师也适当提供了一些剪刀让孩子观看、从而
去收集关于这些剪刀的用处。本次活动是一个交流分享的过
程。分享同伴的经验、分享老师的经验，在分享的过程中，
了解不同剪刀的不同用处，从而去体验剪刀给我们带来的方
便。

本次活动共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分享同伴关于不同剪
刀所具有不同用处的经验。第二个环节是分享老师的经验，
修剪灌木剪刀和管子剪刀。这两种剪刀是孩子生活中不常见
的，因此老师通过多媒体的演示和实物操作，让孩子去认识
这两种剪刀的用处，从而拓展孩子的经验。第三个环节，根
据中班孩子的年龄目标选择了是和不是的分类。在是与不是
的分类中巩固孩子对于各种剪刀用处的经验。

了解剪刀的不同用处，体验它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方便。

幼儿收集的各种剪刀、园林剪刀及多媒体影像、管子剪刀、
各种剪刀图片。

1、出示文字“剪刀”，这是什么字？

2、你们认识哪些剪刀？它有什么用？

3、总结：原来我们生活中有这么多的剪刀，它们的样子不一



样，用处也不一样。

1、出示实物：园林剪刀，看到过这种剪刀吗？它有什么特别
的地方？猜猜它是剪什么的？

播放录像：现在知道它是剪什么的？有了它，花草树木的造
型就更漂亮、更丰富多样了，我们城市的也变得更美丽了。

2、出示管子剪刀：这种剪刀看到过吗？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你知道它是剪什么的？

演示后总结：它是一把管子剪刀，有了它，圆圆的管子剪起
来也变得非常容易。

3、总结：孩子们，我们的生活中有各种不同的剪刀，这些剪
刀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很大的方便，但在使用剪刀的时候我们
还是要注意安全，特别是我们小朋友，因为剪刀是一种很锋
利的工具。

所以，今天老师给你们提供了很多剪刀的图片，你去选择一
把你最喜欢的剪刀图片。

1、选择好了，请你想一想，你的剪刀是用来剪什么的。

2、是给病人开刀用的剪刀请拿着图片，站在“是”的这面，
不是给病人开刀用的剪刀请拿着图片站在“不是”这边。

3、是修剪树枝用的剪刀请拿着图片站在“是”的这边，不是
修剪树枝用的剪刀请拿着图片站在“不是”这边。

剪刀带给我们很大的方便，在区域活动中，我们可以去用用
我们小朋友使用的剪刀。可以去剪剪纸，做做小裁缝，可以
去剪剪彩泥，也可以剪剪你喜欢的东西。



中班活动活动室里的颜色篇五

根据平时工作中与家长的交流，也根据我班幼儿的年龄阶段，
幼儿每顿的用餐习惯，使用筷子的方法不正确，特制订了
《宝宝长大了》游戏活动。

提高幼儿手腕的灵活性和动手的能力。

增强幼儿的用筷子的技能

培养幼儿参加游戏的乐趣

如何让幼儿更好的掌握用筷子的方法，能用筷子自己用餐

活动准备

幼儿每人一双筷子、有个小碟子

若干豆类食品

轻快的幼儿音乐

1、导入游戏，放出轻快的幼儿音乐，教师用筷子以舞蹈敲击
动听的节奏声音，引入活动课程。

2、活动游戏，教师让幼儿以模仿形式，学习如何用筷子

3、在幼儿学习了用筷子的基本动作后，自己喂食盘中的豆类
食品给爸爸妈妈，让孩子知道生活中父母喂孩子们吃饭的艰
辛，也锻炼孩子用筷子的技巧。

4、将幼儿自由分配成各小组，以手中的筷子变魔术（如：三
角形、小房子、小花型等）

5、教师放出轻快地音乐，在老师的带引下，幼儿们用手中的



筷子敲打出动听的声音，爸爸妈妈以有节奏的掌声配合。

6、通过游戏活动让幼儿们学会自己吃饭，有自我成长意识

通过游戏活动的安排，幼儿可展示平时生活的自理能力。在
活动中，我主要采取了以幼儿游戏为主导，孩子动手能力为
难点，以示范法，游戏法，贯穿整个活动，其次以家长互动
提高幼儿游戏的积极性，让孩子在游戏中成长，游戏中学习，
感觉宝宝长大了。

但在游戏过程中，个别自理能力较差的孩子，需要老师的辅
助，不能跟上活动速度，让老师根据个别情况调整游戏，在
游戏中还可以使用一些幼儿平时接触的生活用品，让孩子更
了解生活，贴近生活，增强孩子的动手能力和灵活性。

中班活动活动室里的颜色篇六

作为中班幼儿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课程之一，体育活动不仅
有利于幼儿的身体健康发展，还能锻炼其意志品质和团队精
神。近期中班园所组织的跳绳活动，让我感悟颇深。在玩跳
绳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团队协
作。下面就让我来分享一下我的体会吧。

第二段：跳绳体验

这次跳绳活动让我们中班的孩子们兴奋不已，都很期待。在
跳绳之前，老师给我们简单的示范了一下，我心里想，这么
简单吗？可当我真正拿起跳绳时，发现想象中的容易并没有
想象中的简单。我不停地绊倒，甚至一下都跳不起来。我不
断地尝试，也不断地失败，有时还受了些轻伤。

第三段：团队合作

看着身边的小伙伴们都跳得相当游刃有余，我逐渐感到自己



的无助与懊恼。但好在我们这个班级是非常团结的，队里的
孩子们热心的伸出援助之手，不厌其烦地让我跳着跳着，终
于再次挺起了自己。我发现跳绳不仅仅是个人技巧的事情，
还需要队里成员之间相互协作和配合，这才能够达到团队目
标。

第四段：意志品质

后来，我一次又一次地无法跳起来，怒气中的我拍了一下绳
子，心里想刚才跟着我那些同学一起跳得时候怎么就不错了
呢？幼小的心灵情绪波动一阵阵。然而，关键时刻老师安慰
了我，鼓励我不要放弃，坚持一下一定能跳好。我想起了大
人给我们说的：做事不能鲁莽，要有毅力。于是，我再次尝
试着跳起来，慢慢地，我发现原来一个人的耐性也能成为团
队合作的力量。

第五段：总结

这次跳绳活动，让我更好的理解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和个人
的不足之处。我们一个人虽然可以勇往直前，但是有时候也
需要别人的帮助。我觉得幼儿园的这些体育活动不仅是提高
身体素质的锻炼，也让孩子们掌握了心理素质，增强了他们
的体育运动综合素质。总之，跳绳这项活动，也教给了我很
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尽管过程曲折，但终归我们克服了
困难，收获了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