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花儿朵朵教学反思小班(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花儿朵朵教学反思小班篇一

一、感知图片数量，认识点子标记

1、师：小朋友看这儿有什么？每张图片上有几朵花？我们一
起来数一数好吗？

2、师：请小朋友说说哪些花是一样多的？请小朋友把一样多
的花把它们放在分类盒的一个格子里。

3、师：现在请小朋友说说他们都是几朵花？

4、师：（出示点子标记）小朋友看！这是什么？请小朋友数
一数每张卡片上有几个点？

5、师：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找朋友的游戏好吗？请小朋友
上来拿一张点卡去找和它一样多的花做朋友。

二、幼儿操作活动

1、花儿朵朵

师：（出示点数卡片和花朵图片）小朋友看！老师这里给你
们准备了许多的花朵图片，还有一些点子卡片。现在请小朋
友先数图片上花朵的数量，然后将一样多的花朵放在一起。
最后请小朋友选择点子卡片来表示有几朵花。



2、给点子找朋友

师：（出示操作材料）小朋友看！这画面上有什么？先点一
下每样物品有几个，再用连线的方法将和点子一样多的物品
连起来。

二、交流活动

找一样多

师：小朋友们都能找到他们的朋友真聪明！

文档为doc格式

花儿朵朵教学反思小班篇二

今天，我走进教室，顿时感觉焕然一新，原来教室里有八盆
鲜艳的花，我惊讶无比。心想：是谁放的花呢?我望着漂亮的
花，心里感觉既舒服又好奇。

同学们陆续到了教室，也发现窗台上多了几盆花，大家就三
三两两聚在一堆儿讨论花是从哪来的，根本没有心思上早读
了，教室里唧唧喳喳的。

直到上了语文课，谜底才被揭晓——原来，花是王逸同学的
妈妈为了装饰五(4)班大家庭，而细心挑选的。

知道了真相后，我从心里感谢王妈妈，她这样做不仅美化了
教室，也可以净化空气，对我们的健康也大有好处，于是下
决心一定要保护好这些花。我望着红色的马蹄莲，心里更加
坚定了保护花的信念。

我准备上网查查这些花的习性，再领养一盆花，我相信在我
的精心呵护下，花儿一定会在三(4)班中盛开。



啊，三(4)班，我们永恒的大家庭，我一定要让你更加漂亮，
让花儿永远在这里绽放!

花儿朵朵教学反思小班篇三

一觉醒来，我发现自己竟躺在一大团白色的软绵绵的物体上，
身旁还有好多这样的物体。我探出头往下一看――天哪！我
什么时候睡在云朵上了？再仔细一看，我发现我躺着的白云
下面是一所学校，学校里一片欢腾。学生们在干什么呢？原
来，他们在给偏远地区的一所小学捐书呢！不一会儿，一辆
载满书本和同学们美好希望的大卡车就出发了。

我躺着的那朵白云似乎特别懂我的心思，它带着我一路跟着
大卡车来到了此行的终点站――内蒙古草原里的一所希望小
学。卡车刚停稳，一群穿着各色长袍的蒙古孩子就从教室里
冲了出来，争着抢着帮老师搬书。很快，小小的操场上便堆
起一座“书山”。“分书喽！”孩子们欢呼着，排好队，兴
高采烈地从老师手里接过书。这里，一个小姑娘引起了我的
注意。她让别的.小朋友排在前面，自己却宁愿站在最后，轮
到她时，“书山”只剩下两本书了。老师亲切地拍着她的头
说：“小英，这两本书就是你的了！”小英接过书，甜甜地
说了一声“谢谢”，便蹦跳着朝家跑去。

花儿朵朵教学反思小班篇四

《花儿朵朵》是一首由欣赏曲《快乐的啰嗦》主题词而来的
一首歌曲，歌中将儿童比做盛开的花朵，表现出儿童活泼，
健康，向上的形象。本课我设定的教学目标是能够用活泼，
有弹性的声音演唱《花儿朵朵》能跟老师模唱旋律，提高一
定的音乐感知力，为了完成我的教学目标，我重点关注了几
个环节：

1、导入环节



这是一首彝族民歌，学生对这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比较陌
生，在课的导入环节，我用多媒体展示了彝族的风土人情和
他们载歌载舞的热闹景象，由此引出彝族人民非常喜爱唱歌
弹琴，出示打击乐响板和串铃，教师示范演奏，学生模仿，
演奏熟练以后，在老师的带领下边念歌词边进行演奏。

2、学唱歌词环节

这是一首简单易学的歌曲，在学唱歌曲环节，我采用了整体
听唱法学习歌曲，要求学生用la随琴哼唱，在逐步过渡到唱
歌词，期间我还采用了师生接口唱，生生接龙等形式进行反
复练唱。

3、创编环节

在老师带领学生熟悉歌词以后，引导学生自己填词，在进行
演唱，在唱好歌曲的基础上加入教材中的呼喊声，在将呼喊
声教给学生，在进行分组表演，一组演唱歌词，一组加入呼
喊声。

但在实际教学中，存在了一些不足之处，学生在填词环节表
现的不是很好，歌词创编的比较随意，没有注重格式，加入
呼喊声环节没有表现好，有些乱，可能是我没有很好的引导
他们，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花儿朵朵教学反思小班篇五

活动背景：这一活动是在“美丽的春天”这一主题中生成的。
春天里，我带孩子们去后花园散步时，发现孩子对于花园里
美丽的花特别感兴趣，无疑“花儿朵朵开”这节美工活动的
设计贴合了孩子们当前的兴趣，同时结合民间艺术的园本课
程特色，针对小班幼儿手脑协调能力不够、使用剪刀的方法
还不太正确的实际水平，我尝试设计儿歌、游戏化语言的方
式，引导孩子在剪花的过程中练习剪弧形。活动目标：1、掌



握使用剪刀的正确方法，并初步学习剪弧线。2、体验剪纸活
动的快乐。活动准备：1、彩色美工纸若干。2、花园背景。3、
录音机、磁带、剪刀、胶棒、抹布。活动过程：（一）纸宝
宝变魔术，引出主题。“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漂亮的纸
宝宝，纸宝宝可调皮了，它爬呀爬呀爬到我的头上，你们看，
它们变成了什么？”“它又爬呀爬，爬到我腰里（背上），
这会儿它又变成了什么？”（启发孩子自由想象）“纸宝宝
变了那么多好玩的东西，它现在要请小朋友帮忙了，它想变
成花园里五颜六色的花，小朋友想想，我们可以怎样帮助它
们呢？”（可以撕花，可以剪花、可以折花）（二）剪刀娃
娃变魔术1、出示剪刀。“我们来看小剪刀变个魔术吧！”2、
初步练习沿轮廓线剪弧线：“小手变把小手枪，剪刀洞里来
睡觉，剪刀张开大嘴巴，找找找找找，找到美丽的小山坡。
小剪刀爬山喽！咔嚓——咔嚓——爬呀爬……小剪刀爬完山
坡，纸宝宝变出了什么？”（花瓣）教师示范剪画好弧线的
正方形纸。小朋友想不想来和小剪刀一起变魔术，变出美丽
的小花瓣来？激发孩子操作的欲望。刚才小剪刀是怎么变的？
（幼儿空手练习）在空手练习的基础上，练习沿轮廓线剪弧线
（花瓣）。指导先剪好的小朋友可以把花瓣贴在胸前，说说
自己剪得是什么颜色花瓣，还可以去找找和自己颜色一样的
朋友。3、进一步提高剪弧线的技能：小朋友都剪出了漂亮的
小花瓣宝宝，那小朋友想不想把纸宝宝变出更漂亮的花朵妈
妈？教师示范：我们把正方形的纸对折一下，再对折一下，
（变成小正方形）那小山坡在哪里呢？小方形跳个舞转个圈
（开口朝上），找到小方形的嘴巴就找到了山坡的山顶，小
剪刀又要爬山了，咔嚓——咔嚓，它从这个角爬呀爬，爬过
弯弯的小山坡，爬到了那个角，小山坡爬完了，我们就能看
到美丽的花儿开放了。（三）小朋友操作，老师指导（音乐
声中进行）“现在请你们的小剪刀也工作起来，剪一剪，变
一变，剪出不同颜色的花。鼓励能力强的小朋友自己折剪花
朵，能力弱的可以在画好小山坡的基础上剪。小剪刀还有句
悄悄话对你们说：“用完剪刀后请你们将剪刀的‘嘴巴’合
上，不然它的嘴该累了。”（四）花儿朵朵开1、让我们剪的
美丽的花都开到小花园里，让我们的教室变得更漂亮吧。2、



幼儿动手操作。3、欣赏作品，体会到成功的快乐。活动反思：
用剪刀剪弧形是本活动的重点，也是难点，小班幼儿的手部
控制能力还不太好，有的幼儿剪的还是直线，所以剪弧形是
本次活动的突破点。但活动的本身——剪纸活动是幼儿非常
感兴趣的，加之教师利用生动、富有童趣的语言、儿歌，示
范、提示正确的使用剪刀的方法，孩子在“小剪刀爬山坡”
的形象语言引导下，轻松地练习了剪弧线。无疑，孩子们在
感兴趣的剪纸活动中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与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