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语言落叶反思 中班语言微笑教
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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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中班语言落叶反思篇一

本周我上了一节语言课《微笑》。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
在比较以自我为中心，都比较欠缺怎样给别人送去微笑。所
以我觉得上这节课很有必要，通过这个活动，让幼儿体会到
朋友之间的友爱之情。

在活动的第一个环节，我出示了两张表情图（一张笑脸、一
张哭脸）并提问：你喜欢哪张表情图？为什么喜欢微笑的表
情？通过师幼间的问答环节，引出《微笑》这个内容。

第二个环节，我通过猜一猜、听一听、说一说，充分理解故
事内容，真正感受到了小蜗牛把微笑送给大家，让大家快乐
的情感。这个教学策略抓住幼儿喜欢故事的兴趣和特点，注
意了动静交替，让孩子在猜一猜、听一听、说一说的`活动中
获得有关经验。

活动的第三个环节，我采用的是看图讲故事，每位幼儿一本
书，先自己看，自己想，然后请个别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好的
幼儿来讲，再是我来结合幼儿活动材料和那几位小朋友讲的
来完整的讲述这个故事。通过这个环节，我发现我班幼儿的
语言表达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结合图片，能讲述整个故事
的基本内容。但是幼儿的倾听习惯不好，有小朋友在讲故事
的时候，其他的小朋友听的不认真，接下来我们要注重培养



幼儿的倾听习惯。

活动的第四个环节时是“把微笑送给你”先请个别幼儿说说
你想把微笑送给谁？为什么要送给他？结合纸工《小蜗牛的
微笑信》，幼儿自制“微笑信”。在这个环节中，孩子们的
积极性都非常高，幼儿的动手能力都还不错，都能独立完成
作品，并能把“微笑信”送给朋友。通过幼儿间互送“微笑
信”，让幼儿真正体会到幼儿间的友爱之情。

中班语言《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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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语言落叶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通过看一看、掂一掂、称一称的活动，让幼儿学习比较轻
重的方法并初步学会记录。

2、使幼儿体会到物体的轻重和物体的体积大小之间没有必然
的联系。



活动准备：

天枰、记录纸、笔、大皮球和小皮球、泡沫积木、磁铁、梨、
苹果等。

幼儿每组一份材料：天枰、幼儿记录表、笔、实物若干份
（塑料蛋壳与铁质小汽车、磁铁与橡胶玩具、橘子与香蕉、
积木与乒乓球）

活动过程：

一、了解天平秤的名称及使用方法。

出示天平秤：让幼儿观察，并知道天平秤的原理。

二、探究新知识

用句子“……重，……轻”和“……比……重轻”来说明物
品的轻重。

你们又是怎么标记的轻重的呢？（箭头）

2、掂一掂，比一比：（两个物体的轻重）

（2）师：现在请一个幼儿用掂一掂的方法比较泡沫积木和磁
铁的轻重。老师这还有好多东西，你们用什么方法分出它的
轻重？（端一端、提一提、掂一掂）

（3）有幼儿说，他反复掂了一个苹果和一个梨，它们的'轻
重不是很明确，你们想一想，该怎么办呢？（对了，我们可
以借助秤这种工具称一称，现在，我们用天平这种秤称一称。

3、称一称，比一比。

（教师示范称一称苹果和梨）师：谁轻谁重呢？你怎么看出



来的？（很多同学都看出来了，放苹果的这边矮，说明苹果
重垂下去了，放梨的这边高，说明梨轻翘起来了。（这边是
垂、这边是翘）

三、幼儿分组操作活动————比较两种物体轻重。

（1）“要想准确比较物体的轻重还可以用称一称的方法，请
幼儿每两人一组从篮子里拿两样东西比轻重，轮流操作。

（2）请幼儿与同伴交流操作结果。

四、活动小结：

（比较物体的轻重有很多的办法，一眼就能看出轻重的物体，
我们可以用看一看的方法；当看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掂
一掂的方法；当掂不出又看不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称一称
的方法。）

活动反思：

在整个活动中我极力引导孩子运用数学语言合乎逻辑地进行
讨论质疑，激发孩子学习数学的兴趣。幼儿正处在好奇又好
动的年龄，课中我极力鼓励他们多动手，多表达，多思考，
引导幼儿利用生活和游戏的实际情景感知和理解事物的轻重
特征，并用相应的词语描述。我认为本次活动的不足是活动
时间较长，下次活动各环节应更紧凑。

中班语言落叶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了解分类垃圾箱的种类和功能。

2.分辨可再利用的垃圾，培养珍惜资源的态度。



活动准备

1.有关垃圾分类的宣传短片。

2.幼儿搜集废纸、塑料瓶、饮料罐及废旧电池，带到幼儿园。

3.点心时间吃剩的果皮等食品垃圾。

活动过程

1.与幼儿一起观看有关垃圾分类的宣传短片，向幼儿提问：

你知道哪些垃圾可以回收再利用吗?(废纸、塑料、金属。)

你和家人也把垃圾分类吗?(自由回答。)

老师可从以下网址下载香港环境保护署有关家庭垃圾分类的
宣传短片(第9个宣传片)

图上有四个大的垃圾箱，它们有什么不同?

你知道两个“可回收物”垃圾箱里边分别应该放什么样的`垃
圾吗?

写着“厨余垃圾”的垃圾箱里应该放什么样的垃圾?

应该把什么样的垃圾放在写着“其他垃圾”的垃圾箱里面?

3.请幼儿把带来的废纸、塑料瓶、饮料罐、废旧电池和吃剩
的食品垃圾分类放好，摆在桌子上，请幼儿说一说，这些垃
圾分别应该放在哪个垃圾箱中。

4.老师告诉幼儿：塑料、金属和废纸，可以回收后再制造有
用的东西，如废纸可制成再生纸等。把垃圾分类便于回收利
用，这是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方法之一。各地都有专门的



废品回收站来收购这些有用的垃圾。

5.请幼儿调查自己居住的地方及附近有没有分类垃圾箱，自
己和家人是否使用过，然后回幼儿园向大家介绍。

活动评价

能说出分类垃圾箱的用途。

能说出哪些是可循环再生的垃圾。

活动反思

通过对中班幼儿上的这一节课，该班幼儿基本能掌握对物体
进行分类，以及进行分类的方法，在颜色、大小上分类掌握
较好，但是在形状、以及用途上掌握较困难。

中班语言落叶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能对所抓握的物体进行正确的分类和计数，并记录、比较
多少。

2、愿意与同伴交流操作方法并尝试同伴的办法。

教学重点、难点重点：

学会分类，并计数难点：孩子要用多种方法记录数活动准备
教具：红枣、白云豆、花生米、记录单、笔、黑板。

学具：小碗（内装红枣、豆、花生米若干）、记录单、笔。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1、问好，介绍自己。

2、男孩女孩比一比师：我们班有男孩有女孩，到底是男孩多
还是女孩多呢？”来；自。屈；老师；教。案；怎样才能知
道？引导幼儿讨论要比较多少必须数一数。激发幼儿参与活
动的兴趣。

二、游戏：抓一把。

1、抓把红枣比一比。

（1）出示实物，师：想比赛抓红枣吗？谁想试试？请幼儿与
教师比赛抓白芸豆。

（2）师：猜猜我们谁抓的`多、谁抓的少？怎样才能知道？
引导幼儿检查、验证谁多谁少。

2、抓上一把比一比

（1）大胆抓一把。出示装有红枣、白芸豆、花生米的小碗，
请一名幼儿尝试抓出一把。

（2）数清有几个。引导幼儿认识所抓的东西，并说说每种抓
出了几个。

（3）试着记下来。师幼讨论商量，会在表格中进行记录数量。

三、幼儿操作：大家都来抓一抓。

（2）交流讨论结果。引导幼儿相互交流自己的方法。

四、延伸活动：各抓一把想一想。



出示三个分别装有红枣、白芸豆、花生米的碗，师：谁愿意
试着每样都用力的抓一把，猜猜哪一种抓的最多？激发幼儿
进一步探索的乐趣。

教学反思：

数学活动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个很愉快的课程，因为整节活动
中游戏的时间多，而且小朋友动手操作的机会比较多，但是
要让孩子们能真正的理解这节教学活动的内容，并做到熟练
掌握、灵活运用却不是那么容易。

中班语言落叶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正方形和长方形的比较了解长方形的基本特征。

2、能从周围环境中找出长方形的物品，并能不受颜色、大小、
形状及位置摆放的影响正确区分长方形。

活动准备

长方形、正方形图片，房子图画，计数棒，正方形和长方形
实物(毛巾、书本、尺子等)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1、手指游戏：我有一方田。

二、比较正方形和长方形，从而认识长方形。

1、出示长方形，引导幼儿通过观察和与正方形的对比发现长



方形的特征。

(1)数一数，长方形有几个角?有几条边?

(2)折一折，看看长方形的四个角怎么样?四条边怎么样?

2、引导幼儿总结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异同点：

相同点：正方形和长方形都有几个角?几条边?正方形和长方
形四个角都怎么样?

不同点：正方形的四条边都怎么样?长方形的四条边是怎么样
的?

三、游戏：找正方形和长方形，进一步加深幼儿对长方形的
认识。

1、引导幼儿在盘子中寻找正方形和长方形。

2、引导幼儿在房子图画中寻找正方形和长方形。

四、生活延伸：

1、出示正方形和长方形的物品，让幼儿说说它们是什么形状
的'?

2、联想寻找：启发幼儿找出教室里正方形和长方形的物品。

3、动手操作：提供计数棒，让幼儿尝试在桌上拼长方形。

活动反思

1、在教学活动中充分调动幼儿和积极性、参与性。

2、鼓励幼儿用自己的表达形式表达的意愿、教师给予及于的



配合和支持。

3、在教学活动中根据幼儿的年龄特征、性格特征给予相应的
指导。

中班语言落叶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学习不受大小、排列形式的影响，比较10以内数量的多、
少、一样多。

2、能运用多种方法观察、比较物体数量的'差异。

活动准备：

记录表、铅笔、橡皮、玩具12种2组、标有数字标记的货架

活动过程：

1、感知10以内的数量。

（1）教师以玩具店进了许多玩具为题，引出课题。

小熊玩具店新进了许多玩具，让我们数数有几种新玩具！（6
种新玩具），但是这些新玩具有多少呢，小熊不知道，让我
们帮它数一数，并记录下来，告诉它。

（2）请幼儿观察各种玩具分别有多少，并出示记录表。

看，小鱼玩具有多少，我们一起数一数，数好后立即记录在
小鱼标记后，用小圆点表示，几个玩具就用几个圆点表示。

（3）教师提出操作要求，幼儿操作。



要数清楚记录；圆点记录要整洁；不管你记录到多少种玩具，
老师琴声响，立刻回位置。

2、教师评价

对记录结果进行检查，对记录得又多又快地幼儿进行表扬。

3、比较玩具的多少

以“玩具店摆放玩具”游戏，引导幼儿不受大小、排列形式
的影响，比较玩具的多少。

（2）教师引导幼儿用数一数和一一对应的方法比较玩具的多
少。

4、玩具上架。

玩具数量点好了，请小朋友帮助小熊把玩具放上架。请幼儿
将玩具放在相应数字标记的货架上。

活动反思：

数学不是符号的游戏，而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经验总结。幼
儿的活动与数学的联系更加密集，它常常出现在幼儿的身边，
源于幼儿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