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买电器教案反思 幼儿园教学反
思(大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
为完美的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
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买电器教案反思篇一

“手帕就像一块大大的魔术布，能在老师的巧手编织下变成
一个个神奇的小动物，小玩具。”这是一节社会领域的学科
《好玩的手帕》，开展这个活动，我本来是要达到这样的目
标：

1.尝试各种方式玩手帕；

2.欣赏手帕上不同的图案与色彩。

这节教学活动的重点在于：让幼儿观察手帕上的图案，培养
幼儿善于观察的能力，自己动手来玩一玩小手帕。于是我依
据纲要中的内容设计了一系列的教学活动，第一环节谈话引
入，以故事的形式引入主题，了解小手帕有很多玩法，激发
幼儿的兴趣。第二环节观察手帕上好看的图案。第三环节请
幼儿自己玩一玩小手帕，并对其作品进行评价。

当我在走进活动室，进行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从孩子身上
看到了这样的现象：教室在讲解手帕图案时，有部分幼儿分
心。我还从孩子们的操作中，观察到了学习上的这种现象：
不能较好地自行玩手帕，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简单的讲解，
由于教师的示范玩手帕，局限了部分幼儿的创造力。

这些现象让我知道了原来的教学设计的不足之处，幼儿的学



习过程是循序渐进的，是被引导的。因此，我觉得原来的教
学设计可以这样调整：

1.讲解手帕图案时，时间可以缩短；2.多鼓励幼儿自己动手
完玩手帕。

经过我的反思，相信再次进行类似操作活动时能让幼儿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与创作力，让幼儿养成自己动手的好习惯并学
会用语言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简单的介绍。

买电器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通过观看图片，乐意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想法。

2.初步激发“我是幼儿园小主人”的意识。

设计意图：

在围绕我园探索性主题“我是幼儿园小主人”的实施过程中
我和孩子们在园内观察散步时发现在幼儿园的草地上、小树
林里、大型玩具下有各种各样的垃圾------糖纸、橘子皮、
吃剩下的包装袋、香烟头等。孩子们对此现象提出了自己的
问题：“这里垃圾怎么会这么多?”“这些垃圾都是哪里来
的?”

《指南》中提出教师应善于将幼儿在一日活动中自发生成的`
具有发展价值、共同兴趣的热点及时捕捉住，与预设活动的
内容有机结合，并在实施过程中关注幼儿即时生成的内容，
给以适度的回应。

我感到幼儿提出的这一问题很有价值，它能引发孩子有关的
很多想法，因而适时调整计划，与孩子们一起展开讨论。通



过讨论，促进孩子实现经验的互动，知道作为幼儿园的一份
子，我们都有责任关心幼儿园的整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
做起，并延伸至提醒大家一起来保护幼儿园的环境，让我们
幼儿园幼儿园更加美丽、更加整洁。让孩子在这种经验互动
中，思维得到发展。

活动准备：电脑、有关资料、图片

活动重点指导：

1. 观看图片：整洁的操场、教室等

问：这是什么地方?

你喜欢吗? 为什么? (心情舒畅、给人以美的享受……) 老师
小结。

2. 观看图片：有垃圾的操场、教室等

问：这里都是什么?

怎么会有这么多垃圾的?

你看了，觉得怎么样? (看见了难受、玩得不开心…...)

老师小结。

3. 问：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幼儿讨论，发表自己的想法。 (把垃圾

捡起来，扔到垃圾筒里。 做不乱扔垃圾的标记，挂在各处。
看见乱扔垃圾的行为及时提醒、劝止……)

师：我们这些小主人真棒，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使我们



的幼儿园更加整洁，更加美丽。

反思

在本次活动中，把表达与表现有机的进行整合，为孩子们创
设了条件，使孩子们成为学习的主人，树立了以“儿童发展
为本”的理念，尊重孩子，把孩子们自己发现的问题交由孩
子们自己解决，大家各抒己见，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表达表
现自己的认识，让孩子与老师，孩子与孩子，孩子与环境发
生互动，互相学习，互相感染，真正发挥了幼儿学习主人的
作用，使孩子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上得到了提升。

买电器教案反思篇三

集体教学活动是幼儿在园一日学习的主要方式，那么如何有
效的开展成为老师们一直研究探讨的问题。山东女子学院的
朱海琳教授指出集体教学是教师围绕活动目标，有组织、有
计划地指导全体幼儿进行的学习活动。但当面对一个个鲜活
的个体时，我们就有些手忙脚乱了，既想照顾到每个孩子，
又想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下面结合我的集体教学活动遇到
的问题，简单谈谈我的看法。

作为一名工作不满一年的我来说，每次上课都想让孩子在玩
中学，在学中玩，寓教于乐，但常常达不到好的教育效果。
在中班《找相邻数》这一活动中，我采用了情境教学，准备
了10个小动物、10座小房子，让幼儿给小房子装门牌号，然
后找邻居，继而引出相邻数这一概念。但在活动中，孩子被
我营造的过分夸张的情景所吸引，对我所讲的内容兴趣不大，
甚 至说出“7比8大”等让我很伤心地话，辛辛苦苦准备的课就
“浪费”了。

每次上科学时，孩子都等着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但我都却很
头疼，尤其是实验课时，想让每个孩子都动动手，又怕孩子
秩序混乱，出现安全问题，那就适得其反了。在中班课程



《寻找空气》中，孩子要做给气球打气、往水盆里吹泡泡、
蜡烛熄灭3个实验，虽然实验前我三令五申地讲述实验要求，
可开始时，我看着这一组，就顾不上那一组，但孩子们还是
兴致勃勃的，但我的心一直悬在半空中，生怕有的幼儿操作
不规范，发生危险，所以，第二次时，我只找几个能力强的
孩子上前面来和我一起做，其他孩子在下面观察，效果可想
而知。

德国的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慧曾经指出：“教育的艺术不在于
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所以，开始活动前，
要求老师把自己该说的话锤炼的非常准确、简单。但在《找
相邻数》的“找朋友”这一游戏环节中，贴着一样数字宝宝
的幼儿抱在一起，我随口说“你们这是一样的，是双胞胎”，
以致于孩子把注意力放在“双胞胎”上，而忽视找朋友这件
事。同时“虎头蛇尾”这一习惯也让孩子对所学内容把握不
住关键点，导致我总是机械地重复重难点，让幼儿非常疲惫。

针对上述发生在我身上的问题，同班老师和徐园长都很着急，
帮着我分析原因，让我一次次的演课，一次次不厌其烦的给
我点评，让我的确获益匪浅。就像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
的“教学的艺术所需要的也没有别的，也只是要把时间、科
目和方法巧妙地加以安排而已。”

首先，重内容，形式灵活，丰富活动内涵。

李吉林老师提出的情境教学确实适合幼儿园孩子的形象思维
的特点，尤其是数学这么抽象的内容，但这只是为我们更好
地开展集体教学活动服务，不能忘记这个基本点。所以在开
展实际活动时，要理解、尊重幼儿，以适合他们的形式和他
们欢迎的方式，去组织幼儿园的集体教学活动。因此，在第
二次执教《找相邻数》时，我从本班孩子年龄特点和已有的
知识经验水平出发，合理的设置最近发展区，淡化情境的影
响，让还在操作前，我都先示范一次，这样既提供范例，又
鼓舞孩子的信心，让他们觉得“跳一跳，能摘桃”，体验到



成功的快乐。

其次，良好的常规为幼儿成为活动的主人变为可能。

无规矩不成方圆，对于一个班级也是如此，只有纪律的保障，
才能让孩子体会到自由的快乐。因此，在同伴老师的指导建
议和我自己的观察下，与陪伴老师共同制定班级规则，并且
严格执行，对于违反的幼儿，严厉批评教育。同时，对于实
验课的开展，我也继续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过程中，留
意每个孩子的操作，及时和陪伴老师同时指导，保证幼儿体
验到实验的快乐。

买电器教案反思篇四

秋天到了，金黄的稻谷、丰硕的果实，大自然的美景一览无
遗。这正是我们引导幼儿真切感受秋天的美好、亲近自然、
探索自然奥秘的好时机。根据主题《丰收的季节》，我开展了
《小树叶》教学活动。旨在通过让幼儿说一说、唱一唱、动
一动的方式，引导幼儿表现秋天的美，表达热爱大自然的.情
感。

《小树叶》是一首简单而有趣的歌曲，情感很浓厚。歌曲共
分为两段，第一段表现了小树叶离开了大树妈妈的悲伤情怀;
第二段节奏快而有力，表现了小树叶勇敢而坚定的信心。活
动的目标有两点：1、理解歌词内容，学习用连贯、轻柔与顿
挫有力的歌声表现歌曲。2、初步体验和表达歌曲中的关心、
同情与勇敢坚定的不同情感。

由于这首歌曲学起来还是属于比较简单啊，所以我在后面把
重点放在表现方面，让幼儿体验两段歌曲的不同情感。活动
中我采用了很多种形式来感受和演唱歌曲，最有效的就是分
男孩和女孩演唱，让女孩来演唱第一段，比较轻柔，让男孩
子来演唱第二段，比较顿挫有力。在这样明显的对比下，幼
儿们很快就会感受到不同。



最后，我们一起为歌曲配上了动作，幼儿们用上动作之后，
唱的更加投入了，表现得更加自然，将歌曲演绎的淋漓尽致。

买电器教案反思篇五

本活动是小班上学期第一次音乐活动，因此，在整个活动设
计中，主要以让幼儿听教师演唱歌曲为主，幼儿通过动作的
参与（表现快乐）和乐器的演奏（感受和表现均匀节奏），
来体验音乐活动的愉快。活动中幼儿的动作表现和演奏技巧
没有提出一定的要求，目的是幼儿宽松的集体生活的氛围，
减轻幼儿活动的紧张程度，让幼儿在放松的状态下自然地投
入到音乐活动中，更好地促进幼儿接纳新生活。这里也体现
和渗透了社会适应性的话题。

环节1中，让幼儿第一次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让幼儿跟着老
师有节奏的拍手。

环节2中，教师让幼儿边看放大的《我爱我的幼儿园》画面，
一边倾听教师示范演唱的歌曲。教师再次示范演唱唱歌歌曲
时，引导幼儿尝试用动作抱抱、亲亲、拉拉手等表现“大家
一起真快乐”，让幼儿学习用不同的身体动作与同伴交往的
方式，并且通过身体的接触，感受到同伴共同活动的快乐，
这样有助于拉近幼儿之间的距离，培养同伴见、师幼间的亲
近感。

环节3中，教师提示幼儿听好前奏后再跟着学唱歌曲。

环节4中，设计了两次鼓掌：教师为幼儿鼓掌，幼儿为自己鼓
掌。目的是让幼儿在活动之中感受得到老师的接纳、同伴的
接纳、自我的接纳的愉快，从而使幼儿体验到集体活动的乐
趣。同时，幼儿在教师和同伴的鼓励下，体验到在集体活动
中的成功感，增强幼儿积极参与集体活动的意识。

本次活动的不足之处是：部分孩子还不肯跟着老师拍手和唱



歌曲，孩子们的积极性还不够高。我想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
和练习，孩子们的胆子会越来越大，孩子们的学习兴趣随之
也会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