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快乐的小司机教学反思(优质5
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小班快乐的小司机教学反思篇一

今天是正月十五，虽说春节已经走近尾声，但各各地方却仍
然洋溢着浓厚的春节气息和喜洋洋的氛围，而对学生来说，
元宵节亦余味犹存。值此佳节，教学《元宵节》再适合不过
了。《元宵节》这篇课文是北师大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的第
一篇课文。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热爱我国的传统文化、重视亲
情和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

在教学过程中，我能正确把握基本的流程和环节，做到以图
为凭，激情激趣。在导入的设计上也是下足功夫。鉴于低年
级的孩子以形象思维为主，图片资料对于他们而言更有吸引
力，所以，我试着让孩子按照我的要求去收集关于元宵节的
资料、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报纸图片。这样做，不仅培养
学生的动手能力，让学生在收集的过程中感受我国的传统文
化魅力和家人团聚的可贵，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也
使得课堂教学更具实效性。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使他
们感到学校和学习是有趣的。比如以图为凭，引导学生思考
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人们在过元宵节。同时，多鼓励他们进
行自我评价和互相评价。比如在进行创造性思维训练时，引
导他们互相评价各自在元宵节时做些什么。学生在《元宵节》
这课上“过”足了瘾，整个课堂上喜庆气息韵味十足。我觉
得这种快乐学习的模式就是自己本节课用得最成功的地方。



在教学过程中，我能正确把握基本的流程和环节，做到不脱
节，在课文引入上也颇费心思，以激趣为主，让孩子能积极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小家庭里”感受
到节日的喜庆。

但由于今天是开学的第二天，孩子们学习激情还是不够高，
学习的心思还是花的。所以在本周我要做的的是提高心思的
学习兴趣，培养他们集中精力学习。

小班快乐的小司机教学反思篇二

此活动适合放在“小汗珠”主题中的分题“沙滩上”，适合
小班的幼儿。

平时玩沙是幼儿最喜欢的一种游戏活动，但是象我们的.幼儿
园离海很远，到沙滩上的机会少，我们就想出就地取材在幼
儿园的沙池中让幼儿真的体会玩沙的乐趣。

1、亲身体验沙的特性。

2、享受堆沙的乐趣。

3、认识多变的天气。

4、复习数字1dd10。

［活动设计］

［活动名称］好玩的沙

［活动目标］

（1）让幼儿体验探索和集体游戏的快乐。



（2）通过玩沙培养幼儿的创造性和自主性。

（3）通过操作性活动使幼儿初步了解沙的特性和用途。

［活动形式］集体活动

［活动准备］沙地、水、玩沙模具。

［活动过程］

（1）组织幼儿自由玩沙：推、砌、挖、赤脚在沙地行走，说
说沙是什么样的，走在上面有什么感觉。初步感知沙子，喜
欢玩沙。

（2）组织幼儿一起商讨并订立玩沙规则。例如：不扬沙、不
把沙弄在别人身上、不抢玩具等。

（3）让幼儿向沙中注水，观察水有什么变化，为什么？

（4）利用玩沙模具玩湿沙和干沙，观察有什么不同，探索沙
的特性．然后发表探索的结果。

［总结分享］

请幼儿自我评价在玩沙的过程中有没有遵守大家订立的规则，
自己有什么。

玩法。在玩沙过程中有什么新的发现。

［活动评价］

（1）能投入到探索沙地特性的活动中。

（2）能说出干、湿沙的一些特性，如：干沙的松散，湿沙的
可塑性。



（3）遵守游戏规则。

［活动补充］

有条件的幼儿园可带幼儿到沙滩上玩沙。

小班快乐的小司机教学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在快乐、有趣的`水上游戏活动中进一步熟悉水性，练习
水中憋气以及感受水的阻力与浮力。

2、通过在水上进行队行变形及动作的展示，能大胆表现自己
水上活动的能力，增强自己的自信心。

3、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4、培养幼儿对数字的认识能力。

活动准备

1、大毛巾、拖鞋

2、录音机、音乐磁带《拉个圆圈走走》

3、水枪、水球、空瓶子、小水桶、浮板等玩水玩具

活动过程

1、进行换衣、鞋，上洗手间，做岸上的准备运动。

2、(入水)幼儿在老师的带领下随着音乐沿着池边进行踏步走
变成四路纵队并进行队行地变化。



要求：鼓励幼儿大胆地踩水，让溅起的水花打到幼儿的脸上，
感受水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初步尝试闭气地感觉。

3、随着音乐幼儿走成一个大圆圈，(幼儿人数多的情况下可
围成两个圆圈)，幼儿手拉手边唱歌，边沿着圆圈走。唱
到“看谁先蹲下”，幼儿立刻蹲下来。唱到“看谁先站好”，
幼儿立刻站好。

要求：在蹲下来的时候，要求幼儿吸气屏气后整个人沉到水
中去，练习水中憋气的技能。(游戏3——4遍)

4、幼儿自由选择玩水玩具进行嬉水活动。

活动结束

1、幼儿上水后，要求冲洗干净身体并把大毛巾披上。

2、回班上后，进行常规地保育工作：擦干身体穿好衣服，吹
头发、滴眼药水等。

3、把泳衣进行消毒清洗。

活动反思：

由于小班幼儿年龄小，形象思维占主体地位，活动中我为幼
儿准备了大量的、适合合作玩的玩具，让幼儿在玩中体验合
作的快乐，并引导幼儿与同伴友好相处，培养幼儿合群、乐
群的性格。

小班快乐的小司机教学反思篇四

本课内容的教学，正逢学生亲身经历的节日，学生对学习内
容有亲切感，易激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加强朗读是本课的重
要之处，只有按节奏来朗读，才能在读中再现意境，使学生



体验全诗的情趣。

但一年级学生没有这种意识，老师直接教授不能提高其学习
兴趣，所以我让学生借助听中感悟和拍手伴奏中感悟，从模
仿练读中得到自悟。由于半课的教学来源于学生的实际生活，
学生学起来较容易，再加上我设置的演一演活动，更加深了
学生对本诗的理解和记忆，同学们品得津津有味，也演得不
亦乐乎。

短短40分钟，我采用了说一说、读一读、演一演、听一听、
等手段体现了学生的自主，增添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使
学生始终处于积极主动的学习状态。在识字教学中，由于学
生识字方法在上学期得到积累，我鼓励学生利用自己最喜欢
的方法来认识汉字，培养了学生识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
学生意识到识字的重要性，从而更主动的`到生活中识字。

由此，课程改革给学生带来更多的机会，也带给我对学生更
多的希望，使每个学生都能快快乐乐的学习语文。

小班快乐的小司机教学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熟悉歌曲的旋律，尝试用身体的动作表现歌曲的内容。

2、初步掌握茶壶和茶杯的动作。

活动准备：

小茶壶一个、ppt课件、钢琴伴奏。

活动过程：

一、通过游戏“变变变”进入。



小朋友，我们来玩一个“变----变----变”的游戏，叮当法
术变变变，变成小鸟飞一飞，变成小鱼游一游，变成小兔跳
一跳，变成小鸭走一走，变成老虎跑一跑，变成乌龟爬一爬。
现在，我们轻轻回到座位上吧!

二、出示茶壶，熟悉歌曲：

1、观察茶壶，理解歌词(教师拿出茶壶)叮当法术变--变--变，
瞧，这是什么?【茶壶】对，他是茶壶。

(1)(ppt4)茶壶的身体：我们来看看茶壶的身体是什么样的?
【圆圆的】是胖胖的还是瘦瘦的?【胖胖的】胖胖的，对，你
们会不会做个胖胖的样子?而且还是…….(教师用动作提示幼儿
“矮矮的”。)我是茶壶，胖又--矮;对了，我是--茶壶，胖
又矮。诶呀，你们做得真可爱!

(2)茶壶柄、壶嘴(用模仿记忆歌词，了解壶柄和壶嘴的作用)：
(ppt5)这是什么?【壶柄】小朋友，看，这项茶壶的什么?来，
我们做一个壶柄，那壶柄有什么用呢?诶，你说对了，壶柄是
用来端起茶壶的地方。(ppt5)这又是什么!像不像一个小嘴巴，
这是壶嘴。那怎样就像个壶嘴了呢?谁来学一学，这
是…….(壶柄)，这是…….(嘴)。我来做，你来说;现在我们
交换一下，你来说，我来演。

(3)教师说歌词第三乐句做动作：听，什么声音?(ppt6)什么时
候小茶壶会发出咕噜噜地声音呢?我来告诉你们吧，是茶壶里
的水滚了，谁在冒泡泡发出的声音。教师一边说歌词，一边
做动作“我是茶壶胖又矮，我是茶壶又矮，这是壶柄这是嘴，
这是壶柄这是嘴，水滚啦，水滚啦。”(4)(ppt7)教师用唱的形
式引出最后一乐句：小朋友，看，我是茶壶胖又矮，我是茶
壶胖又矮，这是壶柄，这是嘴，这是壶柄，这是嘴，咕噜噜，
咕噜噜，水滚啦，水滚啦。小朋友，准备好你们的小茶杯，
听!“冲茶啦!”(5)教师幼儿一起说歌词做动作：(ppt8)小茶



壶可爱吗!你们想不想也变成茶壶!【想】我变成茶壶是这样
的，你们变成茶壶是什么样的'!哪个小茶壶最像。(教师观察
知道每个小朋友都摆出茶壶的造型)

2、(ppt8)小茶壶真可爱，他还会唱歌呢!这么好听的歌，我们
也想来唱一唱!-----教师边唱歌边做动作。老师，给我们音
乐!

3、小茶壶唱的歌真好听!我们再来唱一唱!教师边唱边展示图
片。

4、边倒茶边唱：我烧好了一壶茶，你们想不想喝喝看【想】
那你们准备个杯子，我要来倒茶了!教师边倒边唱!

5、我烧的茶好喝吧!哎呀，我的茶壶里的水没有了，你们还
想喝吧，(我还没喝到茶呢)我们一起来烧茶好不好!小茶壶准
备啦!看看哪知小茶壶最可爱，他烧的茶最香。师幼一起唱歌
做动作!

6、好，现在谁愿意做小茶壶，剩下来的宝宝我们围成一个圆，
当茶杯，烧茶给他们喝!再次唱歌曲!冲茶!

7、你们的茶好香啊，我们再来烧壶水给爸爸妈妈(客人老师)
尝尝看，好吧!(听音乐)好，去给爸爸、妈妈们(找个客人老
师给他冲茶吧)冲茶吧!(结束：ppt9)

活动反思：

歌曲小茶壶，我运用了课件，让歌曲的歌词更生动形象。通
过让孩子在游戏表演，使孩子轻松的学会了歌曲。但是，在
倒水游戏环节，我设计了倒水的节奏，是十六分音符，对于
中班幼儿来说太难了，他们最后都没有运用节奏去倒水。这
一环节的设计显得有些多余。在最后的创编部分，孩子的想
象力丰富，变成了大象茶壶、爱心茶壶，但是对于新授歌曲



的第一教时，创编的环节对于整个教学活动有些顾此失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