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妈妈的小帮手分类教学反思(实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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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妈妈的小帮手分类教学反思篇一

大班社会活动教案《小帮手》含反思适用于大班的社会主题
教学活动当中，让幼儿在购物过程中尝试解决简单的数量问
题，初步认识、了解消毒、预防非典的物品，扩展有关“防
非”的知识，满足幼儿为妈妈做事的愿望，快来看看幼儿园
大班社会活动教案《小帮手》含反思教案吧。

设计思路：

前一阶段围绕“我家的人”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孩子们了解
了爸爸妈妈的工作、爸爸妈妈小时侯的故事，特别是恰逢母
亲节，通过夸夸我的好妈妈，为妈妈制作礼物等活动提升了
孩子爱妈妈的情感，孩子们萌发了一种想为妈妈做事的愿望。
同时，“预防非典”也是当前孩子们的一个热点，他们对幼
儿园、班级、家中“防非”的简单措施有了初步了解，对于
预防、消毒的物品也产生了兴趣。结合以上两点，我预设这
次活动，以帮妈妈选购消毒、预防用品为前提，以游戏实践
为途径，帮助幼儿认识了解消毒、预防非典的物品，扩展防
非知；同时满足孩子为妈妈做事的愿望。

活动目标：

1、初步认识、了解消毒、预防非典的物品，扩展有关“防



非”的知识。

2、在购物过程中尝试解决简单的数量问题。

3、满足幼儿为妈妈做事的愿望。

4、培养幼儿的尝试精神。

5、能学会用轮流的方式谈话，体会与同伴交流、讨论的乐趣。

活动准备：

1、防非物品、其他食品包装盒。

2、每一物品上贴上价格标签（5以内）

3、购物篮，自制纸币。

活动过程：

（二）启发游戏

1、以妈妈的烦恼（妈妈想买预防非典的消毒等用品和增加抵
抗能力的食品，可是妈妈上班没时间）启发幼儿帮妈妈购物。

引导：妈妈为什么要买消毒用品和增加抵抗能力的食品？

2、幼儿领钱。

要求：每人拿5元钱（老师准备1元、2元、3元、4元面值的纸
币）

引导：你用什么办法拿到5元钱的？

如：xxx拿了1元钱，还要拿多少钱才到5元？



3、讨论购物注意点。

引导：买东西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1）买什么？（预防非典的消毒用品和增加抵抗能力的食品）

（2）怎么买？（价钱、礼貌用语、买的东西少于或等于5元
钱）

（三）幼儿操作

1.观察幼儿在挑选物品时出现的问题，启发幼儿间相互检查。

2.了解幼儿交易情况，引导幼儿了解所选物品价格与自己拥
有钱数的关系。

（四）交流

1、相互检查所购物品。

2、说说买了什么，有什么用，注意什么？（抓住有价值的话
题，扩展讨论；帮助幼儿区分食品和用品两类）。

（五）延伸我们帮妈妈买好了东西，妈妈很高兴，接下来我
们可以帮妈妈做什么？

教学反思：

在幼儿园里，我们教师应该根据幼儿的年龄特征，教育幼儿
做好一些力手能及的事情。而我们往往是怕麻烦和害怕家长
的不理解，极少展开这样的活动。通过这一次的活动，让我
明白作为幼儿教师，不单单是对幼儿进行知识的灌输，还要
传授给他们生活的本领及增强动手的能力。

本文扩展阅读：帮手，指作为下级或副职人员而行动的人；



助手。

妈妈的小帮手分类教学反思篇二

大班语言教案说课稿《妈妈的小帮手》含反思适用于大班的
语言主题教学活动当中，让幼儿由衷的表达对妈妈的感谢并
力争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理解儿歌的内容，感受妈妈的辛苦、
伟大，根据已有经验，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快来看看幼儿
园大班语言说课稿《妈妈的小帮手》含反思教案吧。

活动目标

1、理解儿歌的内容，感受妈妈的辛苦、伟大。

2、由衷的表达对妈妈的感谢并力争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3、根据已有经验，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4、培养幼儿有礼貌、爱劳动的品质。

活动的重、难点

重点：教育幼儿关心、爱自己的家人。

难点：主动为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活动准备：

教学挂图、光碟、vcd和电视机。

活动流程

2、平时在家里，你会做哪些事情呢？你觉得做什么事情好呢？
（通过幼儿说一说，培养了幼儿的表达能力）。



3、出示教学挂图，让幼儿观看并说出挂图内容，让幼儿看一
看，说一说，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

4、教幼儿学习儿歌（培养幼儿朗读的习惯）。

引导幼儿参与讨论。

师：家里的家务活谁做得最多？家务做的很多是什么感觉？
你觉得妈妈辛苦吗？为什么？

妈妈每天在家里做这么多的家务是不是很累？

我们是不是要帮辛苦的妈妈分担一些家务？请大家想一想怎
样帮妈妈分担家务？让幼儿各抒已见，怎样才能当妈妈的好
帮手。

本环节加深培养幼儿的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使幼儿认
识到父母的辛苦和伟大，从小养成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活动延伸

当妈妈的小帮手，分担家务之后，有股小小的成就感，意识
到自己长大了，虽然小小年纪，但自己的双手也可以干很多
事情。

成果与反思

这节课让幼儿渐进明白，理解妈妈的辛劳和付出，家长备感
欣慰。

本文扩展阅读：母亲，简称母，是一种亲属关系的称谓，是
子女对双亲中女性一方的称呼。



妈妈的小帮手分类教学反思篇三

《大班语言优秀教案《小青蛙》含反思》这是优秀的大班语
言教案文章，希望可以对您的学习工作中带来帮助！

教学反思

本活动由幼儿所喜爱的小动物―――青蛙贯穿始终。孩子感
觉既熟悉又新鲜，无论是初期的模仿青蛙、欣赏歌曲、学唱
歌曲，还是在歌曲中游戏，他们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积
极地参与。每次有效的提问都能激起幼儿新的思考与想象。

在导入活动中，我利用手势和敲击双响筒帮助幼儿感受数量
的递减，为后面学唱歌曲作铺垫;新授歌曲时，我通过有节奏
地朗诵歌词再次为幼儿学习歌曲建构桥梁。有趣的故事情节
浅显易懂，幼儿直观地从活动式的图片中感知青蛙跳进池塘
中数量的递减，因此幼儿对歌词部分把握得较好。

《纲要》中指出：“幼儿与成人、同伴之间的共同生活、交
往、探索、游戏等是其社会学习的重要途径。”“提供自由
活动的机会，支持幼儿自主地选择、计划活动，鼓励他们通
过多方面的努力解决问题，不轻易放弃克服困难的尝试。”
幼儿自由组合，五个一组进行游戏，并商量好青蛙跳进池塘
的顺序。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商量着，很快意见得到统一。进
行游戏时，“小青蛙”们按照自己商量的顺序随着音乐跳
进“池塘”。孩子们出色的表现使活动得到升华。

整个活动中幼儿从以往“教师示范，幼儿学样”的旧教育模
式中摆脱出来，真正成为活动的主人。他们的主动性、积极
性得到发挥。同时在活动中，师生感情融洽，幼儿专注投入，
这是幼儿积极参与活动的良好基础;又由于教师对每个幼儿的
创造都给予肯定、鼓励，使得幼儿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教学反思



本活动由幼儿所喜爱的小动物―――青蛙贯穿始终。孩子感
觉既熟悉又新鲜，无论是初期的模仿青蛙、欣赏歌曲、学唱
歌曲，还是在歌曲中游戏，他们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积
极地参与。每次有效的提问都能激起幼儿新的思考与想象。

在导入活动中，我利用手势和敲击双响筒帮助幼儿感受数量
的递减，为后面学唱歌曲作铺垫;新授歌曲时，我通过有节奏
地朗诵歌词再次为幼儿学习歌曲建构桥梁。有趣的故事情节
浅显易懂，幼儿直观地从活动式的图片中感知青蛙跳进池塘
中数量的递减，因此幼儿对歌词部分把握得较好。

《纲要》中指出：“幼儿与成人、同伴之间的共同生活、交
往、探索、游戏等是其社会学习的重要途径。”“提供自由
活动的机会，支持幼儿自主地选择、计划活动，鼓励他们通
过多方面的努力解决问题，不轻易放弃克服困难的尝试。”
幼儿自由组合，五个一组进行游戏，并商量好青蛙跳进池塘
的顺序。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商量着，很快意见得到统一。进
行游戏时，“小青蛙”们按照自己商量的顺序随着音乐跳
进“池塘”。孩子们出色的表现使活动得到升华。

整个活动中幼儿从以往“教师示范，幼儿学样”的旧教育模
式中摆脱出来，真正成为活动的主人。他们的主动性、积极
性得到发挥。同时在活动中，师生感情融洽，幼儿专注投入，
这是幼儿积极参与活动的良好基础;又由于教师对每个幼儿的
创造都给予肯定、鼓励，使得幼儿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大班语言优秀教案《小青蛙》含反思这篇文章共3560字。

妈妈的小帮手分类教学反思篇四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教案是备课
向课堂教学转化的关节点。写教案需要注意哪些格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班语言活动教案及教学反思《四季



妈妈的四个娃娃》，欢迎阅读与收藏。

1、通过故事，幼儿能了解四季的交替顺序。

2、幼儿能运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四季特征。

3、通过语言表达和动作相结合的形式充分感受故事的童趣。

4、领会故事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5、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幼儿能运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四季特征。

1、四个娃娃、挂图。

2、故事视频、四季娃娃贴花奖励。

经验准备：初步了解与四季相关的知识，收集相关的图片。

一、谈话引出课题

1、师：小朋友现在是什么季节?(春天)

2、师：那你知道一年有几个季节?(四个、春、夏、秋、冬)

3、师：四季妈妈的这四个娃娃，它们要出去玩，它们是怎样
出去玩的?它们谁先出去玩的?和谁一起玩的?玩的怎么样?我
们带着这些问题来听听故事——四季妈妈的四个娃娃，你就
会知道了。

二、教师讲述故事，采用边讲边问的方式，帮助幼儿理解故
事情节，了解四季特征和交替顺序。

1、师按故事中的自然段落划分，给幼儿讲述故事，并提问。



师：一边出示挂图一边讲述故事：

第一段，师：在这一段中讲述了四季妈妈有四个娃娃，她们
的名字叫什么?(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师：那他们是怎么样出去玩的?(一个一个出去玩)

第二段，师：刚才故事里说了是谁第一个出去玩的?(春天)

师：春天娃娃出去和谁一起玩?(春风、春雨)

师：他们一边玩一边喊什么?(春天来了)

师：小朋友看见春天娃娃是怎么出来的?(脱掉棉衣跑出来)

师：绿绿的树叶有什么变化?(从树枝上钻出来)

师：春雨在干什么?(“淅沥淅沥”地唱着歌)

第三段，师：在这一段中讲春天娃娃玩得很开心，不想回家，
哪个娃娃急着也要出来玩?(夏天)

师：夏娃一出来，谁躲起来了?(春娃)

师：夏天娃娃带着谁到处找春天娃娃?(太阳公公)

师：是什么样的太阳公公?(火辣辣的)

师：为什么说是火辣辣的呢?(夏天很热)

师：找了哪些地方?(池塘)

师：小鱼怎么样了?(池塘的小鱼热得钻到水下面去)

师：树叶又怎么样了?(树叶热得卷起来)



师：小朋友们怎么样?(热得好难受)

第四段，师：这段中讲述的是夏娃回去了，是谁出来了?

师：秋天娃娃来到果园，看见了什么?(苹果露出红红的笑脸，
梨子露出黄黄的笑脸)

师：他又来到庄稼地，看到了什么?(庄稼笑得弯了腰)

师：秋风一吹，树叶怎么样了?飞到了哪里?(象小鸟一样飞下
来，和秋天娃娃跳舞 )

师：秋天娃娃带来了什么?(凉凉的秋风)大家感觉怎么样?(好
凉快呀)

第五段，师：谁在家等不及了?(冬天娃娃)

师：那他的好朋友是谁呀?(北风爷爷和雪爷爷)

师：它们是怎么过年的?(放鞭炮，吃饺子，热热闹闹地过新
年)

《过完年，冬天娃娃还不回家。春天娃娃等不及，急着出来
玩了。

第六段，师：过完年，冬天娃娃还不回家，谁又等不及
了?(春娃娃)

2、师进行小结：这个故事讲完了，那故事的是名字叫什么
呢?(四季妈妈的四个娃娃)四季妈妈有几个孩子呀?!..教案网
出处!哪四个孩子?(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他们是怎么样
出来玩的呢?(一个一个出来玩，并且是按着一定的顺序出来
玩的)

3、利用故事视频让幼儿完整地欣赏一遍故事



师：刚才我们大家一起分段将听了故事，现在我们一起来完
整的将故事欣赏一遍。(播放视频)

三、幼儿理解并讲述四季的顺序及特征。

1、运用游戏强调四季的顺序：

师：我们已经完整的看过一遍故事了，那小朋友谁来告诉我
四季的顺序呢?(春、夏、秋、冬)。那我们来做个小游戏，来
考考你们能不能帮助四季妈妈给四季娃娃正确的排好队呢?要
是排对了是有奖励的，而且还要遵守游戏规则的小朋友。

运用小游戏的方式进行教学。让幼儿闭上眼，老师将四个娃
娃打乱次序后，让幼儿睁开看看并给予纠正。

2、引导幼儿自己讲述四季的特征：

师：秋天呢?(幼儿讲述)——小结：秋天果实累累、树叶飞舞，
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师：最后是冬天了，有哪位小朋友来说说? (幼儿讲述)——
小结： 冬天雪花飘飘，是一个寒冷的季节。

师小结：原来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每个季节都
有自己的秘密。春天是一个温暖的季节;夏天是一个炎热的季
节;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冬天是一个寒冷的季节。

3、游戏《我来说，你来猜》，加深幼儿对四季特征的理解。

四季娃娃觉得小朋友们真棒，他们还想和小朋友做游戏，你
们想不想呢?他们最想和安静、坐好、举手回答问题的小朋友
来做游戏了。

“柳树发芽了，小燕子飞回来了。”(春娃娃)



“北风呼呼的吹着，好冷呀，我要穿棉衣去。”(冬娃娃)

“天气好热呀，我要吃雪糕。”(夏娃娃)

“小树叶都发黄了，风一吹树叶就像是跳舞一样。”(秋娃
娃)

“我今天和小朋友堆了一个好大好大的雪人呀!”(冬娃娃)

师小结：每个季节都有它的美丽，我们小朋友要用自己雪亮
的小眼睛仔细的观察，找到这些美丽。

四、延伸活动：寻找春天。

师：今天小朋友表现的真是太棒了，可是老师这里还有一个
任务需要小朋友来完成，那就是请小朋友到户外去找一找，
春天里你还看到了什么?用笔画下来然后给大家讲一讲，看看
谁找到的景色最多，最好。

附：故事

故事：四季妈妈的四个娃娃

四季妈妈有四个娃娃，他们的名字叫：春天、夏天、秋天、
冬天。四季妈妈说：“你们不能一起出去，要一个一个出去
玩。”

春天娃娃第一个出去玩。他一出门就喊来了春风姐姐、春雨
妹妹。他们一边玩，一边喊：“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小
朋友看见春天娃娃，脱掉棉衣跑出来，绿绿的树叶也从树枝
上钻出来，春雨“淅沥淅沥”地唱着歌。大家和春天娃娃在
一起玩，玩得好开心哟。

夏天娃娃急着出来玩。他一出来，春天娃娃就躲起来了。夏
天娃娃领着火辣辣的太阳公公到处找春天娃娃。找到池塘里，



池塘的小鱼热得钻到水下面去;找到树林里，树叶热得卷起来。
小朋友一个个热得好难受，他们说：“春天娃娃早就回去啦。
”夏天娃娃说：“还有谁知道春天娃娃回家去了?”知了喊起
来：“知道，知道，我们知道他回家去了。”

四季妈妈看见大家热得难受，就喊夏天娃娃回家去，让秋天
娃娃出来玩。秋天娃娃带来了凉凉的秋风。小朋友们
说：“好凉快呀，好凉快呀。”秋天娃娃来到果园，苹果露
出红红的笑脸，梨子露出黄黄的笑脸。秋天娃娃来到庄稼里，
庄稼笑得弯了腰。树上的叶子呢，象小鸟一样飞下来，和秋
天娃娃跳舞。

冬天娃娃等了那么长时间，该他出来玩了。冬天娃娃和北风
爷爷、雪爷爷是好朋友。她以出来，北风爷爷和雪爷爷就赶
来了。北风爷爷玩着、玩着，就累了，“呼——呼”地喘大
气。雪爷爷玩累了，让小雪花下来配冬天娃娃。玩着，玩着，
就该过年了。冬天娃娃和小朋友一起堆雪人，放鞭炮，吃饺
子，热热闹闹地过新年。

过完年，冬天娃娃还不回家。春天娃娃等不及，急着出来玩
了。

活动反思

活动中我是逐段讲述、分析的`，四个不同的季节采用不同的
方法，先听再问，边看边讲，边讲边玩。

结合图片分段讲故事内容，故事的生动描述将四季更替这一
较为抽象的现象以拟人化的方法加以讲述，把四季描述为四
个娃娃，我每讲到一个娃娃出去玩时，注重引导幼儿说出他
和谁一起玩?玩的时候出现了什么变化?主要是让幼儿根据故
事的内容来讲述四季变化的特征。为了让幼儿将四季特征和
更替顺序这一较抽象的现象进一步的认识，我给幼儿设计游
戏、问答环节让幼儿进一步了解四季特征和四季的交替顺序，



并能运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四季的特征。

从这次的活动中让幼儿仔细去欣赏，游戏，听，了解内容。
通过这样的方式，孩子的兴趣提高了很多，都能够发现一些
密秘所在。通过这次的学习，小朋友对于春夏秋冬四季有了
一些了解，他们对四季娃娃的情况都很感兴趣，同时小朋友
也发现四季是不能交换的，同样也是不能够同时出现的，通
过这次认真地学习小朋友都对于这个内容有了更加多的了解。
特别是通过分段学习，幼儿更好地理解了内容，知道了季节
宝宝之间是不可能找到对方的，也发现了每个不同的季节宝
宝来到时带来的不同的变化，这样一来小朋友都学得开心，
学得快乐，并解决了他们的一些疑惑，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此活动中让幼儿沉浸到四季的情景之中。幼儿根据自己已有
的经验，通过自己讲述和游戏，让孩子进一步认识了解了四
季特征的基础上，体会四季不同的美，激发幼儿热爱大自然
的美好情感。

但是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在引导幼儿讲述四季特征
的时候，幼儿在讲不出来的时，可以利用提前布置的四季区
域来引导幼儿多多描述四季。

妈妈的小帮手分类教学反思篇五

语言活动

妈妈的小帮手

各位评委、老师你们好！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大班的语言活动
《妈妈的小帮手》这节说课我分为八部分：

一、设计意图

语言领域的纲要中提出，语言是幼儿表达思想进行交际的工



具，培养幼儿倾听、表达的能力。

现在的孩子都是小公主、小少爷，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不知父母的不易和辛苦。因此，我设计了《妈妈的小帮手》
这一课，让幼儿学会帮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当妈妈的
好帮手，从小养成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二、活动目标

1、理解儿歌的内容，感受妈妈的辛苦、伟大。

2、由衷的表达对妈妈的感谢并力争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三、活动的重、难点

重点：教育幼儿关心、爱自己的家人。难点：主动为父母做
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四、活动准备：教学挂图、光碟、vcd和电视机。

五、活动流程

2、平时在家里，你会做哪些事情呢？你觉得做什么事情好呢？
（通过幼儿说一说，培养了幼儿的表达能力）。

3、出示教学挂图，让幼儿观看并说出挂图内容，让幼儿看一
看，说一说，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

4、教幼儿学习儿歌（培养幼儿朗读的习惯）。

六、引导幼儿参与讨论

教师：家里的家务活谁做得最多？家务做的很多是什么感觉？
你觉得妈妈辛苦吗？为什么？



妈妈每天在家里做这么多的家务是不是很累？ 我们是不是要
帮辛苦的妈妈分担一些家务？请大家想一想怎样帮妈妈分担
家务？让幼儿各抒已见，怎样才能当妈妈的好帮手。

本环节加深培养幼儿的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使幼儿认
识到父母的辛苦和伟大，从小养成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七、活动延伸

当妈妈的小帮手，分担家务之后，有股小小的成就感，意识
到自己长大了，虽然小小年纪，但自己的双手也可以干很多
事情。

八、成果与反思

这节课让幼儿渐进明白，理解妈妈的辛劳和付出，家长备感
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