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科学有趣的分类教学反思(汇
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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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大班科学有趣的分类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整个教学过程始终体现着以学生为主体的宗旨，让学生
选色彩、讲故事，画形状，激起学生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创
造欲，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美术实践活动中，学生手下生辉，
妙语连珠，将自己心中美好的愿望用美术形式表现出来，并
形成完整的故事讲述出来，不仅体现了他们对色彩、形状、
线条的感悟能力，而且锻炼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这种形
式给学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想象发展空间。短短的40分钟里，
他们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分析、学会了判断，而且身心得到
了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升华。在执教本课的时候，课前准备时
我就什么是添画给了学生一些提示，所以在教学中我将重点
放在的添画的方法和步骤的学习上。在完成的作业中，有的
学生无论是添加的画，还是想像中的画都充满了想像力，但
也有的同学画的过于简单。怎样引导学生画出他们想画的画，
他们头脑中的形象怎样更好的在画面中展现，是我今后要努
力的方向。

实践表明，学生的欣赏、讨论、动手实践，不仅调动了学生
的学习的积极性，而且减轻了学习难度；能够提高学生内在
的感受能力，发展学生的美术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
力，为培养学生较高的美术素质和学好美术打下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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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科学有趣的分类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对制作动物面具的兴趣，体验参与化妆舞会的快
乐。

2、通过欣赏，发展幼儿的创造力、动手能力以及对音乐的表
现力。

3、乐意大胆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

4、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活动准备：

1、知识准备：了解各种小动物的脸部基本特。

2、物质准备：（1）范例面具，现成的卡通面具，录音机
及“动物狂欢节”音乐磁带、课件、教杆。（2）白板、胶带、



纸盘、废旧物品（皱纹纸毛发、毛线、彩纸、亮片、钮扣、
鸡毛等）。

3、重点分析：启发幼儿运用多种装饰方法借助废旧材料制作
动物面具。

难点分析：引导幼儿抓住动物的主要特征进行创造性表现。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利用玩具面具，引起兴趣“小朋友，咱们来玩个“变变
变”游戏好不好？“咕噜咕噜变，变个小鸟飞呀飞；咕噜咕
噜变，变个玩具是什么？它们怎么玩？奥，戴在脸上的就叫
面具。你知道这些面具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2、利用课件了解面具：“其实面具是一种民间艺术，已经在
民间流传了很久很久。人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出了
许许多多色彩鲜艳、夸张有趣的面具，在庆祝自己节日尤其
是万圣节、圣诞节的时候为了营造狂欢的气氛，人们就戴上
面具办起了化妆舞会。神秘夸张的面具、热情奔放的舞蹈把
节日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你们看，这些带着面具跳舞的人们
快不快乐？那你们想不想参加这样热闹的化妆舞会？那咱们
就来作动物面具，扮演小动物，开一个化妆舞会，你们说好
不好？”

二、展开

2、示范制作公鸡的面具（白板上）：“齐老师给你们做个大
公鸡，快想一下应该表现它的什么特征？红色的鸡冠，什么
材料作的？把双面胶撕下来，将撕下来的纸片放进筐里；尖
尖的嘴巴，这是用什么材料？漂亮的大尾巴，插上鸡毛，用
一道双面胶把他们都粘住，喔喔喔——一个漂亮的大公鸡面



具就做好了，漂亮吗？你想不想做？你还喜欢做什么动物面
具？小朋友的想法可真好，那咱们就来比一比，看谁做的动
物面最有趣，最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好不好？开始做吧！”

3、幼儿制作，教师巡回指导：鼓励幼儿互相交流、帮助。

4、欣赏、评价。

“小朋友快来看，这个小朋友作的面具多漂亮呀！你能大声
地给小朋友介绍一下你做的是什么面具吗？“教案来自：屈；
老师教；案网。”你们都做好了吗？快戴上面具站到前面来，
让大家看谁做的最有趣？你做的什么？谁还做的是公鸡？大
公鸡快喔喔啼！谁还做的是老虎？快学一学老虎？你和小伙
伴之间互相说一说。”

5、化妆舞会：

（1）欣赏教师舞蹈：“好，下面我请小朋友分别去拿一样乐
器，站到线上。准备好了吗？我宣布动物化妆舞会现在开始！
谁先出场呢？小朋友数到十，看看是谁先出场？（教师化妆
孔雀出场）你想不想看小孔雀怎么跳舞？小朋友跟着音乐伴
奏好不好？（教师舞蹈“孔雀舞”）“小朋友再数5下，看下
一个出场的是谁？”（教师舞蹈“狮王”）

（2）“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好，所有的小动物们找一个舞
伴跳起来吧！——拉起手来，围成一个大圆圈跳起来——搭
起肩膀跳舞！”

三、延伸：

“小朋友，你们开不开心？我们出去邀请更多的小朋友来参
加好不好？“在《兔子舞》音乐中狂欢舞蹈结束。

活动反思：



艺术活动是一种情感创造性的活动，在整个过程中，我一切
从孩子的兴趣和需要出发，给他们一个想象的空间、一个操
作的平台、一个创造的契机。我为孩子们准备的所有材料都
是适合多样性选择和探索的，丰富多样的材料给孩子们的创
造活动带来无限的想象与乐趣，孩子们也极富创意，比如一
个孩子用化妆品瓶子做小猪拱起的鼻子，既稚拙可爱又生动
形象。在这次活动中，孩子们享受创造和表现快乐。

本次活动，孩子们很感兴趣，参与的积极性较高，都想亲手
制作动物面具，只是个别孩子的操作能力较差，在同伴和老
师的帮助下方才制作好面具。

大班科学有趣的分类教学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通过剪剪贴贴活动让幼儿初步理解二等分。

培养幼儿的欣赏能力。

激发幼儿感受不同的'艺术美，体验剪贴的乐趣。

活动准备：

各种形式的手工纸（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圆形）。剪
刀、胶水。

活动过程：

一、引起活动兴趣：

1、老师这里有各种形式的手工纸，谁能把它分成两张一样大
小的纸？（幼儿自由操作）



2、分享交流：

（1）互相介绍交流各种各样的方法？

（2）怎么知道它们是两张一样大小的纸？（比一比）

3、黑板上有一些图，找找哪些图形是二等分的，哪些图形不
是二等分？为什么？

二、联系生活进一步理解“二等分”：

1、平时还有什么时候需要二等分？

2、找一找教室里有没有二等分的东西？（窗、门等）

三、剪剪贴贴有趣的画：

老师这里还有许多各种图形的手工纸，请小朋友把它进行二
等分贴成有趣的图，好吗？

大班科学有趣的分类教学反思篇四

目标：

1、幼儿在动手操作中，学习分辨生、熟鸡蛋的几种方法。

2、发展幼儿的观察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准备：

1、人手一托盘，盘内有一小筐（筐内有两个鸡蛋），一只小
碗，一条小毛巾。

2、活动室：清水、软垫、手电筒、暗箱，电火锅。



过程：

2、请幼儿动手操作。（把熟鸡蛋贴上红花）幼儿端着混在一
起的小筐鸡蛋，利用手电筒、软垫、清水等材料，自由探索
分辨生、熟鸡蛋的不同方法。教师注意观察幼儿的操作活动
进行个别指导。

3、教师引导幼儿说出自己的操作后得出的结论。

教师请幼儿介绍哪一个是生的，哪一个是熟的，是用什么方
法分辨出来的。并当场敲破鸡蛋检验生、熟鸡蛋，帮助幼儿
归纳出生熟鸡蛋。

4、共享鸡蛋。

一个老师带一半幼儿把自己分辨出来的熟鸡蛋剥壳，一个老
师带一半幼儿把分辨出来的生鸡蛋煎炒，与大家共同品尝。

反思：

这个活动来自幼儿的生活，鸡蛋是幼儿在活动中最常见的东
西，活动开始让孩子们分辨熟鸡蛋和生鸡蛋，他们露出茫然
和好奇的表情。请幼儿说说能用什么方法在不敲破蛋壳的情
况下分辨出生鸡蛋和熟鸡蛋？孩子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
猜测：有的说根据颜色的.深浅来分辨；有的说用摇的办法来
分辨；有的说在地上滚来分辨；有的说根据轻重来分辨；有
的说用转的方法来分辨。（幼儿积极主动参与，表现出浓厚
的探索兴趣。）孩子们开始操作尝试。（在这操作过程中，
我发现幼儿不知道怎样来拿鸡蛋玩，生鸡蛋破了好几个。）
我请幼儿回到座位，对他们说：鸡蛋宝宝还有话要对你们说。
我模仿鸡蛋宝宝孩子们提出要求玩鸡蛋时要轻拿轻放，并示
范。有了这个要求，在操作时幼儿都小心翼翼地玩。在孩子
们探索中，我重点观察、引导孩子用手电筒来分辨。（在操
作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对手电筒很感兴趣，在桌子上玩起手



电筒。可能在生活中孩子们没有用光来分辨东西的经验，我
自己就拿着手电筒在暗箱里操作，嘴巴轻轻地说：分出来了，
我知道熟鸡蛋和生鸡蛋。拿着手电筒玩的孩子被我吸引过来，
我趁机引导他们怎样用手电筒来分辨生鸡蛋和熟鸡蛋。孩子
们津津乐道的玩起来。）孩子们在交流共享经验时，对自己
手里的两个鸡蛋又混淆不清。（引导孩子怎样来解决这个问
题，经过商量讨论，一致通过在熟鸡蛋上做标记。）再次操
作并提出尝试用别的方法来分辨，我不断提醒幼儿分辨好了
贴上标记。（能力强的孩子很快就就分辨好了，我就请他帮
助能力弱的孩子或者再去尝试其他方法，或让他们找个朋友
先交流。）请幼儿介绍哪一个是生的，哪一个是熟的，是用
什么方法分辨出来的。并当场敲破鸡蛋检验生、熟鸡蛋，我
帮助幼儿及时归纳出生熟鸡蛋的分辨方法。同时和孩子一起
来动手剥鸡蛋，煎鸡蛋，共同品尝鸡蛋。这里是这个活动的
高潮，让孩子体验享受劳动的成果和快乐。

这个活动给了我一点启示，科学活动一定要把握好每个坏节，
并要注重活动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在设计活动时要多考虑
孩子的年龄特点。

教学反思：

在实际活动中，孩子们因为第一次动手摆弄鸡蛋，因此他们
会觉得很新奇。让孩子在观察鸡蛋的时候，了解鸡蛋的外形，
丰富孩子有关鸡蛋的感性知识；并能在活动中乐意讲述自己
的发现，与同伴们分享感受的经验。活动中让孩子们动手摆
弄、观察鸡蛋的外形（蛋壳的颜色、鸡蛋的形状），同桌孩
子的鸡蛋进行比较它们的大小；讲讲自己的发现。通过生、
熟鸡蛋的比较，进一步让孩子们了解鸡蛋的内部结构。通过
自己的动手摆弄、观察，第一次亲手敲开了鸡蛋，得到了有
关鸡蛋的感性认识。并根据孩子们在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及时
地进行有利地利用，使孩子们轻松地得到了经验，并更进一
步激发了孩子们探究周围熟悉事物的情感。此次活动教学目
标已基本达成。



大班科学有趣的分类教学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复习用几何图形拼画、描画的基本方法。

2、根据主体物的不同，添画不同辅助物，形成情节和场面。

3、通过操作活动，培养尝试精神，发展想像力。

活动准备

1、各类几何图形。

2、水彩笔、蜡笔、纸。

3、投影机、覆盖片、泡沫板。

活动过程

一、复习描画的基本方法

师：小朋友已经学过了描画，请告诉老师什么叫描画，请一
个小朋友上台描画，其他幼儿观察描画是否正确。要求沿着
几何图形轮廓线描，手不能移动。

二、欣赏投影片，开阔思路，学习添画方法

2、欣赏老师的添画。

内容：

a、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b、大树被锯倒，小鸟没有家了。



c、在地球上架起一座通向月球的桥梁，到月球上去旅行。

三、交代要求，幼儿绘画

师：今天我们也来描图形添画，看谁拼的画和别人不一样，
添的画也和别人不一样。

幼儿绘画:教师指导幼儿拼画、描画，鼓励幼儿大胆添画，表
现自己的意愿和有关情节，协助幼儿克服各人绘画中的难点。

四、讲评

1、幼儿讲评。

提问：

a、你认为哪张画描画得非常准确?

b、你认为哪张画内容独特?

c、你认为哪张画还需要修改，怎样改?

2、教师讲评。

发现重叠拼画的方法，请用重叠拼画方法的小朋友上台介绍
自己的方法。

活动反思

在活动的'操作环节我们为幼儿提供了充足的时间、空间。改
变以往的教学方式，而且鼓励幼儿更多的尝试。体验不同的
教学策略，使幼儿更积极更关注自我实践获得的过程。鼓励
他们动脑用各种材料制作实现自己的目的，对于中等水平的
幼儿，我启发引导他们添画出简单的作品，而相对能力弱的



幼儿降低难度，让他们添画点简单的，主要激发他们参与活
动的兴趣、这样有利于教师对幼儿的观察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