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活动大手小手的活动反思总
结(通用5篇)

工作学习中一定要善始善终，只有总结才标志工作阶段性完
成或者彻底的终止。通过总结对工作学习进行回顾和分析，
从中找出经验和教训，引出规律性认识，以指导今后工作和
实践活动。相信许多人会觉得总结很难写？以下是小编收集
整理的工作总结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班活动大手小手的活动反思总结篇一

根据教研组的计划，我执教了《小小手》这首符合小班幼儿
学习的以幼儿的生活经验为主，动作体验性强的诗歌，起初
我将目标定位为：

1、在观察图片中理解儿歌内容，并在朗诵诗歌的基础上，学
习仿编诗歌。

2、体验有节奏地念诵儿歌的乐趣。所以活动的一开始我便出
示了很多拍手、拉手、穿衣服、扣纽扣、洗脸、刷牙、梳头、
画画的照片，以图片猜一猜的形式导出活动，让幼儿在此环
节中理解诗歌的主要内容。因为诗歌的内容都源于幼儿的生
活，所以，孩子们很快就进入到我说创设的环境中，并用动
作模仿表演出相应的诗句，然后在幼儿理解照片所表达的意
思之后便将照片作为图谱的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通过图谱
帮助幼儿学习整首诗歌，第二环节中则运用了双响棒的形式
让幼儿的朗诵更加有节奏感，从而体验有节奏朗诵诗歌的乐
趣。第三环节则用游戏变一变的的形式将幼儿创编的诗歌用
照片的形式展现出来，先用部分图片替换诗歌中的.图片，为
幼儿提供一个创编的支架，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撤离支架，
以“你做我猜”的游戏，进行深一层次的仿编。第一次执教
下来发现：通过第一环节的铺垫孩子们很快就理解了整首儿



歌，但是在体验有节奏朗诵时出现了一些困难，活动中双响
棒的运用没有达到预设的效果，孩子们看着图谱虽然能跟着
老师念下去，但是所有的图谱在他们看来还是较为的零散，
还有就是创编的问题，虽然我提供了一个支架，让幼儿依托
这个支架的进行初步的仿编活动，但由于所提供的图片太泛
泛了，而且一开始创编的内容比较多，所以这一环节中幼儿
的表现离预设的目标还有一点的距离。

根据第一次出现的问题，我对活动作了相应的调整：第一环
节中增加了幼儿说说小手会做的事情，让幼儿先回忆已有的
经验，说说小手的本领，为后面的儿歌学习、创编诗歌做铺
垫。第二环节中则将原来的双响棒改成小手有节奏的拍打身
体的各个部位。第三环节适当的降低了创编的难度，重点让
学说xx、xx和xx这一句型。可以说第二次活动幼儿的表现有了
很大程度的改善，但也同样发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如本首动
作体验性强的诗歌可能更适合加重幼儿动作表现，通过教师
肢体语言的引导，让幼儿在行动中理解、记忆整首诗歌，还
有创编时可能创编有连续动作的诗句比较符合现阶段幼儿的
年龄特点等等，我想这些问题还有待更多次的尝试和探索，
在每一次的探索中摸索前进，不断的总结出一些适合幼儿诗
歌学习的经验与方法.

小班活动大手小手的活动反思总结篇二

“大手拉小手”活动反思

大班阶段是幼儿在幼儿园的最后一个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
幼儿的自我意识在逐渐增加，和老师及同伴之间建立了比较
深厚的感情，他们为自己代表幼儿园中的大哥哥大姐姐而感
到自豪，并开始产生关心和爱护弟弟妹妹的意识。

针对幼儿的这些特点，4月20日下午，开展了“大手拉小手，



一起去春游”的活动。由大班的孩子带着小班的孩子一起寻
找春天，说春天。和煦的阳光，愉快的氛围，在和小班弟弟
妹妹一起游戏，一起探索大自然的过程中，大班幼儿在面对
比自己弱小的个体时，每个人的自我意识都被无形的强化，
充分的肯定了自己，敢于展现自己，在帮助弟妹的同时实现
了自我的完善，在提高了自身责任感的同时，自信心得到了
很大的满足。这次的春游游让每个幼儿都获得了很多！“大
手拉小手”给孩子提供了锻炼自己、关爱他人的机会，提高
幼儿的同伴交往能力，促进幼儿全面发展。通过这次活动，
增强了幼儿的体质，锻炼了幼儿的毅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
幼儿的合作意识让幼儿体验到分享带来的快乐。小班的.弟弟
妹妹感受到了哥哥姐姐对自己的关心、爱护，体验到与哥哥
姐姐一起活动的快乐。中大班幼儿在活动中萌发了作为哥哥
姐姐的自豪感，在帮助弟弟妹妹的同时实现了自我的完善，
提高了自身责任感，自信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通过这次活
动我有个新的设想：可以在幼儿园开展了“大手拉小
手”——快乐系列活动。一、让孩子走进居民生活区，师生
一起共同感受和了解了丰富多彩的社区生活。一定会有难忘
的回忆！

1.了解参观了菜市场，使孩子们了解到很多蔬菜的种类及名
称，亲身感知体验在菜场买菜的生活内容。

2.走进新华书店开阔了孩子们的眼界，增长了对图书管理有
关知识的了解。

3.在走进热闹的马路中孩子们不但了解马路上各种各样的车
还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交通安全知识课。

4.走进医院，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首先认识了解病人的
痛苦与毅力。以及医生叔叔勇敢、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同时也让孩子们切身体验到了医生的伟大。

二、每年的九月，通常幼儿园都会在哭闹声中迎来一批新生。



为了帮助小班幼儿更快、更好地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可以
开展了“大手拉小手”系列活动。教师组织大班的哥哥姐姐
们到小班弟弟妹妹中去，结成“一对一”式的好朋友，和他
们说说悄悄话，拉拉手，抱一抱；和他们一起做游戏、唱歌、
跳舞，赠送自制小礼物，并帮助小班老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帮助弟弟妹妹穿衣服、叠被子、分点心等等。我相信
孩子在此活动中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小班活动大手小手的活动反思总结篇三

活动的一开始我便出示了很多拍手、拉手、穿衣服、扣纽扣、
洗脸、刷牙、梳头、画画的照片，以图片猜一猜的形式导出
活动，让幼儿在此环节中理解诗歌的主要内容。因为诗歌的
内容都源于幼儿的生活，所以，孩子们很快就进入到我说创
设的环境中，并用动作模仿表演出相应的诗句，然后在幼儿
理解照片所表达的意思之后便将照片作为图谱的形式呈现在
他们面前，通过图谱帮助幼儿学习整首诗歌，第二环节中则
运用了双响棒的形式让幼儿的朗诵更加有节奏感，从而体验
有节奏朗诵诗歌的乐趣。

第三环节则用游戏变一变的的形式将幼儿创编的诗歌用照片
的形式展现出来，先用部分图片替换诗歌中的图片，为幼儿
提供一个创编的支架，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撤离支架，以“你
做我猜”的游戏，进行深一层次的仿编。第一次执教下来发
现：通过第一环节的铺垫孩子们很快就理解了整首儿歌，但
是在体验有节奏朗诵时出现了一些困难，活动中双响棒的运
用没有达到预设的效果，孩子们看着图谱虽然能跟着老师念
下去，但是所有的.图谱在他们看来还是较为的零散，还有就
是创编的问题，虽然我提供了一个支架，让幼儿依托这个支
架的进行初步的仿编活动，但由于所提供的图片太泛泛了，
而且一开始创编的内容比较多，所以这一环节中幼儿的表现
离预设的目标还有一点的距离。



根据第一次出现的问题，我对活动作了相应的调整：第一环
节中增加了幼儿说说小手会做的事情，让幼儿先回忆已有的
经验，说说小手的本领，为后面的儿歌学习、创编诗歌做铺
垫。第二环节中则将原来的双响棒改成小手有节奏的拍打身
体的各个部位。第三环节适当的降低了创编的难度，重点让
学说xx、xx和xx这一句型。可以说第二次活动幼儿的表现有了
很大程度的改善，但也同样发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如本首动
作体验性强的诗歌可能更适合加重幼儿动作表现，通过教师
肢体语言的引导，让幼儿在行动中理解、记忆整首诗歌，还
有创编时可能创编有连续动作的诗句比较符合现阶段幼儿的
年龄特点等等，我想这些问题还有待更多次的尝试和探索，
在每一次的探索中摸索前进，不断的总结出一些适合幼儿诗
歌学习的经验与方法。

小班活动大手小手的活动反思总结篇四

“小弟弟，这里是哥哥姐姐的教室哦！”伴随着一阵阵热情
的介绍声，走入我们眼帘的是我们大一班和小一班的孩子们。
原来正在开展的是《大手牵小手》的活动，活动中主要是让
孩子们懂得自己长大了，应该学会关心和照顾弟弟妹妹。还
要以热情大方的小主人态度带领弟弟妹妹参观我们的幼儿园，
并进行简单的介绍。

开始的讨论“怎样做哥哥姐姐”，孩子们就各抒己见，诉说
着自己的想法（教他们拍皮球，帮助他们穿衣服，让哭的小
朋友不要哭等等），然后我设置了问题“如果弟弟妹妹在哭
闹怎么办？”、“弟弟妹妹在抢玩具你怎么办？”、“弟弟
妹妹不听话你的话乱跑怎么办？”，小朋友相互讨论，开动
脑筋，想出了很多的办法（给他们吃糖，带他们去玩大型玩
具，给他们讲故事、唱歌等）。我觉得在这两个环节中，充
分发挥了孩子的自主性，由我抛设问题，幼儿通过讨论，诉
说的过程，从而大家相互了解各种方法，同时也为下个实践



活动作好了一个铺垫。

在实践活动这一环节中，由我们班的孩子带领小一班的弟弟
妹妹参观幼儿园，这也是我们本次活动的一个重点。一开始
小班的一些小朋友还有些陌生，不肯和哥哥姐姐拉手，当在
一起以游戏形式火车出发的时候，孩子们都开心地融入进来
了。在参观中，我们班绝大多数孩子都能主动向弟弟妹妹介
绍幼儿园的各个地方，但也有几位小朋友就光顾着拉手了，
没有主动地介绍，当我发现这一情况后，马上进行了引导，
使每位孩子都能成为活动的小主人，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
一路的参观和介绍，听到园内老师的不少赞美话语，这也说
明大班的孩子确实懂事了很多，能力相对而言也强多了。不
断成长中的他们，在感受着，收获着，作为看着他们不断成
长的我们，每当孩子有点滴进步的时候，都会让我们心里激
动不已。本次活动的.时间稍微有点长了，最后我临时加了小
朋友们和弟弟妹妹合影的环节，孩子们经过手拉手后都熟悉
了不少，当相机“咔嚓”声响起的时候，留下的是我们最幸
福的笑。

活动结束后，我也在思考着，其实像这种《大手牵小手》的
活动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它能有效地弥补独生子女缺乏
与不同年龄儿童交往的机会，帮助他们学习社会交往的技能，
以此培养了他们关爱他人的情感。活动中，孩子们也在感受
着自己在成长中的喜悦，体验着作为大班哥哥姐姐的那种自
豪，像这样的活动真好。

小班活动大手小手的活动反思总结篇五



“小弟弟，这里是哥哥姐姐的教室哦！”伴随着一阵阵热情的
介绍声，走入我们眼帘的是我们大一班和小一班的孩子们。原
来正在开展的是《大手牵小手》的活动，活动中主要是让孩子
们懂得自己长大了，应该学会关心和照顾弟弟妹妹。还要以热
情大方的小主人态度带领弟弟妹妹参观我们的幼儿园，并进行
简单的介绍。
开始的讨论“怎样做哥哥姐姐”，孩子们就各抒己见，诉说着
自己的想法（教他们拍皮球，帮助他们穿衣服，让哭的小朋友
不要哭等等），然后我设置了问题“如果弟弟妹妹在哭闹怎么
办？”、“弟弟妹妹在抢玩具你怎么办？”、“弟弟妹妹不听
话你的话乱跑怎么办？”，小朋友相互讨论，开动脑筋，想出
了很多的办法（给他们吃糖，带他们去玩大型玩具，给他们讲
故事、唱歌等）。我觉得在这两个环节中，充分发挥了孩子的
自主性，由我抛设问题，幼儿通过讨论，诉说的过程，从而大
家相互了解各种方法，同时也为下个实践活动作好了一个铺垫。
在实践活动这一环节中，由我们班的孩子带领小一班的弟弟妹
妹参观幼儿园，这也是我们本次活动的一个重点。一开始小班
的一些小朋友还有些陌生，不肯和哥哥姐姐拉手，当在一起以
游戏形式火车出发的'时候，孩子们都开心地融入进来了。在参
观中，我们班绝大多数孩子都能主动向弟弟妹妹介绍幼儿园的
各个地方，但也有几位小朋友就光顾着拉手了，没有主动地介
绍，当我发现这一情况后，马上进行了引导，使每位孩子都能
成为活动的小主人，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一路的参观和介绍，
听到园内老师的不少赞美话语，这也说明大班的孩子确实懂事
了很多，能力相对而言也强多了。不断成长中的他们，在感受
着，收获着，作为看着他们不断成长的我们，每当孩子有点滴
进步的时候，都会让我们心里激动不已。本次活动的时间稍微
有点长了，最后我临时加了小朋友们和弟弟妹妹合影的环节，
孩子们经过手拉手后都熟悉了不少，当相机“咔嚓”声响起的
时候，留下的是我们最幸福的笑。
活动结束后，我也在思考着，其实像这种《大手牵小手》的活
动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它能有效地弥补独生子女缺乏与不
同年龄儿童交往的机会，帮助他们学习社会交往的技能，以此
培养了他们关爱他人的情感。活动中，孩子们也在感受着自己
在成长中的喜悦，体验着作为大班哥哥姐姐的那种自豪，像这
样的活动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