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变大变小活动反思总结(模板5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怎样写总结
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总结应该怎么写呢？这里给大家分享
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小班变大变小活动反思总结篇一

1、学习玩小鱼吐泡泡的游戏，发现点点由小到大的变化

2、通过观察颜料滴在不同材料上的痕迹逐渐变大的过程，感
受点的大小。

3、体验在不同材料上作画的乐趣。

1、小鱼胸饰一个，小勺或塑料滴管人手一个。

2、每组三种颜色的`水彩颜料，一组宣纸，一组白色的棉布。

教师要注意水和颜料的比例，是颜料在宣纸和棉布上晕染的
效果易凸显。如果没有水彩颜燎也可以用水粉代替，加入的
水要多一些。给幼儿的颜料最好用色彩鲜艳、搭配协调的对
比色。

1、教师以“鱼妈妈”的角色变魔术，出示勺子，引发幼儿的
好奇。

教师：小鱼宝宝们，今天妈妈要给你们变个魔术。看!妈妈变
出的是什么呀?

2、教师用小勺子舀颜料，将颜料倒在纸上的过程融人故事情
境中，边讲边演示。



教师：妈妈看见小池塘变得这么漂亮，真高兴!游游游，喝口
水，吐泡泡。

要点提示

教师在演示时，语言和相应的动作要结合起来。如，喝一口
水——舀颜料，吐泡泡——

把颜料倒在纸上。教师用有节奏的语言讲述，语气突出，语
速放慢，引起幼儿对操作方法的关注，便于学习和掌握。

3.鼓励幼儿大胆猜测“鱼妈妈吹的泡泡”在纸上的变化。

教师：请你们猜一猜，鱼妈妈吹出来的小泡泡会有什么变化
呢?

4、幼儿扮演鱼宝宝玩“吹泡泡”的游戏，感受点点由小到大
的变化。

(1)教师帮助幼儿回忆鱼妈妈吹泡泡的方法。

(2)幼儿进行操作，玩“鱼宝宝”吹泡泡的游戏。

(3)幼儿操作的过程中，教师用惊讶的语气引导幼儿观察颜料
滴在画面上的变化，发现并说出泡泡变大了。

教师：鱼宝宝你们看，泡泡怎么啦?再吹一些泡泡试一试，看
看会有什么变化。

5、欣赏、想象“鱼宝宝”吹出的泡泡。

教师：鱼宝宝们吹出的泡泡有什么不一样呀?像什么?



小班变大变小活动反思总结篇二

1、初步感知一些物体的可变性。

2、体验“变大”或“变小”带来的快乐。

实物：气球(与幼儿人数相等)、木耳、茶叶、胖大海、扇子、
手工、纸毛巾;ppt课件。

导入：小朋友，看看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什么礼物?(巴拉魔
仙棒)请魔仙棒带我们到魔仙城堡。

第二部分：经验提升：什么东西会变大或变小?

4、魔仙城堡里除了气球能够变大变小，还有好多东西能够变
大变小。下面我们一起来变一变吧!

出示：木耳、茶叶、胖大海(加入水)——变大;

雨伞、被子、纸(折叠)——变小。

5、提问讨论：你知道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东西会变大变小
呢?(教师引导幼儿讨论)

教师小结：原来在我们周围有这么多的东西会变化，只要小
朋友在日常生活中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我们身边还有很多
东西都是会变化的。

第三部分：利用游戏让幼儿充分体验自己身体或身体某部
分“变大”或“变小”的快乐。

6、你们想变吗?可是我们哪儿能变呢?(身体、眼睛、手、嘴
巴等)



7、和魔仙棒一起游戏：变大变小。

第四部分：延伸活动

8、现在我们就拿着魔仙棒用睁得的大大的眼睛到院子里去发
现更多的能变大变小的东西吧!

在整个活动中，我追求一种“宽松、自然、科学、愉快”的
活动氛围，让孩子在与合作中成长，在分享中体验快乐，在
成长中拥有自信。这是我在进行科学教育活动的忠旨。孩子
们在活动中体验出来的.快乐超出我的想象，连平时最不愿意
动手的小朋友都在那忙的不亦乐乎，看来我们应该注重直接
感知，亲身体验，和实际操作来进行科学学习，比为了追求
知识的掌握去灌输和强化训练要效果要好的多。

小班变大变小活动反思总结篇三

1.观察充气过程,感受物体充气前后的大小变化。

2.能用动作表现物体充气前后的大小变化。

重点：观察充气过程,感受物体充气前后的大小变化。

难点：能用动作表现物体充气前后的大小变化。

1.气球、塑料袋、游泳圈、篮球、花皮球、车载充气枕头等
充气物品及打气工具。

2.音乐《变大变小》、课件。

3.经验准备：寻找身边充气能变大的物体，有吹气球的经验。

1.出示充气和未充气的两个气球，引起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教师出示充气和未充气的两个气球,引导幼儿观察这两个气球
的不同。

小结:这两个气球一个大大的、胖胖的；一个小小的、瘦瘦的。

2.幼儿尝试给气球充气，初步感受气球充气前后的大小变化。

（1）设疑：如何把小气球变成大气球？请幼儿上前尝试，引
导幼儿观察气球充气过程的变化。

小结:如果向气球吹气，“呼——”,气球就会变大,但是吹的
气太多，气球就会爆炸,会有受伤的.危险。

（2）给气球漏气，引导幼儿观察气球漏气过程的变化。

小结:如果给气球漏气，发出“哧”的声音，气球就会变小。

3.幼儿尝试给充气物品充气，进一步感知充气物体在充气前
后的变化。

（1）提问：除了气球，还有什么物体充气会变大？

（2）出示漏气的充气物体并提问：充气物体怎么了?这样小
朋友还能不能玩了？如果要玩应该怎么办？引导幼儿想办法
并大胆表述自己的方法。

（3）介绍充气工具，播放音乐，幼儿尝试合作充气。

幼儿操作前，教师提要求：请小朋友仔细观察充气物体在充
气前后的变化，一会儿结束后说一说你是用什么办法给它充
气的，充气物体有什么变化。

小结：我们给这些充气物体充气，它们都会变大大的、变鼓
鼓的。4.游戏“变成一只大气球”，引导幼儿用动作表现气
球充气前后的大小变化。



(1)创设教师变魔法将幼儿变成小小的气球，教师变成充气筒
给气球充气，幼儿用肢体动作表现气球渐渐变大的样子。

(2)幼儿手牵手拉个圆圈，合作表现气球逐渐变大、漏气、越
来越小及破掉的情形。

(3)引导幼儿随着音乐变一变。随着越来越强的音乐表现气球
逐渐膨胀，随着音乐减弱表现气球越来越小的情形。

延伸活动：

1.欣赏生活中的充气物体，感受充气物体给人们生活带来的
快乐和方便。

2.提供相关学习资源，鼓励幼儿尝试用身体其它部位（如嘴
巴、手）来表现变大变小的形象，增加活动乐趣。

小班变大变小活动反思总结篇四

1、知道生活中有许多东西可变大变小。

2、感受音乐高度和强度的不同，用肢体动作表现事物的大和
小。

3、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1、理解事物变大变小的过程。

2、音乐和动作的.协调能力

1、一段能表现音乐高度和强度不同的音乐



2、大米、爆米花、气球。

一、说一说：什么东西大？什么东西小？

1、教师：你觉得什么东西大？什么东西小？

2、教师：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大变小？

二、感受音乐，用动作表现大和小

1、教师出示气球。

2、教师操作，幼儿观察。

3、师：如果你是一个气球，你会怎么变？请个别幼儿当“气
球”，教师和其他幼儿共同为他“打气”“放气”。幼儿尝
试用身体动作表现气球变大变小。

4、倾听音乐，区分不同的音乐高度和音乐强度。

教师：现在我们配上音乐来为气球充气，听一听哪一段音乐
是在为气球打气，让它变大，哪一段音乐又是在让气球漏气，
越变越小。

5、幼儿两两合作，根据音乐表现气球变大变小。

三、玩玩尝尝，在游戏中感受大和小

1、教师出示大米粒。

教师：这是什么？看上去怎样？（小小的，白白的）它会变
大吗？知道它变大叫什么吗？（教师出示爆米花）

2、幼儿讨论：大米是怎样变成爆米花的？



3、游戏：爆米花

幼儿扮演一粒小小的大米，用身体动作表现撒上油、糖、奶
油，放进爆米花机器中旋转加热，噼噼啪啪成为爆米花。幼
儿品尝爆米花。

教师投放各类可变大变小的游戏材料，幼儿按兴趣进行选择。
如：气球、拉花、橡皮筋等。

我准备的教具是幼儿常玩的气球、常吃的爆米花，老师一出
示幼儿的学习兴趣很高。我抓住了幼儿边玩边学的特点，配
上音乐让幼儿用肢体动作感受气球变大变小的过程，能实现
活动的目标。不足之处是音乐和动作配合得不是很好，这需
要多次训练才行。

小班变大变小活动反思总结篇五

1．感知物体的可变性，体验"变大"或"变小"带来的快乐。

2．体验想象的乐趣，大胆表达自己"变小"或"变大"的愿望。

没吹气的气球(与幼儿人数相等)、气球、木耳、雨伞、胖大
海、扇子，课件

导入：小朋友，看看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什么好玩的玩具了？
（出示没吹的气球）

第一部分：让孩子体验气球变化带来的快乐。

1．你们想玩吗？你能让气球变大吗？（每人一个气球试一试）

2．小朋友使劲往气球里吹气，气球会变大。有的小朋友力气
太小，没能让气球变大，怎么办呢？除了用嘴吹以外，谁还
能想个别的办法让气球变大？（往气球里面充水、用打气筒



往里面打气等)

第二部分：经验提升：什么东西会变大或变小？

4．除了气球能够变大变小，你还知道哪些东西能够变大变小？
下面我们一起来变个魔术吧！

出示：木耳、茶叶、胖大海（加入水）--变大；

雨伞、被子、纸（折叠）--变小。

教师小结：原来在我们周围有这么多的东西会变化，只要小
朋友在日常生活中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我们身边还有很多
东西都是会变化的。

第三部分：利用故事激发幼儿的想象，大胆表达自己"变大"
或"变小"的愿望。

5．你们相变吗？当你变成很小很小的小人的.时候，你会做
些什么事情呢？幼儿发挥想象，自由发表意见。

6．有一个小朋友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一个很小的小人，
我们看一看他的想法和你们一样吗？（播放课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