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平等待人教案 尊重教学反思(优
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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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水果教学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1、引导学生认识红颜色。

2、通过涂色，感知色彩;体验美术活动的乐趣。

3、培养学生大胆作画，动手能力。

活动准备：彩笔，红苹果一个，苹果铅画纸无数张。卡片苹
果树画。

活动过程：出示苹果树画。

引出活动：小朋友，秋天到了，果园的果树上都结出了香香
的果实，梨树上挂满了梨，葡萄架上挂满了串串葡萄，可唯
有苹果树上的苹果长的不漂亮，它听说我们小班的小朋友都
可聪明了，可以让苹果树上的苹果变的漂亮。

二：老师做示范给苹果涂颜色;要求学生在涂色时由上往下涂，
也可以从左往右涂色。

三：给学生发苹果铅纸画和红彩笔，引导学生自己动手给苹
果涂颜色。(老师指导学生)



结束部分：小朋友们，你们的苹果画好了吗?画好了的苹果，
老师把它贴在苹果树上，比一比，看一看自己的苹果到底漂
不漂亮。(作品展示)

洗水果教学反思篇二

这些天，不时地看到菜市场卖草莓的多了起来。我的心痒痒
的，一直想去摘草莓。昨天下午，虽然下着蒙蒙的细雨，但
爸爸妈妈还是为了满足我的愿望，开车带我到孟津摘草莓。

一路上也顾不得观赏路边的风景，很快我们就到了孟津草莓
基地。我高兴得又蹦又跳，走进去一看出售的草莓，不由得
感叹道：“哇，好大好红啊!”只见草莓又大又红，上面还有
绿油油的叶瓣。草莓的“脸”上还有不少黑黑的麻子，在红
色底色的衬托下，更显可爱。我心中，早已暗想着吃草莓的
滋味，真是口水流下三千尺。卖草莓的叔叔还让我吃了几颗，
我一吃，真是香甜多汁，比喝草莓饮料感觉好多了。我摘草
莓的心情更强烈了，征得爸爸妈妈的同意，我要亲自去尝试
摘草莓。

过了一会儿，一位叔叔带我走进了一个巨大的大棚。走进大
棚后，我定睛一瞧，可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么多草
莓？”原来草莓都是一丛一丛的，每一丛都有三四颗。走进
了仔细一瞧，竟然还有一些聪明的草莓躲在绿油油的叶子中，
如果不是扒开叶子，就发现不了它们。我蹲在一丛草莓旁边，
开始观察草莓。草莓都很漂亮，有的瘦小；有的庞大。看那
颗草莓，可真有“块”，就跟小苹果差不了多少。还有这颗
草莓，真是小巧玲珑，只有大拇指大小。

再瞧，这颗草莓一定是游侠，红扑扑的脸蛋，“健壮”的身
体，看起来十分凶猛。还有两颗黑黑的“眼睛”，仿佛在看
着我说：“选我吧，我可是非常好吃的哦。”我一看，毫不
犹豫地选中了它，轻轻地带着叶瓣摘了下来，如获珍宝地放
在了手上，视为掌上明珠。这颗草莓可能是小孩子，又青又



小，挂在茎上，如同奇特的流星锤。还有这颗草莓，简直就
是炸弹。这颗草莓跟人的手一样，上面有五个突起的地方，
十分奇特……我在草莓的王国中尽情的欣赏着，发现满意的`
目标就摘下来。

我挑了一颗又红又大的草莓放到嘴里一尝，比外面卖的好吃
多了。不知是因为新鲜，还是因为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吃这
简直太香甜了。我在草莓从中，跑来跑去，寻找着“目标”，
把时间全然忘到脑后。抱着“宁缺毋滥”的想法，我过了很
久才摘到了一大把草莓。这一大把草莓不外都是个大鲜红，
呈锥子型，而且十分新鲜。

我看着这些成果，开心极了!心说：“这次可以大饱口福
了。”就在我玩的正在劲头上时，爸爸突然叫我出来，原来
我们该回去了。临走前，我们还买了很多斤草莓。在回家的
路上，我抱着草莓袋子就是一顿狂吃，直吃得我肚皮圆滚滚，
喝水都喝不下，这才罢休。

摘草莓可真快乐，我期待着下次充满魅力的摘草莓!

洗水果教学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初步学习使用废旧海报进行撕贴创作。

2、通过撕、贴等方法促进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及动手操作
能力。

3、通过活动使学生感受自然、朴实的美，体验成功的喜悦。

活动准备

1、幻灯片-水果



2、画有大树图的画纸(人手一份)、废旧海报若干、胶水、小
毛巾。

活动过程

一、观看幻灯片-水果

1、提问

(1)水果有许多，除了我们看到的之外，你还认识哪些水果?

(2)你最喜欢哪些水果?为什么?

二、观察范画，引起学生兴趣

1、出示画有大树图的范画

2、学生讨论：说说自己看法

3、小结：你们说的都很好，那我们来给大树结出苹果来吧。

三、示范撕贴过程

1、先拿出纸对折后，撕出水果的形状，然后涂上胶水贴在树
上。

(注意贴好水果后把手在小毛巾上擦一擦)

2、教师：水果还可以贴在哪里呢?

四、学生撕贴

学生撕贴、师巡视个别指导。

五、评价作品



1、学生互相欣赏。

2、布置“果树园”

(张贴学生的作品)

洗水果教学反思篇四

上完《香甜的水果》一课，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同学们的
表现和精彩的回答让我激动不已，这节课让同学们有了愉快
的积极的情感体验，拉近了我和同学们的距离，增进了我和
同学们之间的感情，真是获益匪浅。

回顾整个教学过程，课的导入和教学设计相差不大，同学们
在谜语的引导下进入到画水果的环节。此时请同学们发表自
己的想法，怎样用两个椭圆变出一块西瓜，其中一位同学把
过程说得非常清楚，于是我灵机一动，何不让她来示范一下
呢？这位同学不负众望，非常轻松愉快地用两个椭圆变出了
一块西瓜，同学们也因此受到启发，很快就学会了如何画西
瓜，很多同学还有创新，在色彩、瓜子的画法上都很有新意。

接下来葡萄的绘制主要是让同学们掌握椭圆第二种模式的使
用，在具体制作的时候，感觉工具使用起来还不太熟练，对
前景色、背景色的理解和选择有一定的难度，不过经过个别
辅导和强调最后都能掌握。

这节课不管是知识目标、能力目标还是情感目标达成度都比
较好，特别是情感目标，同学们一直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
行学习，有着相当愉快的情感体验。

这节课不足的有以下一些地方：一是自己的语言不够抑扬顿
挫；二是在讲解葡萄的画法时还不够细，对前景色、背景色
的选择强调得还不够。



改进的方法可以如下：针对语言问题，自己要自信，要张扬
一点，放松一点，完全的、忘我的融入课堂教学中。

洗水果教学反思篇五

《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美术教
学应注重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所以在《水果拼盘》美术
教学中，遵循审美的规律，多给学生感悟艺术作品的机会，
引导学生展开想象，进行比较。我没有急于用简单的讲解代
替学生的感悟和认识，而是通过比较、讨论等方法，引导学
生体验、思考、辨别和判断，努力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例
如：引导学生分析魔幻厨房的大师们的色彩特点时，就非常
注重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首先请学生发现每一个拼盘中
利用了那些水果的颜色进行搭配？学生回答：采用红配黄，
红配绿，黄配绿等。进而追问魔幻厨房的大师们喜欢这些色
彩搭配形式的原因，并引导学生从色彩的冷暖，同位色等方
面进行分析，学生们顿时领悟了：原来在日常生活中是有这
么多的色彩知识存在的。在这个探究的过程中，学生不
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他们在基于个人审美
喜好的基础上，超越个人主观色彩，通过理论分析，揭示出
作品的美学价值。

洗水果教学反思篇六

整个教学活动我分为三个部分：

二、引导幼儿编儿歌。我先告诉幼儿接下来我们要根据水果
的颜色来编儿歌。我先说一句：“什么水果红红的?”再让幼
儿回答第二句：“苹果苹果红红的。”告诉幼儿把老师说的
第一句和小朋友说的第二句连起来，儿歌就编好了。接下来
用相同的方法为剩下的三种水果编儿歌。再请幼儿试着把刚
才编的儿歌连起来念一遍。“什么水果红红的，苹果苹果红
红的;什么水果黄黄的，梨子梨子黄黄的;什么水果绿绿的，
西瓜西瓜绿绿的;什么水果紫紫的，葡萄葡萄紫紫的。”



三、游戏。发个每个幼儿不同的水果模型，巩固幼儿刚学的
儿歌。我问幼儿：“什么水果红红的?”拿苹果的幼儿则站起
来说：“苹果苹果红红的。”其它三种水果也用相同的方法
来做游戏。

整个教学活动结束后，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我的引导不够。
幼儿们的积极性很高，在创编过程中，我问：“什么水果红
红的?”幼儿们能够回答出是苹果，但是不能把水果的名称和
颜色完整的说出来。可是我只是强调要把水果的名称说两遍，
再说出颜色才是完整的一句，并没有用一种更直观的方法去
引导幼儿完整的创编儿歌。如果我一手拿一个苹果模型，出
示一个幼儿会说：“苹果。”再出示另一个幼儿会说：“苹
果、”然后让他们说出颜色，儿歌就编的比较完整了。孩子
们也能通过提示准确的说出相对完整的语句来，而且也能让
孩子表达的更清楚，活动效果会好很多。

在游戏过程中，孩子们都非常的积极，我问：“什么水果红
红的?”拿苹果的幼儿都能站起来，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我要
求的那样站起来说：“苹果苹果红红的。”究其原因还是因
为在创编儿歌的过程中，幼儿还未掌握这一句。可见，在教
学活动中正确的引导幼儿是非常重要的。

洗水果教学反思篇七

这是一节诗歌创编活动，它以小朋友们都熟悉的水果为题材，
教师为幼儿提供了必要的材料，通过启发和引导为幼儿创造
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鼓励幼儿大胆清楚地表达
自己的想法和感觉，发展幼儿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活
动目标有两点：

a观察梨子、苹果等水果的颜色，以水果的颜色为题材创编儿
歌。

b乐意在众人面前大胆发言的习惯，学说普通话。



从活动的效果来看，老师创编一种水果儿歌的第一句，幼儿
会创编第二句，比如，老师问“什么水果红红的？”幼儿会
创编出“苹果苹果红红的”。活动效果还是较好，完成了活
动预设的目标。

准备环节我为幼儿准备了苹果、梨子、西瓜等水果的图片
（正面没涂色，反面涂有颜色），还有和这些实物水果。活
动中，我以班里来了几位小客人导入活动。然后出示没有颜
色的苹果、梨子、西瓜等水果图片，让幼儿来观察发现这些
水果都没有颜色，请幼儿来说一说这些水果的颜色，比如幼
儿说“苹果是红色的”，我就会把有颜色的苹果图片翻出来，
以同样的方式幼儿说出了“梨子是黄色的”、“西瓜是绿色
的”，这个环节中幼儿人认识了苹果、梨子、西瓜的颜色分
别为红、黄、绿。活动预设的第一个目标基本上达到了。

在创编儿歌《水果歌》环节中，我用图谱的形式让幼儿来创
编儿歌，成效很好。我先出示“？”图片问“什么水果红红
的？”幼儿回答“苹果”，我对幼儿的回答及时补充，并指
着红苹果说“苹果苹果红红的”。然后就请幼儿把创编好的
两句儿歌读一遍，这样幼儿就可以根据模句创编下面的水果
儿歌了了。在给梨子创编时，老师创编第一句“什么水果黄
黄的？”幼儿就创编第二句“梨子梨子黄黄的。”。我又出
示了没有颜色的葡萄，请幼儿来说葡萄的颜色——紫色，并
为葡萄创编儿歌。当给西瓜创编时，我想让幼儿模仿前面的
句式编出：“什么水果绿绿的？西瓜西瓜绿绿的。”幼儿显
得有些困难，给西瓜创编没有成功。我马上又创编第一句，
幼儿还是创编第二句。儿歌创编完以后，请幼儿来完整的阅
读儿歌，为了增加幼儿阅读儿歌的兴趣，我请幼儿用相应的
节奏边拍手边阅读，幼儿阅读的积极性马上被调动起来了。
最后又分组进行了完整说儿歌。在结束活动环节，我为幼儿
准备了和苹果、梨子、西瓜水果让幼儿进行品尝。

不足之处，活动结束幼儿的创编兴趣还很浓厚，有条件的话
应该在准备一些水果图片请幼儿进行大胆创编，拓展幼儿的



学习兴趣。《幼儿园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幼
儿的语言是通过在生活中积极主动地运用而发展起来的，单
靠教师直接的“教”是难以掌握的。教师应充分利用各种机
会，引导幼儿积极运用语言进行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