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包饺子活动反思总结(实用5
篇)

总结是对某种工作实施结果的总鉴定和总结论，是对以往工
作实践的一种理性认识。优秀的总结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
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
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中班包饺子活动反思总结篇一

2015年11月30日，阳光永丰幼儿园小二班举行“包饺子”的
亲子活动，也许是因为自己也是老师，我对一些细节比较在
意。曾经有一天，听一位同事对我讲起，由于自己忙于教学，
没时间管儿子，结果孩子的成绩很不好，儿子的老师对她说：
“自己还是老师呢，不要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不知道各位爸爸、妈妈可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当时我的同事
对我说起时，我就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对自己的孩子负责，
不要让自己亏欠了对孩子的爱。可是真正做起来就很难处理
好这些关系，一边是职业职责，一边是为人父母的职责，两
边都很重。而我今天看到我们王园长、吴老师、张老师面对
家庭和工作的抉择，她们的天平又失衡了，各位爸爸、妈妈
你们可曾注意到，今天是星期日，我们想在家里陪孩子，可
她们同样也想要在家里陪孩子，没办法她们只好把自己的孩
子带到了班级，可一到学校，就把孩子抛在一边不管，为我
们忙着准备活动需要的各种材料。到了吃饺子的时候，大家
都已经坐下来开始吃了，而王园长、吴老师、黄老师、张老
师还在忙着张啰给大家盛饺子，大家在教室内吃，而张老师
的儿子却搬个小板凳坐在走廊吃，那一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过我没说，怕扰的大家的兴致。直到大家都散场了，只剩
下三位老师，在打扫满室狼藉，不知道大家有何感想，而直
到那一刻，我才知道吴老师也把女儿带到了学校，各位爸爸，
妈妈，你们注意到了吗，是不是同我一样疏忽。



女儿上幼儿园一晃就三个月了，由于女儿一直比较乖巧，而
老师要忙于照顾其他自理能力较差的`孩子，好像对她也疏于
照顾，女儿不爱吃菜的习惯越来越厉害了，结果就是便秘，
每次大便都要啼哭，让我看了心疼，而心里也不免要责备老
师对女儿照顾太少，这是一个家长的护子之心。

现在想一想，我也是老师，对一些家长的无理取闹的行为也
很反感，那么多孩子，而且是不懂事的玩童，别说让我照顾
三十几个，就这么一个已经让我一个头两个头了，现在的孩
子又宝贝得很，总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一大家子人照顾那么一个，想要挑老师的毛病，那真是太多
了。做为老师，当然希望所有的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对自
理能力差的，希望他们尽快赶上来，也就要多辅导、多帮助、
多鼓励一些，我们家长再吃醋，可让老师怎么活。

中班包饺子活动反思总结篇二

2015年11月30日，阳光永丰幼儿园小二班举行“包饺子”的
亲子活动，也许是因为自己也是老师，我对一些细节比较在
意。曾经有一天，听一位同事对我讲起，由于自己忙于教学，
没时间管儿子，结果孩子的成绩很不好，儿子的老师对她说：
“自己还是老师呢，不要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不知道各位爸爸、妈妈可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当时我的同事
对我说起时，我就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对自己的孩子负责，
不要让自己亏欠了对孩子的爱。可是真正做起来就很难处理
好这些关系，一边是职业职责，一边是为人父母的职责，两
边都很重。而我今天看到我们王园长、吴老师、张老师面对
家庭和工作的抉择，她们的天平又失衡了，各位爸爸、妈妈
你们可曾注意到，今天是星期日，我们想在家里陪孩子，可
她们同样也想要在家里陪孩子，没办法她们只好把自己的孩
子带到了班级，可一到学校，就把孩子抛在一边不管，为我
们忙着准备活动需要的各种材料。到了吃饺子的时候，大家



都已经坐下来开始吃了，而王园长、吴老师、黄老师、张老
师还在忙着张啰给大家盛饺子，大家在教室内吃，而张老师
的儿子却搬个小板凳坐在走廊吃，那一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过我没说，怕扰的大家的.兴致。直到大家都散场了，只剩
下三位老师，在打扫满室狼藉，不知道大家有何感想，而直
到那一刻，我才知道吴老师也把女儿带到了学校，各位爸爸，
妈妈，你们注意到了吗，是不是同我一样疏忽。

女儿上幼儿园一晃就三个月了，由于女儿一直比较乖巧，而
老师要忙于照顾其他自理能力较差的孩子，好像对她也疏于
照顾，女儿不爱吃菜的习惯越来越厉害了，结果就是便秘，
每次大便都要啼哭，让我看了心疼，而心里也不免要责备老
师对女儿照顾太少，这是一个家长的护子之心。

现在想一想，我也是老师，对一些家长的无理取闹的行为也
很反感，那么多孩子，而且是不懂事的玩童，别说让我照顾
三十几个，就这么一个已经让我一个头两个头了，现在的孩
子又宝贝得很，总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一大家子人照顾那么一个，想要挑老师的毛病，那真是太多
了。做为老师，当然希望所有的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对自
理能力差的，希望他们尽快赶上来，也就要多辅导、多帮助、
多鼓励一些，我们家长再吃醋，可让老师怎么活。

我是一个高中老师，但我要说的是，我可以教高中生，但绝
对教不了幼儿园的孩子们，更教不了我自己的女儿，大家互
相体谅一些吧!

中班包饺子活动反思总结篇三

自打十一月初和孩子们说了包饺子的设想之后，孩子们开心
极了，一直盼着快点开展这个活动。



我开展系列活动的初衷是为孩子们创设一些情境，让他们多
做多看多听多想，然后学着进行反思整理，促进各种习惯和
能力的形成。所以，我希望活动是原汁原味的，不喜欢掺进
老师的主观因素，不喜欢让孩子们按照老师或者大人给设计
好了的程序去运行。

活动之初，我告诉他们：这次活动必须由你们自己做策划，
策划书在我这里通过了才可以开展活动。起初，有些孩子在
日记中三番五次地提交策划书，但皆因考虑不周被我“枪
毙”。我原想通过“逼”的方式促进他们继续想周全，哪知
道他们几次碰壁之后就沉寂了。我不着急，原计划也是元旦
左右进行的。撂了数周之后，又开始有孩子要求搞此活动，
但没有像样的策划书呈上。我无奈，却还想等一等。可是小
苟和她的学生却耐不住性子，提前在圣诞节行动了。时间也
是不能再晚了，无奈何，我只有利用一节课的时间亲自引导
着孩子们从“和面”这一程序开始，一步一步一环一环思考：
我们要准备些什么工具？需要掌握哪些技能？活动过程中要
注意哪些事项？组里如何分工？这样指导之后，各组才写出
了较为详细的策划书。

活动终于在2011年的最后一天如期举行。上午最后一节课学
生布置好了操作台，中午孩子们一到校就开始忙活开了。和
面、和馅……忙得不亦乐乎。

活动前，我一再提醒孩子们这段时间一定要在家把各项该会
的技能学会了，否则到时候就无法完成作品。虽然都有备而
来，但是各种有趣的事还是出现了。

有个组撸胳膊挽袖地正准备大干的时候，一个孩子突然惊呼：
“坏了，我没带水啊！”于是一组的人都愤怒地瞅着她。她
怯怯地来到我身边：“没带全东西，能跟别的组借
吗？”“当然能，只要你能借到。”

有个组三个人三双手在一个小面盆里搅动着，结果六只手全



被粘在了面里——面太软了。赶紧加面！他们用小手抓一把
放进去，再抓一把放进去……我看着想笑，但是忍住了。忙
中出错——几个小家伙忙乱中打翻了面口袋，撒了一地面粉，
心疼啊！最好玩的是每加一次面后，回瑞阳就拿来一块软踏
踏的样品问我：“行了吗？”“不行”……“行了
吗？”“不行”……n次过后，还是我心软了：“凑合了
吧。”于是几个小子欢呼雀跃着回去报喜了。

有个组做着做着，突然都安静下来了。“怎么回事？”“他
没把和馅的盆带来！”组长气呼呼地指着一个男孩儿。男孩
诺诺唯唯地说：“中午我不回家，让别的班的同学给我带，
可是给我带盆的同学还没来呢。”没办法，全组只能等着啦。
这次肯定抢不了第一了。

最有创意的要算李萌他们那一组了。和面的时候，她们拿出
了一大瓶“饮料”。“哎，怎么还带饮料来？”“这是胡萝
卜汁！”她们得意地笑着。哦，原来她们打算包彩色饺子呀！

该和馅了，有个组的孩子一个念着一张小纸条，另一个则根
据提示依次往馅里加调料。我知道她们一定是得到了家长的
亲传。

有的组的肉馅无论如何都和不好了，我让他们去求助柳老师，
最后算是解决了问题。

很快的，各组的面都活好了，馅料调得差不多了，教室里弥
漫着一股淡淡的香味。

该包饺子了，乐子可就更大了。

首先说擀皮儿。因为孩子们和的面都偏软，所以不大好擀。
再加上他们在家很少干，所以饺子皮儿都是“厚脸皮”，有
的形状还很怪异。



该包了。明显的，到了这个程序他们非常兴奋。因为有的孩
子在家时想包大人也不让——怕他们糟蹋东西。所以在这里，
无论会不会，都想试一试。于是饺子千奇百怪：有的饺子皮
里皮外都是馅；有的集体患了软骨病；有的营养不良——馅
料太少；有的成了怪胎——长成了包子相……包饺子过程中
也是故事横生：有个女孩子因为被伙伴批评包的饺子太难看
而哭了鼻子；有个组里只有一个胖男孩能包出像点模样的饺
子，于是其他尝试者全放弃了包饺子的权利，都给他打起了
下手——有给拿皮的，有给放馅的，他只管捏边。这正是老
百姓所谓的：有吹笛儿的，有捏眼的。我溜了一圈之后发现
优胜劣汰的法则体现了出来：各组在尝试筛选之后，大多都
把包饺子的技术活留给了手巧的伙伴。

饺子该下锅了，孩子们的脸上带着期待的神情。出锅了，好
香啊！拿着评价表，端着饺子，备上醋碟（有的还给老师们
备上了醋蒜），赶紧找老师给评评去！把饺子递到老师们面
前，看着老师夹起一个饺子送到嘴里，孩子们的小脸上立马
写满了紧张：“好吃吗？”“嗯，香！”“味道很
好！”“真好吃！”哦，灿烂的笑容立刻在每一张小脸上绽
放开来。好美的笑容！

中班包饺子活动反思总结篇四

吃饺子是中国人过年的重要节目。为了让孩子们了解中国的
传统习俗，同时又要让孩子们感兴趣，我设计了韵律活动
《包饺子》。孩子们都吃过饺子，也特别喜欢吃饺子，但如
何包饺子他们还不是很了解。韵律活动《包饺子》，它来源
于幼儿的生活，充满儿童情趣，深受幼儿喜爱，歌曲旋律热
闹欢快，有很强的节奏感，不仅给歌曲增加了趣味性与游戏
性，还让孩子们可以自己尝试包饺子。

活动目标：



1.根据生活经验，探索用各种身体动作表现搓皮、包馅、下
锅等情节，富有创造性地表现热闹、喜庆的音乐氛围。

2.与同伴共享空间，尽情表演，享受参与韵律活动的快乐。

活动准备：

1、幼儿在家观察过包饺子的过程。

2、幼儿具有一定的. 肢体表现能力。

3、录有《喜洋洋》的音乐磁带。

活动过程：

一、进行热身运动，  跟着音乐做揉面团动作。（教师带
领）

“今天，幼儿园里来了许多的客人老师，我们一起来包饺子
给他们吃，好吗？”

“那我们先来揉面团吧。”（师生听音乐做揉面团的动作）

“老师来把大面团切成小面团，小面团们放到盆子里吧。”
（幼儿回座位）

“面团揉好了，那我们怎么做饺子呢？”

引导幼儿回答：搓饺子皮——包饺子——下饺子。

二.完整听音乐。

“接下来，我们来仔细听音乐，听了这段音乐你想用什么动
作表现出做饺子这一过程呢？”（幼儿边听边做动作）



三.分段听音乐表演。

a. 听a段音乐（搓皮）：“小朋友们都是一个小小的面团，那
你们先搓哪里呢？”（请几个幼儿回答：如先搓手、搓脚、
搓脸、搓腿……然后用动作表示）

教师选几个幼儿进行动作表演，边念节奏边做，如：搓呀搓
呀搓呀搓，搓的皮子光又光……幼儿集体练习。

“怎么样表示皮子慢慢变长呢？”幼儿用动作表示。

“那好，我们一起来练习。”师生念节奏齐练习。

b. 听音乐搓饺子皮。

“好，我们每人变做一个小面团”，（幼儿团身）一起听音
乐搓饺子皮。

幼儿练习2—3遍。

b段：包饺子。

a. “饺子皮搓好了，那该怎么办呢？”（包饺子）

“想一想，你准备用身体的哪一部分做馅呢？”（脚、
头……）

“老师端来一大盆馅，你们每人盛一勺，然后把你要做馅的
那部分包起来。”

老师做端盆状到每一幼儿跟前，幼儿表演：盛一勺，包起来。

“馅多放一点好吃，我们盛二勺好吗？”教师念节奏：一勺
二勺包呀包起来。幼儿练习二三遍。



b.  听音乐包饺子。（二次）

“饺子包好了，快装到盒子里去吧！”（幼儿找座位坐下）

“饺子包好了，你该怎么办呢？”（包饺子）

听a段音乐。

a. “老师已经给你们准备了一大锅开水，你们先说一说，饺子
下到水里会怎样？”（先沉下去，再浮起来）“有什么变化
呢？”（饺子在锅里翻滚）“接下去锅里会发生什么事
呢？”（冒泡泡）请幼儿回答并用动作表现，再幼儿集体练
习，教师用语言提醒幼儿。

“老师先来做饺子跳到锅里去试一试。”提出要求：轻轻地
跳，不要让水溅出来。

“我们一起来跳吧，不要让饺子粘在一起。”

b. 听音乐下饺子。（2次）教师用语言提示。

c. 提出要求后再练。（1次）

“刚才我们做的饺子都是一样的，老师分不出哪只是谁包的，
哪怎么办？”（引导幼儿编出各种动物形象的饺子，如包小
鸡饺子、小兔饺子、小猫饺子……）

“请小朋友做一个动作，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来猜猜你做的是
什么饺子。”

听音乐，幼儿做下饺子的动作。

四、听音乐完整做动作。（1次）



“刚才我们包的饺子都下完了，那我们再来包一些好吗？”

“把我们包的饺子送给客人尝一尝吧！”

中班包饺子活动反思总结篇五

自打十一月初和孩子们说了包饺子的设想之后，孩子们开心
极了，一直盼着快点开展这个活动。

我开展系列活动的初衷是为孩子们创设一些情境，让他们多
做多看多听多想，然后学着进行反思整理，促进各种习惯和
能力的形成。所以，我希望活动是原汁原味的，不喜欢掺进
老师的主观因素，不喜欢让孩子们按照老师或者大人给设计
好了的程序去运行。

活动之初，我告诉他们：这次活动必须由你们自己做策划，
策划书在我这里通过了才可以开展活动。起初，有些孩子在
日记中三番五次地提交策划书，但皆因考虑不周被我“枪
毙”。我原想通过“逼”的方式促进他们继续想周全，哪知
道他们几次碰壁之后就沉寂了。我不着急，原计划也是元旦
左右进行的。撂了数周之后，又开始有孩子要求搞此活动，
但没有像样的策划书呈上。我无奈，却还想等一等。可是小
苟和她的学生却耐不住性子，提前在圣诞节行动了。时间也
是不能再晚了，无奈何，我只有利用一节课的时间亲自引导
着孩子们从“和面”这一程序开始，一步一步一环一环思考：
我们要准备些什么工具？需要掌握哪些技能？活动过程中要
注意哪些事项？组里如何分工？这样指导之后，各组才写出
了较为详细的策划书。

活动终于在2011年的最后一天如期举行。上午最后一节课学
生布置好了操作台，中午孩子们一到校就开始忙活开了。和
面、和馅……忙得不亦乐乎。



活动前，我一再提醒孩子们这段时间一定要在家把各项该会
的技能学会了，否则到时候就无法完成作品。虽然都有备而
来，但是各种有趣的事还是出现了。

有个组撸胳膊挽袖地正准备大干的时候，一个孩子突然惊呼：
“坏了，我没带水啊！”于是一组的人都愤怒地瞅着她。她
怯怯地来到我身边：“没带全东西，能跟别的组借
吗？”“当然能，只要你能借到。”

有个组三个人三双手在一个小面盆里搅动着，结果六只手全
被粘在了面里——面太软了。赶紧加面！他们用小手抓一把
放进去，再抓一把放进去……我看着想笑，但是忍住了。忙
中出错——几个小家伙忙乱中打翻了面口袋，撒了一地面粉，
心疼啊！最好玩的是每加一次面后，回瑞阳就拿来一块软踏
踏的样品问我：“行了吗？”“不行”……“行了
吗？”“不行”……n次过后，还是我心软了：“凑合了
吧。”于是几个小子欢呼雀跃着回去报喜了。

有个组做着做着，突然都安静下来了。“怎么回事？”“他
没把和馅的盆带来！”组长气呼呼地指着一个男孩儿。男孩
诺诺唯唯地说：“中午我不回家，让别的班的同学给我带，
可是给我带盆的同学还没来呢。”没办法，全组只能等着啦。
这次肯定抢不了第一了。

最有创意的要算李萌他们那一组了。和面的时候，她们拿出
了一大瓶“饮料”。“哎，怎么还带饮料来？”“这是胡萝
卜汁！”她们得意地笑着。哦，原来她们打算包彩色饺子呀！

该和馅了，有个组的孩子一个念着一张小纸条，另一个则根
据提示依次往馅里加调料。我知道她们一定是得到了家长的
亲传。

有的组的肉馅无论如何都和不好了，我让他们去求助柳老师，
最后算是解决了问题。



很快的，各组的面都活好了，馅料调得差不多了，教室里弥
漫着一股淡淡的香味。

该包饺子了，乐子可就更大了。

首先说擀皮儿。因为孩子们和的面都偏软，所以不大好擀。
再加上他们在家很少干，所以饺子皮儿都是“厚脸皮”，有
的形状还很怪异。

该包了。明显的，到了这个程序他们非常兴奋。因为有的孩
子在家时想包大人也不让——怕他们糟蹋东西。所以在这里，
无论会不会，都想试一试。于是饺子千奇百怪：有的饺子皮
里皮外都是馅；有的集体患了软骨病；有的营养不良——馅
料太少；有的成了怪胎——长成了包子相……包饺子过程中
也是故事横生：有个女孩子因为被伙伴批评包的饺子太难看
而哭了鼻子；有个组里只有一个胖男孩能包出像点模样的饺
子，于是其他尝试者全放弃了包饺子的权利，都给他打起了
下手——有给拿皮的，有给放馅的，他只管捏边。这正是老
百姓所谓的：有吹笛儿的，有捏眼的。我溜了一圈之后发现
优胜劣汰的法则体现了出来：各组在尝试筛选之后，大多都
把包饺子的技术活留给了手巧的伙伴。

饺子该下锅了，孩子们的脸上带着期待的神情。出锅了，好
香啊！拿着评价表，端着饺子，备上醋碟（有的还给老师们
备上了醋蒜），赶紧找老师给评评去！把饺子递到老师们面
前，看着老师夹起一个饺子送到嘴里，孩子们的小脸上立马
写满了紧张：“好吃吗？”“嗯，香！”“味道很
好！”“真好吃！”哦，灿烂的笑容立刻在每一张小脸上绽
放开来。好美的笑容！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包饺子区域活动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