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挂灯笼教学反思中班(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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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挂灯笼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1.学习在一定范围内胆地进行作画，并正确使用剪刀，剪出
细长条，制作简单的平面灯笼。

2.喜欢参与手工活动，初步体验制作装饰品的快乐。

3.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

4.促进幼儿的创新思维与动作协调发展。

画红红的灯笼活动难点：正确使用剪刀，剪出细长条，制作
简单的平面灯笼。

(1)班级内架好相应的线，悬挂灯笼用。

(2)各种色彩的正方形和圆形纸若干。

(3)记号笔、双面胶每人一份。

(4)各种形状的小灯笼实物若干。

一、导入活动：

二、讲解示范：

1.提问：你看到过什么样的灯笼?



2.告诉幼儿老师给小朋友准备了正方形和圆形的彩纸。

3.请个别幼儿在纸上胆作画。画前先请他说说准备画什么样
的灯笼，老师提醒幼儿要把图案画，以便让人清楚地知道这
是什么灯笼。

4.老师示范剪流苏。

先将一个小正方形纸折一个细长条，打开后，用剪刀从下往
上剪流苏。直至剪到刚才的折线处。

5.将剪下的流苏和幼儿讨论后，贴在刚才画好的灯笼的下方
中间处。

三、幼儿操作：

老师注意提醒幼儿要将图案画在纸的中间，并且画。流苏尽
量剪细。

四、展示作品：

幼儿将自己做的灯笼悬挂在事先准备好的线上。然后相互介
绍，和欣赏。

通过本次绘画活动不仅锻炼幼儿胆动手，还使孩子们知道了
要在节日或喜庆的日子里挂灯笼，因此，在绘画活动中，不
要求幼儿机械地模仿教师的俘，要让孩子亲自参与或通过游
戏等孩子喜欢的活动中培养孩子对美术活动的兴趣。

涂色时，我给孩子们示范涂色、讲解注意事项，颜色要涂均
匀、涂满，不要露出白色。孩子们在动手操作时表现的很认
真很感兴趣，有的孩子还互相提醒。

利用游戏化的语言、儿歌，示范、提示幼儿正确的使用剪刀
进行剪纸活动。活动的本身美工操作活动幼儿就很感兴趣，



加之用生动、富有童趣的语言，孩子们在快乐的活动着、发
展着，在这样的教育行为下，幼儿一定会获得更好的发展。

1、虽然本班幼儿入园至尽已进行了一系列的圆形折叠粘贴活
动，但是由于孩子们之间能力存在着差异，因此，在开展这
一活动的过程中，我为孩子们提供了多种俘，它们分别是
用12片、16片、20片圆形纸片制作的灯笼，使孩子们能根据
需要有目的地选择制作。

2、活动进行过程中，要启发幼儿互互学，同伴之间交流分享
制作经验，共同体验成功的快乐。

挂灯笼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在语文学习中，我们要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这样可以对调
动学生的情感以及理解课文起到很好的作用。

如：我在教学《满山的灯笼火把》时，当文中的我被乡亲们
救起来时，我让孩子们先找到乡亲们的动作“拽”“搂”，
体会到乡亲们对我的关心爱护，但总觉得还不够，我又让孩
子们想象，乡亲们搂着我，轻轻的拍着我的背，会说些什么
呢？有的说：“他们会说，孩子，你受苦了。”有的
说：“他们会说，孩子，你不要怕，有我们在，你不会有事
的。”……他们根据自己平时的生活体验,把乡亲们对孩子的
那种关爱之情形象的表现了出来,。在理解后边的：“我不停
地流着泪，是热的。”这句时，问题迎刃而解，孩子们体会
到，“我”被乡亲们深深的感动了，我被救了，激动，高兴，
所以流下了眼泪，这是激动的泪，是感动的泪……趁此机会,
我又让孩子们想象“我”会在此时说些什么，孩子们
说，“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你们与我不是亲人，却胜
似亲人。”“我以后也会像你们一样给需要帮助的人帮助的。
”……我听了，为孩子们的感受体会深感欣慰，我充满感情
的说：“孩子们，你们被乡亲们的善良，被他们对外人的这
种关爱所感动，我希望，这种善良在你们的内心永远生根发



芽。”

你看，这种对课文的补白式的想象，对训练孩子的想象，训
练孩子的对课文的难点句子的体会感悟是多么的有用！

挂灯笼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在十月份的教学活动中，我执教了《满山的灯笼火把》这篇
课文，课后我及时进行了反思现将我的体会总结如下：这篇
课文是一片感情浓厚的课文，讲的是一位身在异乡的孩子在
一个大雨滂沱的傍晚独自一人回家，不幸坠入田边的土井中。

危急中他冷静的意识到不能乱挣扎，要保存体力等待亲人们
的援救，最后全村的父老乡亲打着灯笼火把来援救他，令他
十分感动。回忆自己上课的过程有很多时候课前预设同课上
生成是不相符的，它需要教师机智灵活的驾驽课堂。自我认
为这堂课是上的不成功的。在新授课文内容时教师的范读还
不足已让学生入情入境。

挣扎时，应让学生通过朗读来感悟，可以选择多种读法，这
样学生也就能够深切的体会作者慌乱，无助的心情。当学生
找到了我在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能够冷静的思考是如何想的，
又是怎么做的，这些句子时，其实也可以让学生通过个别读，
分组读，男女生对读等等灵活多样的方法让学生在读中体会，
感悟，提高学生的语感。

通过教学，我深刻的体会到首先要明确理念提高认识是前提，
作为教师应将学习的主动权放给学生，让他们多读，多讲，
多做，要充分的尊重学生，信任学生，鼓励学生。不要
让“教学”变成“帮学”或“替学”。教师应以与学生完全
平等的形象出现在教学过程中，融入整体教学，成为课堂的
一分子，在教学中还应最大限度的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
学生真正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人，把课堂教学的主角让位给学
生，体现语文教学以人为本的精神。其次是挖掘教材，拓展



延伸。让学生有充分想象的空间，让学生在自主探究。

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对语言文字有了更深刻地理解。最后是
以情感人，情景交融是关键。1教学中应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创
新因素，创设情境，创设符合孩子年龄特点的教学情境，寓
教于乐，提高学生的兴趣。总之，作为我本身，还需不断的
学习再学习，积累再积累提高自身的素质，增强教学机智，
为唤起生命活力的课堂而努力!

挂灯笼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红灯笼”是幼儿非常喜欢的手工活动之一，但通过这个活
动我发现了不少的问题，有我们老师做的不够的地方，也有
家长，还有孩子的。但我想首先要反思的肯定是我自己。因
为活动下来，我们班只有十一名幼儿能完完整整地完成整个
制作过程。可能是我课前的交代不够清楚，以致于幼儿完成
了第一步的制作过程后都有些手足无措。在进一步的讲解后，
很多幼儿开始跟着我的思路往下做，但最后，还是只有三分
之一的孩子做完了最后一步。让我很意外的是，我们班有几
个平时不大爱“表现”自己的幼儿反倒做得非常顺利。但有
部分幼儿连最基本的剪直线还有点不敢下手，更何况是接下
来的环节。活动后，我和这些家长进行了交流，他们平时不
敢让孩子在家使用剪刀，以后会慢慢配合教育的！

我们的手工活动每个星期大概只能按排一次，更多的锻炼机
会只能在家里进行。其实，上个学期，我们开始几周一直和
幼儿进行运用剪刀的锻炼，幼儿从不敢碰剪刀到慢慢尝试剪，
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希望从这个活动中，我们都能得
到一点教训！

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双小巧手！



挂灯笼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满山的灯笼火把》是四年级上册的一篇讲读课文，课文记
叙了作者小时候有一次遇到了危险，全村男女老少一起出动
援救的动人情景。本篇课文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符合儿童
的年龄特征。教育学生在困难面前要勇敢、坚强、遇事善于
动脑思考的品质，以及教育学生要关心他人、爱护他人。

这篇课文满含深情，为了让学生深入体会，我在教学生中注
重了让学生联系实际，展开想象。例如，在学习“遇险”这
部分内容时，为了让学生真切体会作者卡在井口被黑暗、寒
冷、恐惧、孤独、危险包围的情景，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如
果是你身陷古井，四周死一般寂静，你会怎么做?会想些什么
呢?学生畅说欲言后再回到文中，看看“我”是怎么做怎么想
的。这样，学生如身临其境，深深地体会到在困难面前，要
勇敢坚强，冷静思考，学会自我保护。

再如，学习“脱险”这部分内容时，让学生联系实际，说说：
当文中的我被乡亲们救起来时，乡亲们搂着我，轻轻的拍着
我的背，会说些什么呢?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们有的说：“他
们会说，孩子，你受苦了。有的说：“他们会说，孩子，你
不要怕，有我们在，你不会有事的。”……从而深切地感受
作者在危急只中看到乡亲们来救自己时的感动、感激之情。
趁此机会，我又让孩子们想象“我”会在此时说些什么，孩
子们说，“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你们与我不是亲人，
却胜似亲人。”“我以后也会像你们一样给需要帮助的人帮
助的。”……我听了，为孩子们的感受体会深感欣慰，我充
满感情的说：“孩子们，你们被乡亲们的善良，被他们对外
人的这种关爱所感动，我希望，这种善良在你们的内心永远
生根发芽。”这样，整个课堂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使学生
理解得更加清晰，更加透彻，很好的领会了文中那种浓浓的
亲情。这种对课文的补白式的想象，对训练孩子的想象，训
练孩子的对课文的难点句子的体会感悟是多么的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