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蔬菜分类中班 中班的教学反思(优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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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蔬菜分类中班篇一

这是中班下学期一个围绕“服装”这一话题而开展的系列活
动。该班教师针对本班幼儿在午休时，有许多幼儿不大懂得
折衣服，经常是上衣和外裤一脱就随便放在柜子里。为此，
她特设计一个“时装超市”的活动。老师在活动室里实现给
幼儿划分出两个区域，一个是男孩时装超市，一个是女孩时
装超市。活动一开始，老师告诉幼儿：小朋友带来许多漂亮
的衣服（事先请每位幼儿带冬夏各一套衣服），今天老师准
备用小朋友带来的衣服，请小朋友玩一个“时装超市”的游
戏。现在请小朋友想一想可以用什么办法给这堆衣服进行分
类呢？……老师接着幼儿的回答说，噢！我们可以将这些衣
服分成男孩一堆、女孩一堆，老师给小朋友准备了两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开“男孩时装超市”，另一个地方是开“女孩时
装超市”。现在请小朋友按男孩、女孩给这些衣服分类，记
得分完后要将衣服折好放在柜子里。老师在幼儿分类的过程
中，边个别指导幼儿怎样折衣服。幼儿分完回到座位后，老
师就说，小朋友都将这些衣服分成了两堆，这堆是男孩时装
超市，那堆是女孩时装超市，老师刚才发现××小朋友把衣
服折得很整齐，小朋友想不想知道他是怎样折的呢？老师给
全体幼儿示范折衣服的方法。示范后，老师接着说，老师发
现小朋友在时装超市放衣服的时候“乱乱的”，小朋友想一
想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的衣服还可以怎样分？让顾客一来的
时候我们时装超市就看得很清楚呢？老师说，噢！我们还可
以按冬天的衣服和夏天的衣服将衣服分成两堆。接着老师又



请幼儿再去按这一标准给男孩子（女孩子）衣服进行分
类……整个活动持续12分钟左右。

从这一活动的效果来看，我们可以估计该班可能获得的经验：
一是懂得折衣服的方法；二是知道要先将衣服折好再放回柜
子里；三是懂得一元分类方法。在这三条经验中，第1、2条
是达到该教师在活动设计时预定的特定的目标，但幼儿所获
得的第3条经验只是在原由的水平上作简单的重复，也就是说，
对中班下学期的幼儿来讲，他们早已懂得按一维分类的方法
（其实，该教师应该明确告诉幼儿这是按“性别”来分的；
这是按“季节”来分的）。而其实上对这一活动的材料提供
与活动设计作稍加细究，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教师完全可以在
“分类”活动方面对幼儿已有的分类经验提出挑战，即可以
有意识地初步渗透“层级分类”就（在这活动中，教师所做
的看似属于层级分类，但其实不然，因为老师从老师的语言
指导中可以看出该教师本身没有渗透“层级分类”这一新经
验的想法，在点评时，该老师也承认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老师在幼儿按“性别”这一标准分完之后，又按“季节”分
了一次，教师应该用语言很明确地帮助幼儿的经验提升起来，
这些衣服我们按性别分完了一次，还可以再按季节再分一次。
当然，如果教师在用语言概括的同时能借助“图示法”则效
果更为明了。

蔬菜分类中班篇二

本次活动是以狐狸两次抢蛋糕小动物露出的不同表情为主线
贯穿整个故事。在活动中，我运用对比的方法帮助幼儿理解
故事情节，在中二班上的时候，我把两副图片放在整个故事
的后面，起到的效果不大，我也没有刻意的去引导，因此导
致幼儿没有真正的去比较。于是，我们教研组的老师们在教
研活动中重点讨论了应该把图片放在哪儿最恰当，然后经过
讨论，把两幅图片放在狐狸第二次抢蛋糕后小动物在偷偷的
笑的图片后面，在中一班上的时候，我有引导幼儿去观察两
幅图，但我给幼儿的机会太少了，而且教师的语气也过于平



淡，收到的效果也不是很好，随后又经过讨论，在中三班上
的时候刻意让幼儿观察、讲述，幼儿讲的不错。这一部分也
是整个活动的重点部分，故事中狐狸两次抢蛋糕有很多对比
之处，如：狐狸第一次抢蛋糕时，小动物在后面着急的追;而
第二次抢蛋糕小动物却在笑等等。

整个活动指导过程循序渐进，第一次老师带着孩子共同阅读，
让孩子一步步了解故事内容，了解故事情节。在三个班级完
后，收到了不一样的效果，如：在中二班上的时候，和他们
一起学狐狸第一次抢蛋糕的情节时，孩子们很激动，也很投
入，都学着小动物的样子边喊边追，而另外两个班却没有他
们那么激动。但在让孩子们讲述的'过程中，每个班却各有各
的特色。第二次，是老师带着孩子们一起完整讲述，再次让
幼儿了解故事内容，体验故事情节。

本活动紧紧抓住了狐狸的心理特点，把蛋糕送给老虎时的喜
悦--老虎让它做第二块蛋糕时的为难--以及被老虎踢下山时
的冤枉，让孩子进一步理解和感受。

本次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把握的不是很好，如：第一次上的
时候把狐狸两次抢蛋糕的两幅图片放在最后让孩子讲述，好
像起不了作用，经过讨论后把此环节提前，效果也好了很多。
随后最后一个环节进行修改后上出来的结果虽然有所提高，
但教师的追问还有待提高。

在本活动中让孩子的情感体验还不够，应鼓励孩子自己表达
出来。老师可以和孩子共同体验故事情节，每个情节点都可
以让孩子通过自己的表情、动作来体验，这样孩子可能更容
易入角色，对故事的体验和理解更到位。

蔬菜分类中班篇三

活动目标：



1、认识各种蔬菜，知道名称，颜色及营养。

2、教育幼儿多吃蔬菜。

活动准备：

1、百宝箱，土豆，胡萝卜，青萝卜，白菜，芹菜，韭菜。

2、《蔬菜宝宝营养多》课件。

活动过程：

1、百宝箱变出各种蔬菜宝宝，请小朋友上来把它们都请出来。

百宝箱上蒙着一层布，让小朋友伸手进去摸，看看是什么东
西并让小朋友猜一猜。

老师揭晓答案：它们都是：土豆，胡萝卜，青萝卜，白菜，
芹菜，韭菜。他们共同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蔬菜。

2、请小朋友说一说自己还知道什么蔬菜?

黄瓜，西红柿等等

3、请小朋友跟老师一块看看，老师还请来了哪些蔬菜宝宝来
做客。

1)播放课件ppt，给小朋友讲解，各种蔬菜的名称，颜色及营
养。

2)请小朋友欣赏用蔬菜做成的作品。

活动延伸：请小朋友给蔬菜穿上漂亮的衣服(在事先准备好的
画有蔬菜的纸上，给蔬菜涂颜色。



蔬菜分类中班篇四

1.看看，说说相互交流中了解各品种蔬菜，知道多吃蔬菜好
处多!

2.体验互相商量，互相协作，互相交往的快乐!

活动准备

1.带领幼儿参观过菜场、幼儿已经收集了有关蔬菜的各种知
识。

2.蔬菜实物、图片若干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

师：刚才我们的好朋友莹莹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今天身体
不舒服。”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吧!

问题1、卡卡怎么啦?

师、小朋友赶紧想个办法帮帮卡卡吧?(幼儿自由讨论)

幼：开塞露、肥皂头……

二、介绍我知道的蔬菜(通过幼儿间互相经验的分享，让孩子
对各种蔬菜有了更多的了解)

师：蔬菜的品种很多很多，那小朋友们知道哪些蔬菜呢?这些
蔬菜都有什么营养呢?我们分成红绿两个队来个小竞赛(分组)
看哪组说的蔬菜品种最最多。要求：别的组说过的蔬菜不能
重复。



师：我知道的蔬菜是黄瓜，女孩子多吃黄瓜能美容!

师：我喜欢吃南瓜，南瓜有降血糖的本领!

三、拓展蔬菜的品种(图片)(让孩子通过图片了解各种不一样
的蔬菜，从而拓展他们的蔬菜知识)

师：今天，郑老师也带来了几种蔬菜，(看图片)你们认识它
们吗?

1.海带

提问：海带有什么营养呀?(海带营养丰富，含有很丰富的典，
能够预防大脖子)

2.蘑菇

提问：蘑菇长在什么地方?(出示图片：地上、树上、石头上)
野生的。(属于菌类,它的营养价值很高,有野生和人工养殖两
种，有些蘑菇是有毒的，不能随便食用。)蘑菇这么有营养，
农民伯伯就想办法自己种蘑菇了(出示人工养殖蘑菇的图片)

四、新品种蔬菜(新品种蔬菜的介绍让孩子对蔬菜品种有更多
地了解)

师:王子怡小朋友今天带来了一则新闻，她想告诉我们小朋友
她发现的一种不一样的蔬菜，我们来听听看。(红青菜)

师:孙老师今天也带来了几种不一样蔬菜的图片，我们来看看
是什么?(出示图片)

五、买菜游戏(结合生活，让孩子从生活中去体验蔬菜)

六、活动延伸:在区角当中设置一个菜场，让孩子们进一步体
验生活，认识蔬菜!



看了“幼儿教案《蔬菜宝宝营养多》”的还看了：

1.幼儿园孩子饮食健康活动教案

2.幼儿园饮食健康教育教案

3.中班不挑食健康教案

4.幼儿园中班折纸菜篮子教案

5.《认识蔬菜》小班语言教案

蔬菜分类中班篇五

什锦营养蔬菜粥

原材料：大米、鸡蛋1个、土豆1个、香油、紫菜、虾皮、时
令蔬菜适量。

将大米洗净放入锅内加入适量的水加热，将土豆丁、紫菜、
虾皮放入锅内与大米一起熬，将快熬好时放入时令蔬菜一起
再熬一会，快出锅时到入搅拌好的鸡蛋拌匀出锅再放入葱花、
香油待温度合适时即可食用。

蒸樱桃丸子-儿童营养饮食

【特点】枣红色，甜香适口。

【原料】

原料：肥瘦猪肉300克，鸡蛋1个，牛奶250克。啤酒50毫升，
金糕25克，白糖50克，生菜叶、精盐各适量。

【制作过程】



1.将猪肉去筋、洗净，剁成茸状，放入碗内，打入鸡蛋液。
再放入精盐、牛奶搅拌均匀成糊状。

2.把啤酒与白糖熬成咖啡色的'糖汁，备用。

3.把糊状的肉茸均匀地挤成樱桃般大小的丸子，放在瓷碗里，
将糖汁浇在丸子上。然后，放入蒸锅内蒸熟。

4.将金糕切成小方丁备用。

蔬菜分类中班篇六

情节描述：上完了户外活动孩子们开心的回到教室，只见有
的孩子上厕所、洗手，有的去喝水，也有的任务完成了，坐
在自己的座位上等待着老师下一步的活动。为了让孩子们更
快的安静下来，我没有故意拿小铃去敲，而是采用了音乐的
方式去感化他们。我选了一段《做馒头》的音乐旋律弹起琴
来，孩子们顿时做起动作来，一会儿揉面，一会儿团面，又
一会儿捏馒头。最后，孩子们做完了馒头，便开心的做起吃
馒头的动作。一会儿功夫孩子们就安静下来，很似开心。

评价分析：

这段《做馒头》的音乐，我前几周的一个音乐教学活动，它
虽然只是一段旋律，但孩子们却非常感兴趣。每次，只要我
一弹奏这旋律，孩子们便神气十足，知道自己要做的那个角
色。平时的音乐，基本都是歌曲之类的，让幼儿大胆去唱，
但最近我发现，孩子们喜欢这旋律远大于平时所唱的歌曲，
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可以说孩子们刚户外活动回来需要的
是休息，其实不然，孩子们即使玩得再怎么累，他们依旧喜
欢动、喜欢玩，他们喜欢用肢体动作或行动来表现自我，虽
然有时经常会玩这样的游戏，但玩的兴趣却一直存在着，在
这里孩子们充分扮演了一个做馒头人物的角色。这样，他们
反而觉得是最开心的。这就证实了一句话“孩子的天性在于



玩”看来的确如此。

所思所悟：

在户外活动回来时，由于孩子们要上厕所、洗手、喝水。他
们有时浪费的时间比较多，特别是对于平时几个慢性子的人
来说，大家为了等他们，而造成了时间上的隐形浪费，这样，
孩子会趁这些时间而自由懒散，从而影响了秩序。而且，我
觉得，有时往往就是在孩子自由活动的`时候，孩子的一个个
动作或一句话，使孩子们之间不开心或者闹矛盾。有些小事
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所以，要多带动幼儿唱唱、玩玩、跳跳。
在上课的时候严格他们，在玩的时候尽兴的玩，这样，才能
让孩子对你心服口服。

作为老师，要管理好自己的班级，关键在于每个环节之间都
要让孩子们有事情做，也就是一直在你的视线之下。这样，
才有可能把班级的制度管理的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