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生活你我他教学反思总结 大班科学
了解生活中物理现象教学反思(优质5篇)
围绕工作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进行的专门性总结，总结
某一方面的成绩、经验。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
人总结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
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班生活你我他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活动目标：

1、认识生活中常见的卡，初步了解卡的用途和我们生活的关
系。

2、观察、区别卡的异同点，提高幼儿比较判断的能力。

3、激发幼儿在集体面前大胆表达、交流的兴趣。

4、教幼儿养成细心、认真的学习态度。

重点：能大胆表述卡的名称、用途

难点：比较、区别卡的异同点并用符号记录

活动准备：

经验准备：

材料准备：

不同种类的卡（散放在两张长桌上，可供幼儿自由参观）、
做过汉字标记的卡（如：贵宾卡、门卡等，可以粘贴在黑板



上）、生活中使用银行卡的一段视频（分别在银行、百货店、
超市、药房、书店刷卡购物情景）、5个场景的图片展示板
（医院、卡拉ok、小区高楼、飞机场、美容院）

2人一只彩笔、一张记录表（一栏记录卡的相同点、一栏记录
卡的不同点）

活动过程：

一、我认识的卡激发对卡的兴趣

（一）我们先来参观一下我们从家里带来的卡，和你的朋友
说说你认识的卡？（孩子们参观自己带来的卡都很兴奋，在
和同伴自由交流中，能主动向同伴介绍并一起辨别卡的名称，
如：交通卡、纪念卡、书卡、航空卡……）

（二）重点提问：

1、生活中的卡可真不少，哪一张是我们每天都要用的呢？
（幼儿：接送卡）

2、我们每天都有人来接送，那还要接送卡有什么用？（和幼
儿共同回忆门卫伯伯检查接送卡的情景，知道接送卡对小朋
友的重要性。）

3、怎么让别人知道你今天用过接受卡？老师和小朋友一起验
证机器上的绿灯是否亮了？一起数数亮灯的人数。

小结：是啊，有了接收卡，不认识的人就不能随便进来，还
能知道今天一共来了几个人。接送卡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
我们要好好保护它，可别丢失哦。

二、我喜欢的卡了解卡的不同作用



（一）除了接送卡，生活中还有许多卡我们也经常在用。
（出示做过汉字标记的各种卡）

（二）重点提问：

1、哪一张你也很喜欢的，为什么？

在幼儿说自己喜欢的卡的同时，老师有意识地引导孩子讲述
卡与人们生活的关系，并适时地追问，如：有孩子说：我喜
欢贵宾卡，它可以打折。有孩子问：什么是打折？老师追问：
打折是什么意思？在幼儿讨论后，让大家知道有了打折卡，
付的钱就比原来少。在和孩子的互动中，要鼓励幼儿大胆质
疑、答疑。

2、配对游戏：出示5个场景图片：医院、卡拉ok、小区高楼、
飞机场、美容院，请把这5个地方可以用的卡找出来，放到图
片中，看看找得对吗？（在模拟场景的运用中，幼儿共同寻
找和验证，进一步帮助幼儿了解卡的作用。）

3、幼儿操作，说说理由。

小结：原来我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卡：银行卡、交通卡、会
员卡、就诊卡、手机充值卡、游戏卡……这些卡会带给我们
方便、带给我们优惠、带给我们安全，还能节约我们的时间。

三、观看视频比较卡的异同

（一）重点提问：

1、录像里的老师手上拿的是什么卡？（银行卡）她到哪些地
方用过这张银行卡，（假日百货、新华书店、华氏大药房、
可的超市、银行自动取款机）

小结：原来有的卡除了在一个地方用，还可以在许多的地方



使用，使用的地点越多说明这张卡的作用就越大）

2、录像里的老师是怎么用卡的'？（在刷卡机上刷一下）所
有的卡都是这样用的吗？（幼儿：有的是插进机器里、有的
是对着机器照一下用的、有的要输入密码。）

小结：原来卡使用的方法不都是一样的。

（二）重点提问：

1、找个朋友一起去看一看、比一比、摸一摸，这些卡还有哪
些是不一样的，又有哪些是相似的？用你能看懂的标记把你
们找到的秘密记录在表上。

2、幼儿两两结伴组合，观察比较，尝试记录。

3、幼儿交流，老师将幼儿发现记录在大统计表上。

（不一样的地方：颜色、标记、磁条、签名、数字、装饰。
相似的地方：都有文字、一样小、硬硬的、数字，在归纳的
同时要鼓励会用语言把自己的记录完整表达的幼儿）

小结：是啊！发明这些卡的叔叔阿姨真了不起！小小一张卡
就有那么多的学问，只要我们经常多看看，多想想，多比比，
就会发现许多以前不知道的秘密。

四、设计卡（延伸：大胆想象）

你还想发明什么样的卡呢？

活动评析：

本次活动能结合幼儿的生活、针对幼儿的兴趣特点来设计生
成，在活动中孩子们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很好地激发了孩
子们对城市中卡的兴趣和对卡的探究精神，幼儿也能完整清



晰地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卡的不同用途。

活动的设计能紧紧围绕活动目标开展，层次清晰，过渡自然。
活动的取材来自于孩子的生活，孩子有一定的生活经验，老
师能跟随他们的兴趣、跟随他们的思维方式进行活动，所以
师幼互动、生生互动能得以良好体现。既能运用开放式的提
问，让孩子畅所欲言，又能把握将个性化的热点问题辐射到
全体。

活动中运用了分辨验证、配对游戏、观看录像、记录异同等
多种形式，积极调动了孩子在活动中的主动性。在卡与场景
配对过程中，不仅帮助孩子学会用生活经验看懂生活中的标
记，并且提升了卡的不同作用。录像中的情景再现，丰富了
孩子的视野，生动地表现了“一卡多用”的先进性。通过活
动设计，一方面培养幼儿在生活中有求异的精神，另一方面
提高了大班幼儿学会观察-归纳-求同、更加全面地认识事物
的能力。

活动反思

本节活动以实物进行活动，幼儿能直观感受卡的特点，并且
幼儿能够根据卡的特点说出卡的名称，在分类中幼儿乐于参
与，并能把卡按照功能分类，在自主设计卡的活动中幼儿也
能发挥自己的想法设计不同功能的卡，体验了活动带来的乐
趣。

大班生活你我他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活动目标；

1、了解端午的名称，来历及习俗，知道端午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节日。

2、能够自己动手做粽子，喜欢与同伴交流过端午的经历。



活动重难点；

重点；自己动手做粽子。

难点；萌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之情。

活动准备；

物质准备：《认识端午》多媒体课件；超轻黏土及制作工具；
做好的粽子样品。

经验准备：幼儿有过端午的经验。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一）用儿歌导入，引出主题，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幼儿：端午节

二、基本部分

（一）介绍端午的来历和习俗。

1、教师提问：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端午节是哪一天吗？

幼儿：五月初五。

教师：那你们知道端午节是怎么来的吗？

幼儿：不知道。

2、教师讲述屈原的故事，让幼儿了解端午节的由来。



3、教师引导幼儿交流每年家里都是怎样过端午节的。

4、教师小结：过端午节的时候都要吃粽子，戴五彩绳，赛龙
舟，采艾草。

（二）引导幼儿深入了解粽子。

1、教师提问幼儿都吃过什么样的粽子，让幼儿相互交流。

2、教室出示各种种类粽子的.图片，引导幼儿观察粽子的形
状的种类。

（三）引导幼儿自己动手做粽子。

1、教师：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粽子，接下来就去做一个自己喜
欢的粽子吧，做完之后还要给自己的粽子起一个好听的名字
吧！

2、教师引导幼儿自己动手做粽子，感受自己做粽子的乐趣。

三、结束部分

1、幼儿做完粽子后，教师让幼儿向大家介绍自己做的粽子和
给粽子起的名字。

2、教师对幼儿的表现进行表扬。

教师：老师在绘画区准备了很多的画纸和画笔，小朋友们去
画出一副自己心里的端午节吧！

活动延伸；

1、艺术领域；画龙舟。

2、语言领域；讲述屈原的故事。



3、手工活动；做五彩绳。

教学反思：

端午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幼儿都知道端午节有特
别的食品――粽子，它是多种形状、多种口味的。整堂活动
中幼儿还是比较投入的。在屈原这个人物介绍这一方面还是
需要再加强改进。让幼儿更容易接受并学习。

大班生活你我他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活动目标：

1、鼓励幼儿在生活中做一个善于观察的有心人。

2、进一步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观察能力和判断的能力。

活动准备：

1、多媒体课件一套。

2、自制安全标志图片一套。

3、彩笔、勾线笔、a4白纸

活动过程：

1、开始部分：多媒体课件导入课题。

师：小朋友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几张图片，指导幼儿注意
图片中的（安全标志。

2、读一读小朋友，你别跑，站稳脚步把灯瞧。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过路应走斑马线，交通



规则要记牢。

指导幼儿牢记交通安全儿歌，遵守交通规则。

3、认一认：

师：小朋友我们来认一认你所知道的标志，看他叫什么？

提醒我们怎么做？

也可以把你所知道标志友的本领告诉你的好朋友。

大家互相说一说。动脑筋想一想。

（小朋友自由讨论一分钟）

4、找一找：

老师这里还有一些标志想和我们做好朋友。

老师现在把这些标志介绍给我们，让大家都来认识他。

师：小朋友，我们坐下来和你的标志朋友说说悄悄话，看他
叫什么？提醒我们怎么做？也可以把你的标志朋友的名字告
诉你的朋友，大家相互说一说，动脑筋想一想。

现在老师请小朋友把你的标志朋友介绍给大家，让大家都来
看一看。

这样吧请小朋友把你的标志朋友送到磁力板上，老师和你们
一起来认识。老师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请把颜色一样，形状
一样的'标志朋友放到一排。

（幼儿寻找，老师操作多媒体找出三个标志：当心触电当心
中毒禁止烟火）当心触电：警示我们这里有电，危险，告诉



我们小朋友不要用手摸更不能进去玩，要远离这个地方。

当心中毒：提醒我们这里的物品有剧毒，千万不能用手去摸。

禁止烟火：告诉我们这里堆放的物品都是易燃物品，禁止在
这里点火，抽烟，放鞭炮。否则会发生火灾。

小朋友，火灾可怕吗？无情的大火能吞掉一座座房屋，让人
们无家可归，大火还能吞没一片片森林，让动物没有了自己
的家园，大火还能烧死人和动物，让我们感受痛苦，所以火
灾太可怕了。

小朋友，万一我们身边发生火灾我们该怎么办呀？（幼儿自
由回答）老师这里有几个问题请小朋友思考：如果我们身边
发生小火，该怎么办？（用水扑灭用脚踩灭用厚的东西压灭）
万一小火变成了大火该怎么办呀？（立即告诉大人，打火警
电话119等）如果放生火灾以后我们被困在屋子里该怎么办？
（幼儿自由回答）（用湿毛巾湿衣服把门缝堵住不让浓烟进
屋子，然后打开窗户，拿出最鲜艳的衣服大声呼喊：救命呀！
人们听到喊声就会来就你。我们看大屏幕上的朋友是怎么做
的？（出示大屏幕让幼儿模仿用湿布堵住嘴弯腰逃离火场的
办法）今天老师和小朋友认识了这么多的安全标志。还知道
了发生火灾以后怎么办？我们不仅保护了自己而且还要学会
帮助别人。

5、画一画看，谁来了，是喜羊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漂亮的标
志，那我们请宝宝画一画自己喜欢的标志，做个小小设计师。

活动反思

这一活动认识标记，讲安全，与传统的教学方式有所不同：
通过游戏形式来组织活动，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通过设计
标记，在操作过程中认真积极地思索，通过讨论能积极用语
言表达自己看到的想到的，或向老师提出自己感到困惑不解



的问题，幼儿主动参与活动的情况在每个孩子身上表现不可
能一样，因此，教师要关于观察，了解每个孩子，根据每个
幼儿的不同特点，能上能下导他们主动参与活动。

大班生活你我他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活动目标：

1、了解水由于温度的高低，会发生变化的物理现象。遇热会
变成水蒸气，遇冷会结成冰。

2、通过实验验证水的三态变化，发展探究能力。

活动准备：

1、请幼儿在家里用冰箱做“水和冰”的实验。

2、准备一只煤炉、锅、烧杯。

3、挂图一幅。

活动过程：

一、朗诵散文诗《会变的水》，引导幼儿思考水是否真的会
变，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引发幼儿的探索兴趣。

二、回忆生活经验和在家做的“水变冰”的小实验，讲
述“水是怎样变成冰的”。

三、幼儿观察水遇热的变化

教师操作实验，引导幼儿观察：

1、你们发现水烧热后有什么变化?



2、你们看到杯口冒出了什么?

3、水气是从哪里来的?

4、水变成水蒸汽后到哪里去了?

5、杯子里的水有没有少?

6、水在什么时候变成水蒸气的?

四、引导幼儿讨论“怎样把水蒸气变成水?”

1、提问：我们能不能把水蒸汽变成水?

2、幼儿讨论，提出自己的想法。

3、利用实验材料进行操作验证。

五、帮助幼儿梳理有关水的三态变化规律的经验：当水的.温
度在“0”度

以下时，水就变成冰。冰融化了变成水。水热了就会变成水
蒸气了。水蒸气遇冷又会变成水。

六、跟读散文诗《会变的水》，启发幼儿在日常生活中进一
步观察水的变化。

活动反思：

反思一：创设环境有利于孩子发展。

这次活动是以通过实验让幼儿了解水的三态变化，所以我选
择在室外进行活动，让一部分幼儿坐在两排台阶上，一部分
幼儿围坐成圆圈，以便能让每个幼儿都能看清楚实验的全过
程，引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事实证明，孩子们在这次活动



中情绪愉快轻松，大部分幼儿的注意力能集中。

反思二：追随孩子的兴趣，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当我出示孩子们自己带来的冰块问“水是怎么变成冰”时，
由于从冰箱中拿出来有段时间了，小朋友看到冰有些融化了，
就开始争论：“冰怎样变成水了?”“这个冰块怎么这么小
了?那块还很大呢?”……这是我在教学中没有设计到的，显
然大家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决定把这个问题交
给孩子们讨论，将幼儿分成小组，进行小实验。鼓励他们用
各种办法把冰块变成水。如太阳晒、暖气烤、开水浇、凉水
泡、小手捂等。让幼儿比较哪种方法能让冰融化得快一些。
引导幼儿发现温度越高冰融化得越快。

反思三：当提问不利于幼儿活动时，及时引导，加以调整

反思四：重视幼儿的探索让幼儿，在操作中获取知识和解决
问题。在把水蒸气变成水的实验当中，有小朋友想出把手放
在水蒸气上，水蒸气也会变成水时，小朋友都围过来试一试。
这时我很犹豫，是阻止还是支持呢?结果我没有阻止他们，而
是在一旁提醒他们注意安全，等他们都一一亲自实验过，然
后与他们一起讨论这是为什么。就这样循序渐进地将引导幼
儿回到主题。

存在问题：

1、我在课前还应为幼儿提供丰富的便于操作观察的材料，如
每组准备一只酒精炉、烧杯，让每个幼儿都能亲自进行实验
探索，从而能更加引发孩子们的探索欲望。

2、在活动中还应认真的观察孩子，倾听他们的谈话，在于他
们的谈话中发现他们的兴趣和经验，激发孩子们主动学习。

3、对活动的组织调控能力还有待提高，调整的教育行为还比



较谨慎，不够大胆。如在这次活动中的生成课程转换得比较
犹豫。

4、及时反思、整理思路的能力还不足，活动后立即反思显得
条理性不够强。

大班生活你我他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活动目标：

能积极关注身边的事物，发现生活中的数字，初步了解它们
的.不同作用，从中体验活动的乐趣。

活动重点：

发现生活中的数字，尝试运用数字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
题。

活动准备：

数字卡片、图画纸、水彩笔若干。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师：“今天，小朋友都带来了有数字的物品，我们去参观一
下，都有些什么物品？这些物品上的数字有什么用？参观后
告诉老师和小朋友。”让幼儿带着问题去观察、去思考，自
然地感受数字和它们的作用。

二、基本部分

1、提问：



（1）在观察时你发现了什么？这些物品上的数字有什么用？

（2）小朋友还在哪些地方看到过数字，它们有什么用？

2、仔细观察，了解数字的更多作用。

（1）通过说明方式，幼儿交流、讨论。

（2）提问：观察中，哪些地方有数字？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呢？

3、利用游戏，升华主题。

游戏《数字排队》：让幼儿自由选择数字，自由进行组合，
并充分讲述。

三、结束部分：

想象作画，尝试用数字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活动反思：

在本课中，我主要以培养幼儿学习数学兴趣为主要目的来进
行教学，让幼儿能知道数学和我们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让
幼儿们在活动中去感受数字和我们生活中的关系，来引导幼
儿去发现数字中的奥秘，能巧妙的运用数字完成任务。

能通过在教学中的活动，让幼儿知道我们的生活和数字是分
不开，数字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举
行多种活动能让幼儿为主体，幼儿们能积极的参与活动，能
学习生活中的经验与知识。让幼儿们在玩中学、在学中玩，
同时也能很好的完成本课的教学目标，培养了幼儿学习数学
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