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鸡的聚会教案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鸡的聚会教案反思篇一

《动物聚会》一课中，目的是：

1.通过学习，使学生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并以此培养学习数学
的兴趣，养成勤于动脑，认真计算的好习惯。

2.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能够提出问题，列出乘法算式，体
会乘法的简单应用。其中重点是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体会乘法的简单应用；难点是加深学生对于几个
几和乘法意义的理解。在一节四十分钟的活动里，有些知识
学生掌握得比较好，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我的反思有如下
几点：

首先我以动物爱吃的食物引入，激起了学生的兴趣。这样对
于后面的学习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然后我让学生观察画面，
发现图画中的信息，提出问题。学生都能很好地根据画面提
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达到了重点中的其中一部分。学生
提完问题后，我从学生的问题中抽出了例题一共有几只小鸟？
板书，然后再引导学生说出解题的思路，列出乘法算式，在
这里，学生能说出乘法算式并说出为什么要这样列式，体会
到了乘法的简单应用，也训练了学生的思维。这就轻而易举
地达到了本课的重点并突破了。在解决完问题后，我再把学
生的问题用幻灯片展示了出来，让学生自己选一道自己想解
决的问题，解决完后和同桌说自己的想法。新课标中要求学
生不但要会解决问题还要会和别人交流自己的想法，这一点



在课堂活动中体现了，效果还是可以的。在整个课堂中，学
生不但动了脑，还动了手，手眼脑协调，因此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较高。掌握的知识也掌握的比较到位。

但是，本节课堂活动中，我还有很多不足需要改进的地方。
比如：在表扬学生方面，我的激励性语言不够；在学生选题
目做练习时，题目的形式不要用幻灯片演示，而以纸条的形
式贴在黑板上给学生看，这样在时间上就可以节约更多的时
间来做后面的练习。另外，我觉得整课的画面出示不要全部
一起出现，以片断的画面出示可能更好。这就有利于学生更
加好地集中注意力去解决相对应的问题。在学生做完练习后，
我没有把学生的作业展示，而是一个个去问学生，让学生来
回答，最后才把学生的算式板书。我想，在以后的课堂中，
做练习时可以不用这样学生来回答，可以让学生回答1道或2
道题，其它的题目就可以把学生的作业在平台上展示出来，
这样不但能把学生的兴趣保持下去并可以节约时间去做后面
的练习。最后，学生的练习不够。课堂中学生只做了书本第8
页的连一连，而从学生的练习来看，有部分差生并不能全部
做对，这主要是看图理解几个几的理解不深，在下一节课里
还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认识理解。

以上便是我对《动物聚会》一课的反思，在以后的工作中，
我会更加努力地把这些自己不足的需要改进的地方改进，不
断地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小鸡的聚会教案反思篇二

教材中的主题图是以学生喜爱的童话形式出现的，目的是使
学生感到生动有趣，让学生在生动的'情景中提出问题，列出
乘法算式，体会乘法的简单应用。教材中“你能提出哪些数
学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我利用课件调动学生发现
问题和提出问题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一引导学生集中讨论
“一共有几只小鸟”这一问题。根据问题列算式，有的是列
加法的算式，有的是列乘法的算式，都应给予肯定，但要引



导学生明白乘法是加法的简便运算，列乘法更简单一些!接着
重要的环节便是理解乘法算式的意义，例如3__6既可以表示3
个6又可以表示6个3，但是在具体的情景问题里就只能表示一
个意思了、让学生通过画圆圈来理解几个几。

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时间控制的还不够好，因留5到10分钟给
学生做作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教师讲得太多，学生的主体
地位还没有体现出来。通过今天的教学让我明白培养学生学
习数学兴趣是极为重要的，这就要老师花更多的时间备课，
寓教于乐。

小鸡的聚会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的一开始我把游戏去掉，通过谈话进行导入结合图片，
引出大树和小鸟，以故事的形式展开，然后再进行诗歌的朗
诵欣赏。诗歌很简单，配上准备好的ppt，使幼儿很清楚的理
解诗歌的内容，图片不仅可以帮助幼儿理解和记忆儿歌，还
能提高幼儿对学习的'主动性，他们非常很喜欢，很感兴趣。

《指南》中要求：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支
持、鼓励、吸引幼儿与教师、同伴或其他人交谈，体验语言
的乐趣。因此，在活动中，我设计了分角色表演，让幼儿在
游戏情景中互相交往、互相合作。语言能力是在运用的过程
中发展起来的，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
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因
此设计了创编环节，并提供了小动物操作卡，让幼儿在愉悦
的游戏中大胆发言，尽情创编。看着操作卡进行创编，这既
降低了难度，也给了幼儿信心，让他们勇敢进行创作。在学
习儿歌的过程中，我运用多种方法，把多个领域的知识相互
渗透。整个活动中，我除了发展幼儿语言表达能力外，还将
社会方面的内容巧妙的渗透在其中，比如，让幼儿了解了好
朋友之间那种相互依存、友好的关系。增强了幼儿之间礼貌
交往的意识，充分体验到与同伴合作游戏的快乐。



小鸡的聚会教案反思篇四

我班大多孩子比较顽皮，注意力不易集中，但对于新鲜的、
喜欢的游戏就能积极地参与。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关于健
康领域的要求也提到了：“用幼儿敢兴趣的方式发展基本动
作，提高动作的协调性、灵活性。”因此，我就借助于常见
的物品丝巾作为教具，利用小小的简单的教具，通过一物多
玩，结合孩子们喜欢的游戏形式来练习基本动作，发展身体
协调和灵活性，来满足幼儿好动、好表现的心理。

整个活动我以多种形式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幼儿生动、活
泼、主动活动，以关怀、接纳、尊重的态度与幼儿交往、耐
心倾听，努力理解幼儿的想法与感受、支持、鼓励他们大胆
探索和表达，幼儿在活动中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每一环
节过渡自然且形式、风格各异，活动材料做到一物多用。

一开始我以春天天气真正好，鸡妈妈带着鸡宝宝出去玩为主
线贯穿整个活动，通过自由探索丝巾的玩法，分享交流，再
慢慢过渡到抛丝巾，利用游戏“放气球”的形式来练习向上
抛的基本动作，孩子们都积极地参与游戏，很好的掌握了向
上抛的动作。

对于最基本的走跑动作，我改变了以往老师拍鼓，让幼儿根
据鼓声的快慢来练习走跑，而是选择了快慢明显的两段音乐，
让幼儿在快乐的游戏中能够倾听、分辨，更有兴趣的来练习
走跑。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把丝巾藏起来(不让妈妈找到)，
不但很好的调节、控制了幼儿的激动情绪，也充分调动了幼
儿的积极性，让每位幼儿有动手、动脑、动口的机会，还锻
炼了幼儿的灵活性。

最后的'游戏“小鸡和狐狸”，把前面已学的动作(走、抛)进
行了整合，把幼儿自由探索中的方法(把丝巾“盖”在头上)
运用进来，使孩子们感受到自豪感，发展了灵活性和身体的
协调性。



但在活动中我也发现了一些不足和值得改进的地方：如，在
自由探索中一位孩子把丝巾披在肩上，我没有好好的引导，
怕活动乱，其实可以让幼儿尝试一下，这样能更好的练习跑;
对于向上抛的动作，可以多样性点，可以单手，或者左右手
抛，再加入接;在听音乐走跑时，可以让孩子们在一个方向跑，
动作上可以有要求等。希望以后的活动中，考虑得更周到，
上出更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与需要，更有特色的活动课，
使幼儿在我们的教学中更健康、快乐地成长!

小鸡的聚会教案反思篇五

1、简单区分小鸡、公鸡和母鸡的外形特征。

2、了解鸡的生活习性。

3、培养幼儿关爱小动物的情感。

1、饲养角里有小鸡、公鸡（录有公鸡、母鸡叫声的磁带）

2、图片：小鸡的一家

1、听一听，猜一猜，这是谁的声音？

2、认识小鸡。鼓励幼儿看一看小鸡的眼睛、腿和翅膀，摸一
摸小鸡的绒毛，找一找小鸡的耳朵、鼻子在哪里？，！来源：
屈，老，师教。案网"学一学小鸡的叫声。

3、比较公鸡和母鸡的不同之处（引导幼儿有顺序地观察）。

4、 小结：公鸡和母鸡一样的是他们都有翅膀、两条腿、鸡
冠，不一样的是公鸡的羽毛比母鸡的羽毛漂亮。公鸡头上有
高高的鸡冠，每天早晨打鸣，而母鸡的鸡冠比公鸡的鸡冠小，
会咕咕叫，会下蛋。



5、讨论：小鸡是怎么出生的？

母鸡生下的蛋经过一定时间的孵化就变成小鸡了（帮助幼儿
理解小鸡一家的关系）。

我班幼儿很喜欢小动物，我从孩子们的兴趣出发，利用幼儿
的好奇心，精心设计了本次主题活动，给幼儿创设一个可自
由探索的空间。从本次活动中幼儿不仅能够认识鸡的一家，
知道鸡蛋从哪来的，而且从中还会体验到探索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