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秋天的树叶课后反思 幼儿园教学
反思(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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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秋天的树叶课后反思篇一

一次教学观摩活动，主题是“有用的调味品”。幼儿兴致很
高，纷纷选择食物加入调味品，然后品尝自己调制的食物。
教师随之与幼儿进行交流。

师：你加了什么调味品?吃起来怎么样?

甲：我在西红柿里放糖了，好甜!

师：是呀，放了糖更好吃了!

乙：我放了沙拉酱，真好吃!

师：是呀，调味品真好!

(许多幼儿说自己放的调味品好吃，教师都积极回应，给予充
分肯定。)

丙(小声地)：不好吃的，好酸!

(几个幼儿也接连应声说自己的调味品不好吃，“好
成”、“好辣”……教师看看他们，没有任何反应，顾左右
而言他。)



师：我们再尝尝别的调味品吧

(幼儿再次操作。)

带着疑问，我仔细看了教案，顿时明白了。原来活动目标的
第一条是“让幼儿感受到调味品能让食物变得好吃”。看来
是这个“指挥棒”在起作用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教师念
念不忘活动目标，以目标的达成为最终目的，因而在活动实
施中尽量避免节外生枝，极力促使幼儿直奔目标。

那么，这些“逆耳”的言语真的有悖于目标吗?未必!调味品
能让食物好吃，不假，但有前提：调味品必须使用得当。那些
“逆耳”的言语给出的信息是：调味品如果使用不恰当，食
物就不好吃。这不正是从另一个角度对目标的探索吗!为什么
教师听着觉得不顺耳呢?因为教师片面追求目标的实现，没有
准确地理解与把握目标的内涵，因而把这些有价值的言语看
作背离活动目标的、没有价值的、不和谐的音符。

现实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教师往往会积极回应顺耳的言
语，而对逆耳的言语听而不闻，甚至表示不满。无怪乎有人
说，“在教育活动中，儿童很多时候在附和老师。老师希望
他们说什么，他们就努力说什么，以求得到权威的认可。”

教师听不见的病根在哪里?就在于片面追求目标，只见目标、
不见幼儿，急于寻求符合标准的答案，千方百计牵着幼儿顺
应目标。这导致“预设”与“生成”势如水火，活动中闪现
的生成“火花”也被无情地扑灭。

提倡目标意识有其积极意义，但把握不好也有一些负面作用，
如一切围着目标转，过分追求目标达成等。那么，要不要关
注目标呢?回答是肯定的，但决不能片面地理解。

一不能死扣目标。既定目标终究是预设的，还需在活动中检
验。检验的依据就是幼儿的反应。教师要从幼儿的实际出发，



及时修订目标顺应幼儿，而不是强求幼儿符合目标。

二不能目标在前，幼儿在后。教师不能片面以目标的达成
为“终点”，而应该“幼儿在前，目标在后”。也就是说，
目标要来自幼儿，追随幼儿，顺应幼儿。

三不能片面评价活动的成败。评价是杠杆，起导向作用。目
前，对活动的评价往往以目标是否达成为基点，以成败论英
雄，这导致教师唯目标是从。因此我们要改变这种评价取向，
关注教师对活动的组织和把握，对活动中“生成”价值的捕
捉和利用，以及对幼儿行为的引导与反馈。

幼儿园秋天的树叶课后反思篇二

烟花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他们所喜爱的，每次放烟花的时候，
孩子们都是高兴的，因为它五颜六色，形态各异，而且能飞
到天上去，在天空中飞散开来，有的像花，有的像流星，有
的像鱼…但又不常见，只有在喜庆的节日里才能见到。

本次活动以引导幼儿欣赏烟花来激发幼儿的兴趣，让他们在
观察后说说烟花的样子和颜色，随后展示作品，并示范不同
形式的作品创作方法，幼儿兴趣浓厚，仿佛过节一般。

这是一次混龄幼儿参与的活动，由于中小班幼儿所处的年龄
段不同，能力及目标各不相同，活动之初，不论是目标的制
定还是作品的创作形式，都是我纠结的难题。目标难度大，
小班幼儿达不到，目标低，中班幼儿得不到良好的发展。最
后所选定这三种形式，既发展了中班幼儿，又拔高了小班幼
儿。

同一主题，运用不同的创作形式来表现，这一方法，本次参
与活动的幼儿第一次参与，他们同大多数的幼儿一样，对新
鲜事物充满强烈的好奇心，由于第一次使用刮画纸，所以有
一多半的孩子选择了“刮画纸刮烟花”，剩余的孩子选择



了“彩色纸屑放烟花”，而“油画棒画烟花”却没人选
择。“彩色纸屑放烟花”要剪除大量的碎纸屑，在时间不充
足的情况下，对个别小班幼儿有很大的难度，所以，活动进
行到一半时，有小班孩子放弃了，改为“油画棒画烟花”。

同一主题下不同形式的创作，对幼儿的技能要求较高，相对
于大班幼儿来说，它对中小班的孩子而言，有一定的难度，
但通过实践，孩子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增强了，表现力和想
象力有了新的提高，关键是幼儿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幼儿园秋天的树叶课后反思篇三

《小白兔和大黑熊》是一个很有趣的中班音乐游戏，aba式的
音乐分别表现出小白兔和大黑熊不同的出场时间和动作特征，
如何让孩子们在欣赏过程中，去感觉音乐所表达的内容？针
对这个活动，我做了尝试。

我们都知道中班孩子的思维以具体形象为特征的，需要直观
的教具和具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理解音乐。所以在音乐欣赏
之前，我先在网上搜索到了该活动的ppt。活动时，我边出
示ppt，边讲述故事。然后，播放音乐，请孩子们辨别音乐分
几段，分别是谁在走路？孩子们很快就辨别出开头和最后是
小兔子在走路，中间是大黑熊在走路，一共三段。

接下来我分别播放小兔子和大黑熊的音乐，让他们用动作来
表现出这两种动物走路的明显特点。在孩子们幼儿掌握好动
作后，我引导他们再次完整地欣赏音乐，一起用动作来表现
音乐的内容，孩子们做得可投入了。最后，我们分角色进行
游戏。请个别幼儿扮演大黑熊，其他幼儿跟随我一起扮演小
兔子，我们一起尽情地游戏了好几遍，孩子们还意犹未尽地
说还要玩。

整个活动进行下来，我和孩子们都觉得非常酣畅淋漓。我的
感觉是：活动中，孩子们主动积极，游戏时角色意识强，非



常投入。孩子们则是玩得很高兴。

总结本次活动成功之处：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采用了直观
的教具，结合语言引导，配上旁白式的音乐，引导幼儿充分
感受了音乐的内容和两种角色的不同特点。如此层层递进的
方法，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每个孩子都体验到聆听和
表演的快乐。

幼儿园秋天的树叶课后反思篇四

上周，幼儿园组织了一次教学观摩活动，我在工作允许的时
间内，尽量前往学习，各位老师的教师的教学经验都比我丰
富许多，在听课过程中我更感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欠缺。

我很希望自己能多有这种学习的机会，感受并吸纳各位教师
的长处。针对自己在这次教学活动中所思所想与不足之处在
此做一总结。

我在选材上曾经考虑过音乐欣赏，题材与音乐都已找到，之
所以没有用，不是因为害怕尝试，因为对我来讲，无论是艺
术欣赏还是语言，我都一样属于尝试，以前都没教过。我没
选择上的原因是我在音乐方面对节奏的感受并不敏感。今天
我在反思语言教学之前之所以会提到此节，是因为正是此选
材环节让我感到自己的第一个弱点，音乐节奏或说乐感方面
的弱势。

。在请幼儿为他们变出的东西赋予语言时，幼儿很多都回答：
它不会说话，”我没听到它讲话，”我不知道它讲什么”幼
儿的这种回答大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的引导语用的不准
确，用的不够到位；一个是幼儿没有或很少有这方面的训练
想象游戏，经过再三的努力，终于我听到那些东西讲话了，
虽然很简单也很重复，但是终于开口了，在我假模假样的掏
礼物给他们时，很多幼儿说：“什么也没有”我的目的是希
望给幼儿一个假象的空间，可是由于自己的语言包括自己的



形体语言表现的都不到位，导致的结果是让我自己感到像是
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骗子。这节课虽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但总的来讲也是我的真实水平，在评课时能听到说我上的还
不错，我真的已经很高兴了。

这次活动让我真的收获不小，除了在大的方面让我学习到很
多之外，小的方面也让我在自己的语言课上尝试了一下自己
的方式，从中我也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不要紧守教参中
的设计过程，教参只是教师的一个参考资料而已。另外我有
了一个最大的感受，放松自己，尽量去做好，不要想结果，
只有你放开了，孩子才会无拘无束。

幼儿园秋天的树叶课后反思篇五

糖果是小朋友都熟悉并喜欢的，各种口味的糖果让幼儿一直
都口留余味，如果能有吃不完的糖果那该多好呀。故事《糖
果雨》就让幼儿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对于糖果，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所以在引出话题时，
我就鼓励幼儿一起回忆自己的经验：你吃过糖果吗？你吃过
那些口味的糖果？“牛奶味、草莓味、香蕉味、巧克力
味....”听小朋友这么一说，我发现原来糖果的种类和口味
还真是多呀，有了生活经验的铺垫，小朋友一起开始理解故
事内容。

看到天上突然飘来的神奇的糖果云，糖果云还一直下糖果雨，
赶快去捡呀！于是我抛出一问题：小朋友赶紧去捡糖果呀，
你可以用什么去装糖果呢？小朋友一下子来了兴趣，有的说：
用汽车装，有的说：用篮子装，心大些的孩子说：用大篮子
装，更有些朋友说：我用飞机装飞机飞到天上把云上的糖果
全装下。真是人小心大，这显然是脱离实际的盲目幻想而已。
我说：“我们还是像个切实可行的办法，要知道，这片云朵
一会就要飘走了哟。”小哦朋友还是不肯就此罢休，都在想
用更大的东西来装。我就示范了一句：“要是我的话，我就



抓紧时间抓住机会，用自己的衣服，帽子和鞋子来装糖果了。
“小朋友见我这么说都笑了。我趁机说：“要知道即使是自
己喜欢的东西，也不能一下子要很多哟。”我想作为语言活
动，再让幼儿理解了故事内容基础上，还应给予幼儿更多，
比如：谦让，懂得适可而止，懂得满足。

糖果云最终还是要飘走的，小朋友们失望了，接下来却有来
了一个提高兴致的问题：“假如你是魔法师，你想下什么雨，
下到哪里去？”小朋友的回答都是围绕自己的生活圈来说的，
“我要下巧克力雨，我要下到幼儿园里，让小朋友们全都能
吃”、“我要下蛋糕雨，下到外婆家去，让外婆吃。”我就
赶紧补充一句：“要是我呀就想下一场米饭雨，让那些没有
东西吃的人可以吃得饱饱的。”于是孩子们也你争我抢的说，
“我要下场快乐雨，让大家都开心起来”。“我要下棉袄雨，
穷孩子就不会被冻死。”突然间孩子们想到了为他们着想，
而不是只顾自己，收获的是比说教得来的更多的真情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