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语言听雨反思 幼儿园大班语
言活动的教学反思(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中班语言听雨反思篇一

故事是幼儿接触得最多而且也是最喜欢的一种文学形式，爱
听故事是幼儿的'天性。故事《总是迟到的嘟嘟》主要讲述的
是一个叫嘟嘟的小朋友总是迟到，并且每次迟到总会找到一
个理由为自己辩解。但每次他都是从别人身上找理由，从来
没找过自己的原因。这个故事内容比较简单，幼儿也比较容
易理解。

本次活动主要利用提问的方式，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激
发幼儿的多向思维，逐步引导幼儿根据生活经验大胆猜测，
使幼儿很快融入到故事情节中去。

活动开始，我出示小布偶“嘟嘟”来引出故事。嘟嘟的故事
其实是很多幼儿的生活剪影，当听到故事中的嘟嘟迟到了
怪“妈妈自行车骑得太慢”，怪“爸爸喊他太晚了”，甚至怪
“闹钟声音太轻了”，孩子们都笑了起来，这时，我请幼儿
学着嘟嘟的语气说话，孩子们都学得惟妙惟肖，仿佛自己就
是故事中的嘟嘟。

欣赏完故事的后半段，我给幼儿提出了讨论的问题“你们觉
得嘟嘟迟到究竟是谁的错呢？”大家都说“是嘟嘟自己的错，
可他怪别人，真可笑！”我趁机问“孩子们，你们上幼儿园
迟到吗？”有几个平时经常迟到的孩子听我这么问，都纷纷



低下头，不作声了。我又问“早上起床谁能自己自觉起来
呢？”这次有很多孩子不敢举手了。看来很多孩子也像嘟嘟
那样喜欢赖床，晚上不肯早睡，早上不肯起来，动作又拖拉，
因此经常导致自己上学迟到。

活动最后，我请幼儿自由讨论“怎样做才能不迟到”，一些
每天都能早早来幼儿园的孩子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经验。而
那些经常迟到的孩子，他们也说了自己的决心，并且要请爸
爸妈妈一起监督他们养成这个不迟到的好习惯。

大班的孩子处在幼小衔接的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是要为上
小学打好基础的，而幼小衔接的关键不在于教孩子多少知识，
而是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这样才能为他们
的小学学习生活做好准备。《总是迟到的嘟嘟》这个故事非
常贴近孩子的生活，孩子们更能领会到故事的意义，也更能
帮助孩子找到并且改正自己身上的缺点。

当然，在活动中我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本次活动的难点把握不到位，幼儿没有真正体验到故事人物
前后两种态度和行为所带来的不同结果，目标达成度不高。

故事的讲述不够生动、形象，表情动作不够丰富，感染力不
强，讲述故事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活动中，幼儿与幼儿之间的交流比较少，没有做好幼幼互
动。幼儿是语言学习的真正主人，应该让孩子充分的活动，
充分的交流，充分的辩驳，充分的思考。

中班语言听雨反思篇二

为了上好本次语言活动，丰富幼儿的经验，做好活动前的准
备，我提前一晚通知家长“协助幼儿准备幼儿最喜欢的玩具
一个至两个，第二天带到幼儿园。家长可先帮助幼儿丰富经



验，如知道所带的玩具的名称、外形特征和简单玩法。”

第二天幼儿们纷纷带来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我小心翼翼的
把它们放在框子里，生怕弄坏了玩具孩子会心疼。活动刚开
始，幼儿就很兴奋了，看到今天有那么多好玩的玩具可以玩，
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我事先讲了一些活动要求，幼儿的任
务是边玩玩具边向同伴介绍自己的玩具，说说玩具的名称、
外形特征和简单玩法。幼儿一到小组，就好开心。在活动中
幼儿能爱惜、爱护同伴的玩具，经得同伴的允许后才拿起同
伴的玩具，在玩的过程中，轻轻抚摸玩具，生怕把同伴的玩
具弄坏了。

本次活动圆满的结束，师幼互动融洽，幼儿获得了积极的情
绪，在玩中获得知识，寓教育于游戏中，很好地将游戏与教
育结合在一起。本次活动能够顺利的开展，也得益于家长的
支持，能配合老师协助幼儿准备玩具，并将带到班级中。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
作伙伴，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
支持和主动参与。本次活动很好地实现了家校互动，家园沟
通。

中班语言听雨反思篇三

《逗蚂蚁》这首诗歌节奏明显、内容浅显，短小精练又生动
活泼。这朗朗上口的诗歌能很快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源于生
活的题材能丰富幼儿的生活经验。

在第一次教学过程中，我分成了三个环节，第一环节产生兴
趣，通过猜一猜：“小朋友，今天我们要请一位客人一起来
做游戏，猜猜它是谁？”。用猜想形式可激发幼儿的学习兴
趣，集中他们的注意力。再通过喊一喊，逗一逗，设计了游
戏情境“逗蚂蚁”，引导幼儿充分展开想象，理解儿歌内容，
并熟悉儿歌句式“蚂蚁来呀来”。第二环节我改变了以往单
一模式的教学，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儿歌。这个环节中，我



抓住了儿歌中的“哼哟哼哟搬得欢”，启发幼儿分别对“哼
哟哼哟”与“搬得欢”进行联想，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加
深了幼儿对蚂蚁体型小、力气小的印象：二是发挥了移情作
用，让幼儿明白有了好东西与他人分享是快乐的事。在试上
时，情况并不乐观，出现幼儿对儿歌感兴趣，但是一到游戏
环节出现混乱的景象。

主要原因是幼儿不知道哪些是问哪些是答。因此我设计了让
幼儿带着“哪些是问的”这一问题听儿歌。并在分配角色时，
教师用“请”的手势作为提醒，帮助幼儿理解。小小的一个
手势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在学习中并进行表演，小班幼儿
年龄小，较容易进入游戏情境，但主动性往往不够，因此我
设计了让沈老师带领参与，教师的参与起着一种示范，又能
帮助幼儿顺利开展游戏，体验游戏的快乐。第三环节替换儿
歌中的饭菜名。由于创编对小班幼儿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
因此我将此作为延伸活动，让幼儿在课后跟好朋友、家长进
行互动。

由于是精选的活动，因此我觉得在课的设计上都很好。但是
在活动中，教师的语言还有待优化(如：我引用了“蚂蚁老
师”逗得台下一片欢笑声。课后，师傅说原话可以改为“今
天来了这么多老师，我们请他们来当蚂蚁”更恰当)。

中班语言听雨反思篇四

语言活动《小老鼠摘果子》的故事内容简洁易懂，天真童趣。
故事中的动物朋友都是幼儿所喜欢和熟悉的，有小鸟、小猴
子、大象、蛇、鳄鱼、海豹和小老鼠。我在活动中也重点引
导幼儿观察画面，边看图边想想、说说小动物摘果子的方法，
从而来了解不同动物摘果子的不同的方法，培养幼儿的观察
能力和想想能力。

活动中，我采用了明暗两条主线来帮助幼儿理解故事的内容。
一条是：观察有哪些小动物来摘果子？是怎样摘果子的？并



引导幼儿用肢体动作来学一学，理解动词：衔、卷、咬、摘、
扫，帮助他们梳理小动物摘果子的方法；另一条是：引导幼
儿观察果子的数量由多到少的变化，小鸟摘掉了一个、大象
卷走了一个、蛇咬掉了一个，果子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到
最后剩几个？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引导幼儿仔细观察树下的小
老鼠表情的变化，如：当小鸟、大象都摘走了果子，小老鼠
的表情怎样？它做了什么动作？后来小猴子、鳄鱼也来摘走
了果子，小老鼠又是怎样表现的？从小老鼠表情的变化中，
让幼儿了解它心理着急、特别想要摘到果子的那种急切的心
理。

当然，在故事的最后：当海豹和小老鼠坐在树下一起吃苹果
时，我对幼儿进行了分享教育，体现了绘本教学的人文内涵。

整个活动下来，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整个活动让人感
觉起伏不是很大，幼儿在故事表演的时候不是很投入；环节
与环节之间的过渡处理得不是很好，下次再进行活动时还需
要进一步改进。

中班语言听雨反思篇五

1、欣赏、理解故事内容。

2、知道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

3、能在集体面前大胆发言，积极想象，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4、能认真倾听同伴发言，且能独立地进行操作活动。

重点：

能根据自己对画面的理解，用完整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猜想。

难点：



通过表情的变化理解胖；脸儿的心理变化过程。

知识经验准备：利用小游戏，培养幼儿夸张的想象能力；知
道木瓜是长在树上的；了解惊讶、难过、高兴等表情。

绘本《汤姆最好的朋友》、课件

师：你的好朋友是谁？你和好朋友在一起会在些什么？

（一）教师讲述故事，幼儿观看图画。

（二）故事内容交流，边回忆故事边观察图片。

1、汤姆和旺旺都做了些什么？

2、汤姆在旺旺家发现了哪些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

3、汤姆和旺旺在一起开心吗？为什么？

1、你发现汤姆和旺旺最大的不同了吗？是什么？

3、如果有一个外国小朋友到你家，你会跟他玩哪些游戏呢？
你会带他做些什么？

教学反思：

基本完成了本节课预设的教育教学目标，幼儿对老师的提问
积极响应，与老师的互动很好。老师的有些引导还不够到位，
要多让幼儿表达，以后上课要多注意对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
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