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健康运水果教学反思(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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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健康运水果教学反思篇一

《摘果子》一课是北师大版教材数学一年级上册第26页、27
页上的教学内容。

新课标明确指出：“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
必须的数学”，也就是说数学学习内容应该是现实的、有趣
的、富有挑战性的，而且要符合学生发展的基本需要，同时
也要使学生认识到数学的价值，了解数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
用。这里从学生感兴趣的生活情境出发，让学生初步感知减
法的含义，初步体会减法与生活的联系，唤起学生的参与意
识，。新课的教学改变了教和学的方式，让学生动手实践、
自主探索，教师是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
新课程倡导让不同的学生在数学学习上都能获得成功，最大
限度地发展每一个学生的智慧潜能。我允许学生有不同的答
案、不同的想法，让学生敢想、敢说，使学生获得成功的体
验，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新教材的基本特色就是重新整合知识内容，体现数学学习内
容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以学生“数学活动”为主线，促
进教与学方式的转变。在本课中，教材通过“摘果子”这一
生活情境，让学生初步感知减法的含义，初步体会减法与生
活的联系。教学中，我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创设了一个摘
果子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在活动中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从而
产生学好数学的愿望。教学效果很好。在教学活动中，我注



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数学、体
验数学，允许学生有不同的想法，让学生敢想、敢说，使学
生既获得了知识，又发挥了个性特长，为培养学生创新智能
打下了良好基础。

中班健康运水果教学反思篇二

在学校组织的校评优课上我执教了《摘果子》一课。本节课
的教学，我注意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通过操作，使学生感
受减法的含义。通过具体情境，让学生编数学故事，不仅练
习了减法计算，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并且进
行礼貌待人的文明行为教育，基本上达到了本节课的教学目
标。

1.根据一年级学生的特点，教学过程应是走向数学活动的过
程，这样师生双方忘却了外在的期望压力，全身心地投入到
教学中，为教学情境所吸引，让学生在做游戏活动中学习数
学，激发对数学的兴趣，真正实现让学生在玩中学，做中学。
本节课的“比手指”“采摘”的活动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2．本节课注重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把学生生活中熟悉的减
法实例引入教学，学生会感到有感而发、有话可说，使他们
感到数学的乐趣。可见数学源于生活，生活中又充满着数学。
在数学教学中，数学与学生实际生活的紧密联系，使学生从
生活经验和客观事实出发，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学习数学、
理解数学、发展数学，最后，再应用于实际生活。数学教学
要贴近学生生活，让学生在生活中看到数学、摸到数学、运
用到数学。

活中的实例”的正反两个层次的活动中逐步体会、理解减法
的意义。

4．本节课注重从细微处入手，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能力。
包括：认真倾听的习惯；主动与他人交流的习惯；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小组合作学习的能力等。在教学活动中，
我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数学、
体验数学，允许学生有不同的想法，让学生敢想、敢说，使
学生既获得了知识，又发挥了个性特长，为培养学生创新智
能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是从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来看，合作
意识还不够强，需要进一步培养。

中班健康运水果教学反思篇三

作为心理健康课的新老师，如何上好心理健康教育课，通过
课堂教学活动提高学生的知、情、意。我一直在不断的摸索、
总结、思考。在04。9班的教学中，我以前做法是：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同样的内容，采用学生感兴趣的方式，
学生接受起来会更加乐意和主动。面对从未真正接触过心理
方面知识的学生，我给学生创造了很多的发挥空间。每一堂
心理健康课之前，我都会安排一名学生完成一次自我介绍。

心理健康教育课的重点在于活动中的体验，绝不能为了活动
而活动，活动应该有主题，有核心。心理健康教育课也应该
坚持一个核心，并围绕这个核心，“行散神不散”，着重培
养学生最基本的心理素质，让他们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和体
验到对自己的终生发展有价值的核心观念。

对于这方面的能力，我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活动对于教师
的能力要求很高，想做到形散神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心理教师能在适当和必要的时候，作真诚的自我剖析、
自我开放，学生也会减轻自我防卫心理，真实地表达自己、
安全地探索自己。有时学生甚至会主动要求：“老师，你呢？
你以前是怎么样的？给我们说说啊！”不过作为一名心理教
师，其最重要的角色始终是课堂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自我开
放应该有一定的原则和限度，否则，将会导致角色混乱，得
不偿失。



以上是我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的教学中。努力的一些做法、感
想。当然，我的心理健康课还不成熟，仍存在许多的问题。
要真正上好心理健康教育课，发挥出它最大的作用，还有很
多问题有待发现和解决，我会在继续努力！也希望老师和前
辈们多多给我帮助。

中班健康运水果教学反思篇四

《摘果子》，要求幼儿感知音乐并能随着音乐表演摘果子的
动作，从而体验参与音乐活动的乐趣。活动开始的时候，我
以提问的方式引题：“小朋友，果园里有哪些水果可以丰收
呢？”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作答。我再次提问：“那你们能
来学一下果园里的叔叔、阿姨摘果子的动作呢？”孩子们便
非常主动地站立，在位置前做起了“摘果子”的动作真是可
爱极了。待孩子们的表现结束后，我便请小朋友一起来欣赏
我的“摘果子”的动作。值得高兴的是，孩子们看得可认真
了。

示范过后，由孩子们来参与表演。我发现学习两遍过后，孩
子们似乎有些厌倦了。我马上进行调整，创设了游戏情
节：“接下来，我们来比一比，看看谁摘的果子最大、最好
吃！”孩子们一听又来劲了，便很认真地表演了一次。为了
让孩子们进入游戏情境中，我主动走到表现的最好的孩子面前
“吃”果子。见我吃得这么香，孩子们都羡慕极了。看到孩
子们那一双又一双企盼的眼睛，我又放了一遍音乐，将游戏
情节继续下去，而且尽可能的“吃遍”全班每个孩子的苹果。
也就这样，使孩子们一直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很好地掌握
了“摘果子”的`动作。

活动结束后，我进行了反思：在活动的开展过程中，老师的
引导性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会直接决定一个活动开展的效
果。我庆幸，在活动中我能根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及时地
进行调整。



中班健康运水果教学反思篇五

摘果子是一节音乐律动活动，重点是体验并表现劳动时的愉
快和果子丰收的喜悦心情。创编不同方位摘果子动作，随音
乐节奏合拍的做摘果子以及踵趾小跑步的动作。

这首律动一共有八小节，4 2拍，节奏欢快。听到这样的律动，
让人忍不住想随之舞动。

小跑步对于学生来说再熟悉不过啦，而踵趾步还比不太熟悉，
而律动要求将二者结合，因此在活动前，我担心班上的小不
点们对踵趾小跑步不太熟悉，跟随音乐做起来可能会有一定
难度。于是在活动前几天，在早操的准备过程中，我带领学
生开始尝试做踵趾小跑步。首先双手叉腰，然后分解动作，
一步一步慢慢来。原本还在担心他们会不会不愿意做，没想
到他们不约而同的跟着我的口令，兴奋地做起来，伸出左
脚“脚跟、脚尖、1234”，伸出右脚“脚跟、脚尖、1234”，
不得不感叹他们的领悟能力真的很强，很快就可以很好的掌
握接踵脚趾小跑步，真是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啊！

在上这节活动中，我问了他们关于秋天的问题，接下来就
把“球”抛给了他们，“果园里的果子都成熟了啦！农民伯
伯们忙不过来啦！想请小朋友们去帮忙摘果子！大家愿意
吗？”可谓一呼百应“愿意！”（哈哈！能不愿意吗？全都
坐不住啦！）“可是，你们会摘果子吗？” “谁会赶紧上来
表演一下！”“请你上来表演一下吧···”孩子们积极地
上台表演着，有得使劲地踮起脚摘果子，有的还卖力地跳起
来，有的两只手一起来，极力想表现自己是摘果子高手。

在摘果子的环节中，我和孩子们尽情地在“果园”里享受着
丰收的喜悦，带领他们一个地方摘完了，要换一个地方，果
树上到处都是果子，于是我们开始创编在不同方位的地方摘
果子，可是摘的果子放在什么地方呢？于是我用手示范，比
作篮子，将摘到的果子放进篮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