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熊来啦教学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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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大班熊来啦教学反思篇一

每一天户外活动前的排队成了我最头疼的一个环节。我发出
到教室外面排队了。就像是混乱的导火线。有的孩子连椅子
也顾不上放好，就拥到我身边来。你挤我，我挤你，经常会
听到教师，他挤我!异常是星宇小朋友，每次的排队总会挤在
前面，总是对我说我想排第一个。我忍不住问:站在第一个和
站在后面有什么不一样吗他发表自我的意见:能拉着教师的手，
能先玩到玩具。我说:那总不能每次都是你排第一个，每个小
朋友都有机会。他不高兴的说:不好。于是，我换了个口吻
说:那请你当班长，帮教师管理后面的小朋友，别让他们掉队
了，好吗他立刻很乐意的理解了。

想不到，在这小小的排队里还有这么多的内涵，看来孩子的
小脑袋中还真藏着不少秘密在等着我们来发现呢。教师要站
在孩子的角度上，用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个第一。那么用什么
方法让他们主动放弃这样诱人的位置而互相谦让的排队呢我
们怎样让大家不争不抢呢我试想几点:

1、能够看谁的表现好，就让谁站第一;

2、能够轮流站第一;

3、遇到不讲理的孩子，教师能够用转移的方法，鼓励他帮教
师一齐管理小朋友。



案例实录：有一天，午时起床后，我正给女孩子梳头，佳佳
走过来告诉我说她肚子疼。于是我用手轻轻给她揉了揉，提
醒她如果还疼就告诉教师。当我组织正常的教育活动时，突
然哗的一声，佳佳吐了一地，脸上、身上全是呕吐物。见此
情景我急忙替她擦脸，帮她脱下弄脏的衣服。琪琪看见了把
自我干净的衣服递给我说：教师，今日佳佳没有带书包，我
把衣服借给她换。当时，我很感动，一个5岁孩子在没人提示
下主动帮忙同伴，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回头再一看，大部
分幼儿用手捏着鼻子，捂着嘴巴，一副厌恶的表情。

分析反思：平时我们总是耐心教育幼儿互相关心、互相帮忙、
互相照顾，而现实当中却是另一番景象。于是，我帮咪咪换
好衣服后，递给她一杯水，关心地问她：咪咪，刚才大家都
笑你，你心里好受吗咪咪难过地摇摇头。之后，我向小朋友
提出一个问题：看到别人生病了，你会怎样办有的小朋友说：
不应当笑话她。应当拿衣服给她换，倒杯水给她喝，不应当-
-----大家发言十分进取，最终经过讨论：小朋友明白我们大
三班是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会有困难，都需要别人的关心
和帮忙，我们应当像一家人一样热心帮忙朋友。

这次突发事件，使我悟出一个道理：同情心离孩子们已经越
来越远了，孩子们被大人的爱包得水泄不通，不懂得怎样去
同情、关心别人，事事以自我为中心，在生活中也缺乏谦让、
友爱、团结的精神，常常为了玩具你争我夺，不会谦让。可
孩子们总会长大，总会离开父母筑造的窝，他们要生存，不
仅仅靠一技之长，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与人交往，如何同情、
关爱别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作为幼儿教师，培养幼儿
高尚的道德品质是幼儿教育目标之一，要抓住日常生活中的
一件件小事，把握教育的契机，方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大班熊来啦教学反思篇二

今天，我教学的这一课是北师大版一年级语文下册“雨”这
一单元的第二篇课文《美丽的彩虹》的第一课时。《美丽的



彩虹》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儿童诗歌。全诗图文并茂，插图优
美，生动有趣。“彩虹”是小朋友日常生活中很不常见而又
很神秘的一种自然现象。这首诗歌很容易引发小朋友学习的
兴趣，激发小朋友的求知欲。

我先说说本课的教学目标：

1、学习课文，了解一些关于彩虹的知识，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感受大自然的美。

2、认字16个，写字两个，进一步巩固识字能力。

3、学习诗歌的前三个小节，指导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感受诗
歌的韵律美。

4.让孩子们能把自己的想象用完整的语言表达出来。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我设计了随文识字;情感朗读;发挥想象
力，并说出自己所想的内容这三个环节，基本达到了识字、
读文、训练口头表达能力的教学目标。

我是怎样来达到这些目标的：

1、新课标改革下，一年级课文中所要求识记的生字比较多，
如果让孩子们用单一的方法识字，可能比较困难。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我让小朋友们在游戏中主动识字，我用简单字相
加和故事识字的方法来认识了“虹”字。用对比“晴”
和“睛”来让孩子用偏旁来区分形近字。用词语搭配来学
习“戴”字。让学生不仅认识了生字，也掌握了自主识字的
方法。

2、在指导孩子们有感情读文这一方面，我抓住每一小节的几
个重点词语，如“雨过天晴，高高，遥远，更加”等，让孩
子们进入到情景中去，有感情的朗读诗歌。



3、培养低年级小朋友积极地对感兴趣的话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是新课标中低年级学段口语交际的目标之一。在本节课中，
我让孩子们思考并交流 “你走过彩虹桥，还希望能看到什
么?” “彩虹还像什么?”。训练了小朋友的口头表达能力。

当然，在教学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希望得到各位领导和老师
们的指导和帮助,谢谢大家。

大班熊来啦教学反思篇三

我是一名转岗的幼儿教师，快三十的年龄我才来到了这个崭
新的行业，但我相信只要我不断努力，每一天有所反思，有
所提高，就会把工作越做越好。所以在工作中我十分注意观
察与反思，幼儿平常的一举一动、一句话语、甚至一个眼神
都能引发我的思考，慢慢的我养成了反思的习惯。

大雨过后，许多长长的蚯蚓从土里钻了出来。我想实地给孩
子们讲讲蚯蚓，可是孩子们却听不到。因为他们看到了蚯蚓
都大声地尖叫着，一声接一声，不能停下来，就像游乐园中
人们玩海盗船时发出的阵阵尖叫声。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十分
害怕蚯蚓，不然他们为什么不躲开而是争着靠近呢尖叫是不
是在给他们减压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欢乐呢看着他们好奇
的眼神，听着他们的声声尖叫，我没有制止。这是我第一次
听到他们这样的尖叫，叫完了就完了，他们还是像往常一样
欢乐。有位名人(忘记名字了)说过要让儿童像儿童一样地生
活。在转岗培训的第二堂课上教师讲的这种观点。当时教室
外十分吵嚷，是北京小学的孩子们吧教师说：不用去管他们
吧，他们是像儿童一样地生活，他们此时此刻是欢乐的。我
想：这天幼儿看到蚯蚓都热烈地尖叫，其中有他们看到新事
物的欣喜与好奇;也有对新事物的恐惧与惊叹，更有对新事物
的接近与向往。

深秋时节满地的树叶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部分孩子开始
在周围草坪上捡拾树叶。一会儿就能检一大把。给你票。小



迪在给上滑梯的小朋友发票。小朋友也配合，接过一张票还
说了声多谢!这时我又发现小辉在往滑梯口那儿堆树叶，其他
幼儿也模仿他把自我手中的树叶放在那儿了。我有过去的冲
动，想告诉他们滑梯上会变得又脏又乱了。这时一名幼儿从
滑梯上滑了下来，把树叶冲得哗的一下飞了起来，落到四周。
孩子们欢叫了起来!噢!他们是不是有一种看到激流勇进的船
冲下来那一刻水花四溅时激动与欢乐呀他们的欢笑声和再次
行动肯定了我的想法。他们真了不起，创造出这么好玩的游
戏!我真想不出来呢。在佩服孩子们的同时我也不忘反思：自
主游戏对幼儿的发展很有益处，教师要给幼儿自主游戏的时
间和空间，并给予用心的支持。他们会以物代物、一物多用。
能创造、发明出一些有好处、搞笑的游戏来。

幼儿离园后我去厕所方便，正碰到一位妈妈带着一名幼儿上
厕所，妈妈把孩子扶上厕所，孩子蹲在里面，妈妈蹲在外面，
***大手扶着孩子的胳膊，听到啪嗒、啪嗒两声，孩子说：拉
完了!虽然这是很平常的的事情，但当时我感受良多：有的幼
儿为什么会把大便拉在裤子里幼儿为什么会离园后才让妈妈
陪着大便思考之后我明白是我做得不够到位，还没有得到孩
子的高度信任，孩子需要妈妈式的帮忙!之后我们对班上有类
似问题的幼儿采取了妈妈式的帮忙，确实帮忙幼儿较快的度
过了入园大便难一关。

幼儿第一次尝试爬斜在半空的不规则攀网时，小惠爬得谨慎
而留意，小音在小惠前面，她爬得比较快，到了上头她反过
身来对下头的小惠说：小惠，你爬吧，摔不着的!小惠听后果
真稍加快了攀爬速度。看到她们的行为我感到：幼儿之间构
成良好的伙伴关系有利于幼儿的健康欢乐成长。同伴之间的
鼓励与支持不一样于教师给予的鼓励与表扬。因为他们的鼓
励源于自身的尝试与感受，更容易产生同感和共鸣!

活动区活动时小羽高声叫我：马教师，您看她小手指着城堡。
我看了看和她说：这个城堡真漂亮，你真棒，是个小建筑师!
这时我发现晨晨用一双渴望的眼睛看着我!我冲他笑了笑说：



晨晨你也搭了，对吧!他点点头。我说：你搭的也很好，教师
看到了!他听了笑了，眼睛亮亮的看着我，目光中闪烁着欣喜
和自豪!之后我反思：活动区的灵魂在于幼儿自由选取和自主
游戏，但并不是说教师无事可做了，幼儿能够坚持下去，教
师的表扬与鼓励很重要。当然还少不了启发与引导。外向的
幼儿会迫不及待地和教师要表扬，对于内向的幼儿呢善于捕
捉幼儿情绪、情感变化的教师，不要把他们忽略了啊!

反思使我的工作潜力逐渐提高;反思使我更受幼儿的喜爱;反
思使我每一天都有所收获;反思使我充满前进的动力!反思让
我成长，我在成长中将继续反思，坚持下去，我要继续做善
于反思的幼儿教师。

大班熊来啦教学反思篇四

本次科学探究活动，来源于幼儿的生活，选择的探究内容是
幼儿非常感兴趣的。活动中教师为幼儿提供了大量的可探索、
操作的材料，创设的环境宽松、自由，使幼儿能在教师所创
设的活动氛围中大胆尝试，主动探索，极大地激发了幼儿的
好奇心及科学探索的积极性。

此外，在活动中，教师能按照《纲要》的要求做幼儿的支持
者、引导者，体现以幼儿为主体，培养幼儿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真正的让幼儿成为学习的主人。如：当个别幼
儿因操作不当产生不正确的答案时，教师并没有去马上纠正，
而是通过让幼儿再次操作引导幼儿自己发现问题，想办法解
决问题，从而得出正确的答案。体现了重视教育过程，不一
味追求结果的教育观。幼儿正是在与材料的交互作用中获得
直接的感性经验，了解了雨伞的材料是防水材料。并鼓励幼
儿学习运用记录单记录操作的结果，培养了幼儿科学的学习
态度及掌握科学的方法。

教师提供的材料没有考虑到个体差异，如果将操作材料减
掉1-2种，能力弱的孩子会更容易完成，而能力强的幼儿可在



此基础上再 提供几种不同的材料供幼儿自由选择，会满足这
些孩子的需求。此次活动，使我认识到在科学探究活动中材
料提供的科学性及“以幼儿为本”，“尊重幼儿在发展水平、
能力、知识经验的个体差异”不应是一句空话，需要教师用
心体会。

春天来了，当教师带领幼儿感知春天的同时，第一场春雨也
喜降大地。早上，幼儿来园时非常兴奋，很多小朋友一进教
室就高兴得告诉我：“老师，下雨了，我打雨伞来的。看，
这是我的雨伞。”课间，很多小朋友还到雨伞前互相介绍着、
摆弄着，不肯离去。看到幼儿对雨伞这么感兴趣，我结合辽
宁省幼儿园中班科学教育内容《美丽的伞》，和孩子共同生
成了探究雨伞的活动，使幼儿在欣赏各种雨伞的同时，产生
探究雨伞材料的兴趣，从而了解防水材料及雨伞的用途。

1、知道雨伞的用途。

2、探索防水材料。

3、享受探究的乐趣。

大塑料盆、材料盘、喷壶、各种各样的伞、记录单

各种材料（报纸、塑料布、防雨绸、胶皮、纱、棉布、蜡纸）

小粘贴、毛巾、平衡木等。

1、猜谜语

沙沙沙，下雨了，街上开满五彩花，

红黄蓝绿多美丽，每人一朵手中拿。（雨伞）

师：下雨了，小朋友外出时都需要打伞，为什么要打伞呢？
雨伞有什么用？



2、初步感知雨伞的防水功效。

1）、教师用喷壶制造毛毛雨，请幼儿感知雨伞遮雨效果。

师：今天，小朋友都带来了自己的伞，你们的伞都能挡雨吗?
我们来试试好吗？

2）、请幼儿说说自己的伞挡没挡住雨，并将挡住雨与没挡住
雨的伞进行分类。摸摸伞的里面和外面有什么不一样？使幼
儿知道不透水就是防水。

3）、请幼儿观察、触摸自己的伞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能不
能防雨。

3、探索防水材料。

1）、出示各种材料，（防雨绸、塑料布、棉布、纱、胶皮、
报纸、蜡纸），介绍材料名称，引起探究兴趣。

师：老师这有许多材料，请小朋友看看都有什么？这些材料
能不能用来做雨伞呢？请小朋友用这些材料做个小实验，看
看它们是不是和雨伞一样，都能防水。

2）、请幼儿实验、探索各种材料是否防水，并将实验结果记
录下来。

3）、利用记录单，教师帮助幼儿梳理实验结果，找出防水和
不防水的材料，并对有疑意的材料进行验证。

师:哪那些材料能防水?你是怎样做的?

4、探索最适合做雨伞的材料。

1）、了解雨伞的特点，引发幼儿再次探索的兴趣。



2）、幼儿再次操作、探索最适合做雨伞的材料，并将小粘贴
贴到自己认为最适合做雨伞的材料下面并说明理由。

3）、教师小结，使幼儿了解防水材料还有很多，小朋友平时
要多注意观察，寻找更多、更好的，更适合做雨伞的防水材
料。

5、了解雨伞的用途：遮雨、遮阳、跳舞、演杂技、装饰等。

6、幼儿与雨伞一起游戏（跳舞或“演杂技”走平衡木）分享
游戏的快乐。

大班熊来啦教学反思篇五

镜头一：

小班的李老师来我们班有事，她看见了小祥，很喜欢地拍拍
他，小祥也有礼貌的喊：“李……老师好。”李老师笑起来，
也学小祥的样貌说：“小……祥好。”小祥的脸刷的红了起
来，满脸难过的样貌。

镜头二：

大家都在教室里开心地玩游戏，同时自然地大声念儿歌，晓
祥也跟着大家齐声说：“小白兔去插花，路上遇见小青
蛙……”

分析和措施：

小祥是我们班有口吃的小朋友，为了纠正他的这一毛病，我
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教育措施李老师的模仿给了晓祥一个
打击，我们就应建立尊重幼儿、信任幼儿的信念，杜绝嘲笑、
模仿等类似的情景再次发生。



儿歌的节奏较慢，他念起来一点也不打顿，表情很自然，但
他发现我在注意他时，立刻显得十分不安，嘴巴也不动了，
等到我转过头暗中观察他时，发现他已恢复了原先的样貌，
正起劲地念儿歌，能够肯定地说小祥的口吃跟生理因素无关，
完全是心理因素造成的。所以在以后纠正孩子口吃活动中，
务必注意到以下几点：

1．要多给他一些表扬与鼓励，逐渐增强他的的自信心。帮忙
他消防心理上那些不怕说的念头。

2．孩子说不好的时候不要批评、责备。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
建立一种自然简单的心理环境。

3．父母与孩子、老师与孩子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