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小班清明节活动方案及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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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
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不一样的春天教学反思篇一

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小学王靖

师：同学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发现王老师和你们班的班
主任蒋老师有什么不一样吗？

生：我们的班主任蒋老师戴了眼镜，王老师没戴。

生：蒋老师比王老师年龄大一点。

生：蒋老师要求我们很严格，王老师对我们要温柔一些。

(师出示学生课前画的自画像)

师：这是同学们在课前画的部分自画像，请小组长带领大家
一起来猜一猜,是谁的自画像。各小组选出一张最具特色的自
画像,并推荐出一名代表给大家进行介绍。

（小组长领取“自画像”，小组同学共同讨论，教师作指导。
）

师：哪组的同学愿意先上来介绍？

（小组学生代表投影展示自画像，并作介绍）



生：我们猜他是沈林，因为他的自画像写了他喜欢踢足球，
还说他的.小名叫动感超人。

师：沈林同学请站起来，这是你的自画像吗？

生：是。

师：看来我们这组的同学特别了解你的爱好，所以他们猜得
很准确。

（小组代表投影展示自画像）我们猜她是方未涵，因为她画
得自画像很像她，一张圆圆的脸蛋，扎着两个羊角辫，喜欢
穿红色的衣服。

师：是方未涵吗？

生：是。

小组代表：（投影展示自画像）她的自画像是写了她性格活
泼开朗，每次上课，老师都说她是闹山麻雀。

师：我们先请大家来猜她是谁，看看同学们猜得和你们一样
吗？

生：好吧！我请田海洲来猜。

生：我猜她是袁泉。

生：不对，我们猜她是郑影，因为她上课特别爱讲话，就像
一只闹山麻雀。

师：我们的活泼小麻雀是郑影吗？

生：是。



师:从刚才的自画像中,大家发现同学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
地方了吗？

生：我们的长相不一样。

生：我们的爱好不一样。

生：有的同学很文静，有的同学很活泼。

师：同学们说得真好。我们的长相不一样，爱好、兴趣不一
样，性格不一样。（板书：不一样）

老师巡视发现典型，搜集部分典型作品）

师：我们同样在圆上作画，看看我们画得一样吗？（投影展
示部分作品：圆形冰箱、小兔子、小丑、狮子、螃蟹、小孩
脸蛋、太阳、杨利伟在太空的头像、奶嘴、硬币）

师：同样是在圆上作画，你的画与别人的画一样吗？你用的
色彩与别人相同吗？

生：不一样。

师：为什么同样是在圆上作画，很多同学都画得不一样呢？

生：因为我们每个同学的想法不一样。

师：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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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春天教学反思篇二

每次接到上公开课的任务时，都觉得是一种折磨，搅得人是



寝食难安。从内心深处希望这样的“折磨”能少一些，让自
己能轻松的上班，像混日子的'小和尚一样：过一天日子撞一
天钟。可是每一次上完这样的课后，想法又会改变，又希望
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能展示自己，或许下一次会比这一次
更好。唉!这时才真觉得人真是一个矛盾体。

就拿这次上《迷人的夏天》一课来说，课前大脑中一片空白，
怎么也找不到合理、巧妙的攻破难点的方法。可是课后思路
却变得异常清晰。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心理的压力没
有了，大脑有了充分考虑的机会，自然思路也就开阔了。所
以上完了课后，我细细的回味这课，发现，在下面几个环节
上还可以这样来安排。

学生自学完成后，我安排了让学生交流、展示环节，上课时
只是考虑让学生说自己想到的，想到什么说什么。现在觉得
这样来安排更合理：学生交流时，先让学生说说这一段你知
道了什么，再找找从哪些词可以看出，然后再引导学生说说，
盛开的鲜花你想到了什么？五颜六色你想到了什么？黑子红
瓤的西瓜你又想到了什么？最后，再让学生有感 情的读一读。
这样，学生就不会觉得手忙脚乱，课堂也会井然有序。老师
也会很轻松。

在这一环节 中，老师应对学生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点拔。所
以，在对于学生感受夏天是有趣的时候，喜欢这一段的学生
很少，当时我有些慌乱了。现在想想，我应该引导学生来一
起学习这一段。先让学生读，然后，让学生们听听青蛙的叫
声，问：“你们听到小青蛙在唱什么吗？”让学生展开丰富
的想象。接着问：“还有哪些小动物？它们都 在做什么？”
学生就可以找到文中出现的所有小动物，如：知了，蟋蟀。
然后问：“这些小动物的动作都是谁才有的？”学生就会很
快明白夏天的有趣是因为把小动物当作人来写了，这是一种
拟人的写法。之后，再让学生找一找，你还发现了夏天里哪
些有趣的小动物，然后引导完成练习题。这样更巧妙一些。



不一样的春天教学反思篇三

二．教学班级：

三．教学时数：

四：课型：综合型

五：教学设计的理念或思路

1.从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特点看，三年级学生仍具有较强的
自我中心意识，也正处于自我中心转向开始了解他人的发展
阶段。

2.本单元根据三年级儿童的特点，旨在使儿童通过换位思考，
理解他人的情感和想法。

六：学情分析

三年级孩子已经具有较强的自我中心意识，开始渴望成长，
而加上社会一些独生子女的问题，不太懂得与人很好的相处，
不懂得尊重，因此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引导，让学生认识到他
人的存在及与自己的不同，能够尊重别人的选择，了解每一
个人都是不同的，都有优缺点，是一起组成了美丽的校园。

七：教学目标：

1.了解自己的特点，意识到每个人各有不同。

2.能够通过具体事物认识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和想法，
理解和尊重他人的想法和选择。

3.观察同学和自己身上的闪光点，感受大家的不同给集体带
来的丰富多彩，并为此感到骄傲。



八、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了解自己，了解他人，意识到每个人各有特点。

教学难点：

学会与人和睦相处

九：教学方法：

讨论法，问答法

十：教学准备：

1.彩笔，画纸

2.可以分类的东西。例如铅笔、钢笔、粉笔、苹果、香蕉、
糖果、小盒子

十一：教学过程：

（一）导入

师：同学们，老师今天带来了两片很漂亮的叶子，同学们仔
细看看这两片叶子是否相同呢？（教师出示两片相似的叶
子）。

生：……….

生：……….

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各有特色，今天我们就来
学习《不一样的你我他》（教师书写课题）。



（二）.在活动中了解自己与别人的不同

活动一：我的自画像

1、课前活动

（1）、每一位学生自主为自己设计和创造一幅“自画像”，
不要标出名字、照片或可以被辨识地特征。写上自己的兴趣、
爱好、愿望、自己最骄傲的事情以及生活体验等。

（2）、教师观察学生的活动情况。

（3）、学生悄悄的将自己的画像交给老师。

2、活动中：

（1）、老师进行自画像陈列。

（2）、学生猜猜画的是谁？（教师可以在每张自画像前放一
张纸条，学生将答案写在纸上）。

（3）、谜底揭晓。（每个学生看过“自画像”后，教师公布
答案，并引导学生讨论下列问题）。

活动后：

讨论：

（1）、从同学们的自画像中来辨认其他同学，是简单还是容
易？

（2）、哪些同学比较容易辨认，为什么？

（3）、你对自己和同学有什么新发现？



（4）、能否在每位同学的自画像上，找出他们的特征？

思考：自己和其他同学相比有哪些相似之处？还有哪些不一
样？

班里的同学有没有完全一样的或完全不一样的?

小结：班里的同学没有完全一样或不一样的，都有一些相似
的地方，每个同学也都有自己的有点也不足，同学们可以相
互帮助，学习别人好的一面。

活动二：我们的想法一样吗？

实验1.我们画得一样吗？

（1）请同学们看23页的图，发挥想象，把画儿画完（这时播
放着轻松的音乐）。

（2）学生画完后，将自己的作品贴在黑板上，并向大家讲述
自己的想法。

（3）思考：“大家同在圆上作画，为什么画得不一样？”

（4）学生回答讨论。

（5）小结：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对同一件事的印象想
法也就不同，正如“一个读者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实验2.我们分的方法一样吗？

（1）.教师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东西拿出来，让同学们按照
自己的.想

法分类（如按照质地分、按照色彩分、按照形状分、按照用
途分）



物品有：铅笔、钢笔、粉笔、苹果、香蕉、糖果、小盒子

（2）思考：为什么同学们会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3.小讨论

总结：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想法和表达，所以，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对同一事物的想法和选择也会不一样。

活动三：我们共同来作画

1.教师给每小组一张大画纸，画纸上画有很多没有颜色的小
花。学生每组完成这张画。

2.每个同学在画上分别涂上一种自己喜欢的颜色，最后，画
出一束色彩斑斓的花。

3.教师指引学生思考：“为什么会有色彩丰富的花。”“如
果大家都喜欢用一种颜色，画出的花束会怎样？”

4.总结：如果只有一种颜色的花，那么会没有那么漂亮。不
同的喜好，不同的选择就有了色彩丰富的花。在自然里，色
彩丰富，绿色的树，蓝色的天，白色的云，有红、黄、白、
紫??的花朵，各种事物各有不同等等。生活中，有了这些差
距就更美。同学们，你们都是独立的，你们每一位同学就像
刚才画的每一朵花，因为不同的色彩而五彩斑斓，班级因你
们而美丽。

活动四：我们班里的骄傲

1.填树叶

(1).教师出示一张壁报，上面画一棵只有树干而没有树叶的
大树，教师发给每个同学一片树叶，让学生在纸树叶上写上
自己或同学的一条或两条突出的优点，写完后贴在这张壁报



上。

（2）.学生介绍自己贴上的内容。

（3）.思考：为什么光秃秃的大树，会变得如此繁茂。

（4）.同学发言谈想法。

（5）小结：就是因为同学们的努力，用自己的言行，自己的
优点才使原来光秃秃的树干很茂盛。有每一位同学的功劳。
我们都可以通过继续努力，学习让这棵树更加繁茂，为集体
做自己可以做的。也正是每一个的独特性，才有了丰富多彩
的校园生活。寻找自己的闪光灯，了解自己与他人，让这些
不同把集体装点的更加漂亮。

（设计理念：通过作画这种儿童喜欢的活动，提高孩子们的
学习

兴趣，让孩子在快乐的活动中进一步认识到：人们的内心想
法，兴趣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通过讨论攻破难点，让学
生认识到要理解尊重别人）。

2．夸一夸

我们想想上学以来本班开展的活动，获得的奖励，想想当时
情景，感受拥有不同特点的同学在班级中发挥的作用。

（设计理念：从孩子们的实际出发，从他们熟悉的身边的人
和事说起，引起孩子们学习的兴趣，通过对这些人和事的了
解，感受到大家的各不相同给生活带来的丰富多彩，并为此
而骄傲。）

十二：板书设计

十三：教学反思



不一样的春天教学反思篇四

每次接到上公开课的任务时，都觉得是一种折磨，搅得人是
寝食难安。从内心深处希望这样的“折磨”能少一些，让自
己能轻松的上班，像混日子的小和尚一样：过一天日子撞一
天钟。可是每一次上完这样的课后，想法又会改变，又希望
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能展示自己，或许下一次会比这一次
更好。唉!这时才真觉得人真是一个矛盾体。

就拿这次上《迷人的夏天》一课来说，课前大脑中一片空白，
怎么也找不到合理、巧妙的攻破难点的方法。可是课后思路
却变得异常清晰。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心理的压力没
有了，大脑有了充分考虑的机会，自然思路也就开阔了。所
以上完了课后，我细细的回味这课，发现，在下面几个环节
上还可以这样来安排。

学生自学完成后，我安排了让学生交流、展示环节，上课时
只是考虑让学生说自己想到的，想到什么说什么。现在觉得
这样来安排更合理：学生交流时，先让学生说说这一段你知
道了什么，再找找从哪些词可以看出，然后再引导学生说说，
盛开的鲜花你想到了什么？五颜六色你想到了什么？黑子红
瓤的西瓜你又想到了什么？最后，再让学生有感 情的读一读。
这样，学生就不会觉得手忙脚乱，课堂也会井然有序。老师
也会很轻松。

在这一环节 中，老师应对学生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点拔。所
以，在对于学生感受夏天是有趣的时候，喜欢这一段的学生
很少，当时我有些慌乱了。现在想想，我应该引导学生来一
起学习这一段。先让学生读，然后，让学生们听听青蛙的叫
声，问：“你们听到小青蛙在唱什么吗？”让学生展开丰富
的想象。接着问：“还有哪些小动物？它们都 在做什么？”
学生就可以找到文中出现的所有小动物，如：知了，蟋蟀。
然后问：“这些小动物的动作都是谁才有的？”学生就会很
快明白夏天的有趣是因为把小动物当作人来写了，这是一种



拟人的写法。之后，再让学生找一找，你还发现了夏天里哪
些有趣的小动物，然后引导完成练习题。这样更巧妙一些。

不一样的春天教学反思篇五

1.导入：富有想象性的游戏导入，不但自然地引出课题，同
时还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体验积累事先为学习新课做了潜
移默化的铺垫，让学生感觉到学习不是枯燥的，没有功利的
目的。如：看到落叶，想到秋天；看到雪花，想到冬天；看
到冰淇淋，想到夏天；看到夏天，想到什么？（西瓜、大太
阳、裙子、救生圈、游泳、萤火虫……）

2.质疑和解疑的设计：开启了本班学生的质疑习惯的开端，
让学生知道了“学问学问，就要学着去问”，只有敢问、会
问，才能经常开动脑筋，思维活络，才能慢慢变的专
心。“小问小进，大问大进”如果还会解疑，则不但体现了
合作学习的精神，也说明了学习上的成长轨迹，那是真的学
进去了。

3.比较好的贯彻了低段语文阅读教学的“读、悟、演、抒”
四动模式。读：观动画读，自由读，同桌比赛读，个性喜欢
读，表演读（可个人，可自由选择伙伴）多种方式让学生在
课堂内渐渐形成语感，把读书当成一种享受。悟：通过默读
来留出思维空间悟，从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给课文换个
标题。通过悟，实现学生和作者、文本的对话。演：用自己
的方式和感悟，通过肢体语言、口头语言再现课文。这是学
生个性阅读的体现。抒：拓展开去，说说对夏天的感觉（可
好可不好的感觉）；照样子，仿写课文，将作者的火车开下
去；画画夏天；编一编夏天歌；讲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故事。
以上设计都遵循自由选择的原则，让学生选择一个自己最拿
手的抒怀。

4.重视课外阅读、搜集信息和积累等能力。本课的作业设计
是：看课外书或者上网查找描写夏天的古诗、词语。



1.课堂的节奏掌控不太好，前松后紧。

2.对学生的朗读技巧指导不够。

3.应加强学生之间的互动评价。

4.以后的教学中应加强对学生质疑能力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