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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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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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语言教学反思篇一

因为我有腰病，园长就把我从小班调到了大班，担任保育工
作。刚到这个班，新的环境、新的同事、新的孩子、新的家
长，一切都是那样的生疏。我怀着紧张而略带抵触和自卑的
情绪，开始了紧张忙碌的工作。

从那一刻起，我不再抵触，不再自卑了，我认认识到了保育
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我想，我一定能战胜病痛，在新的工作
岗位上，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而加倍努力，因为那张小椅子永
远温暖着我的心!

幼儿园语言教学反思篇二

《民族服饰真漂亮》。这一活动是在幼儿有了“认识少数民
族”的前期经验上开展起来的。课前审议时，从活动名称入
手，我们认为本教学活动最应该抓住的'重点首先是民族服饰，
引导孩子感知几个常见少数民族的服饰特色;接着便是设计时
如何让民族服饰更漂亮，来展现出不同于汉族服饰的美。

艺术活动要让幼儿欣赏美、感受美。那么在这次活动中提供
给幼儿欣赏的民族服饰首先要让幼儿感受到美，另外还要具
有特色。而我为幼儿提供的是幼儿建构式操作材料上的图片，
图片色彩搭配和谐，但具有特色的图案极少，而且放在实物
投影仪上展出后的效果较为模糊，不清晰。这样的导入很难



为后面的环节做好前期铺垫。如果能从网上搜集、下载一些
很有民族特色的服饰供幼儿欣赏，效果就会很不一样了。

每次绘画时由于8k的绘画用纸无法在桌上全部铺开，影响到
幼儿作画。因此总有几名幼儿要暂时到后排橱柜进行活动，
而且幼儿在一节绘画活动的有限时间内无法既完成构图，又
完成涂色。

幼儿园语言教学反思篇三

在对乐曲旋律的熟悉环节我使用了用衬词“呣”来哼唱的方
式幼儿很感兴趣，也在哼唱的过程中进一步感受了三拍子音
乐的舒缓风格。在教学中对图谱作了一些修改，将表示乐句
的数字增添在了图谱中，使幼儿更易于理解每一个乐句的歌
词。教师通过指图填词式的`提问帮助幼儿很好地记忆了歌词，
也有利于幼儿辨别每一个乐句，能清楚地表述出哪一句自己
唱时觉得有困难，从而进行有重点地乐句练习。歌曲前后部
分的不同风格也是根据数字的提示让幼儿感受、理解和表现，
幼儿对连连的唱法和跳跳的唱法表现的很清晰。

幼儿园语言教学反思篇四

在这个教学活动中，我事先让每个孩子带了两支春笋。在活
动中，我让孩子们由外及里开始观察笋，看看、摸摸、比比，
孩子感受到了毛笋和雷笋的不同：粗细不一、长短不一，连
笋壳也不一样。接下来，我通过“里面会不会也不一样呢?”
这个问题，让孩子们有继续探究的愿望。于是，孩子们开始
剥笋，这是孩子们都没有体验过的活动，于是有孩子就遇到
困难了：这个笋壳怎么剥?我将笋放在实物展示台上，让孩子
仔细观察了下笋壳的走向，让孩子自己发现剥笋的方法，经
过孩子自己的探索之后，大部分孩子都能自己剥笋了，除了
个别两三个孩子的动作发展不是很好的，还需要帮忙。在剥
完笋之后，孩子们发现笋都有一节一节的.，我将笋竖着切开，
孩子们惊讶地发现里面怎么像楼梯一样，也有孩子说像格子。



在收拾整理的时候，我们还进行了插笋壳的游戏，既让孩子
将笋壳进行了整理，也让孩子进行了想象，创作了作品，孩
子们也体验到了成就感。

整个活动在老师的提示下，孩子们参与的兴趣很高，倾听得
也很认真，还能发现问题，希望得到老师的技术帮助。我想，
这样的科学探究活动是真正让孩子们学习的活动!

幼儿园语言教学反思篇五

这样不会说总数的。于是，我在这个环节增加了练习的次数。

在科学活动《有趣的乌龟》中，主要是让孩子能有兴趣地观
察乌龟，说出乌龟的特征。在观察活动中，我首先将乌龟放
在实物投影仪下，从乌龟的整体颜色、形状开始观察，孩子
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知道乌龟有头、有四只脚，还有一只大
龟壳。但在实物投影仪下，乌龟壳的花纹、乌龟的`肚子花纹，
都显示得很明显。孩子们对这个发现很惊喜，开心地
叫：“还有绿绿的花纹!”接下来，我用笔敲敲乌龟的壳，孩
子们说：“有声音，有声音吔!”有了这些发现，孩子们参与
的积极性更足了。我给每一组的孩子提供了一只小乌龟，进
行分组观察，孩子们相互交流着，有些孩子很认真地趴着看，
有些孩子指指点点，非常认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