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拌色拉教案 托班教学反思(大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
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
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拌色拉教案篇一

这节课我进行了四次试教，通过这四次磨刀，我对教材特别
是对综合实践课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四次试教主要是围绕着
两个大问题和三个小问题进行的。

一、 要不要严格教本模式进行

课本展示的是通知 15 人最少要几分钟的情境，经过磨课和
试教，我发现其目的在于让学生先进行分组打，体会不空闲，
再进行同时打。如果把数据改成小一点的 7 人，那么分组打
显然是出不来的，人数不够。 那么到底要不要进行分组打呢？
分组打的用意又是什么呢？琢磨的一下之后，我觉得主要有
二：一个是从实际出发，分组打符合学生平时学习生活经验，
组员交给组长，组长交给老师；()另一个是分组打的时候课
本有个问题，问学生是不是分的组越多就打的越快，其实不
然，这样就让学生体会了，不是一起打的人越多就越省时间，
分的组多了，空下来的组长也就多了，如果这堂课能让学生
对这个进行思考，那么他所获得的肯定更多。

但最后我还是放弃了这一过程，分组打的确能让学生体验更
多么，但对于我这个新教师来说有点太开放了，到最后会驾
驭不了。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一步扎扎实实地走。这在我后
附的教学设计中可以看到。

二、 最后规律是否作为重点



对于五年级的学生来说，第几分钟就是几个 2 相乘这个规律
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我又研读了教参的解说，发现其实最后
这个 2 的 n 次并不是这节课的重点，也没有要求在课的最后
提出来。然后我又翻看了课堂作业本，还参考了历年的试卷，
发现练习中出现的让学生找规律并不需要 n 次这么大，但是
会在数据上，变化规律上做一定的变化，由此我断定，这节
课重点中的重点是让学生掌握这个规律是怎么来的，而不是
这个规律是什么。最后我把规律删掉了。

三、 应用时间比例不够

通过前辈们的听课，发现自己应用的时间还不够多，我反思
了一下基本上是在找规律的时候出现反复的情况，于是我又
对找规律这一块的语言进行了简化，又增加了师生现场“打
电话”的情节。

四、 提问的明确性和语速控制

问题抛出去学生的回答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我继续反思自
己课堂上的提问，务必做到指向明确。同时控制好语速，让
学生都有时间消化我的问题。

拌色拉教案篇二

在整个音乐活动中，以游戏的形式进行，加上生动形象的`背
景图，幼儿兴趣性一直都很高，特别是大于博、悦悦等小朋
友在这个活动中兴趣性极高，以至于几乎听不到老师的一些
指令。通过本次活动反思，我觉得老师由于过多关注这几个
过于活跃的孩子，因此，在难点方面有些忽略，比如：谁和
鱼妈妈表演的不一样？孩子们没有能真正的自由发挥，老师
应该在幼儿没有自由发挥情况下，想办法启发幼儿的自由表
演，真正做到幼儿的自由表演，从而使这个活动的难点到达
预期效果。



拌色拉教案篇三

中午吃好饭后，我总会带着孩子去后面的小花园散步。正值
春暖花开季节 ， 我发现他们对颜色特别感兴趣，孩子们经
常会自觉的说：“太阳公公是红色的”“这朵花儿是 红 色
的 ，小草是绿色的等等 。”“今天我穿的是黄衣服。”等
等。既然小朋友对颜色那么感兴趣，何不抓住契机 ，以颜色
为突破口，从幼儿熟悉的几种颜色着手，通过游戏、探索、
直接感知、讲述、环境创设等途径来实施 找颜色 活动 。

1、体验游戏的快乐。

2、通过活动，巩固幼儿对红、黄、蓝颜色的认识，学习区别。

3、培养幼儿的观察力以及参与游戏的兴趣。

一幅图画 天线宝宝的娃娃 展示仪 红黄蓝圆点 房子 头饰

录音机 磁带

出示图画：情景讲述—天线宝宝

通过故事的形式引起幼儿学习的兴趣。

幼儿学习认识三种颜色：红、黄、蓝。

1、 教师与幼儿分角色扮演：xx颜色的妈妈，xx颜色的宝宝。

幼儿自由选择颜色。

教师讲解游戏的玩法：妈妈说“红颜色的宝宝学小鸟扉到妈
妈跟前，那红色的宝宝就马上飞到妈妈面前”，“蓝色的宝
宝学小鱼游”，“黄色的宝宝学小兔跳”。游戏反复几次，
并随时检查颜色的对错。



2、游戏：“谁找对了家”。

规则：当狼来的时候，宝宝们一定要找准自己的家。

颜色宝宝回家画画，用不同的颜色画自己的家。

：从活动设计、实施上来看，这个活动是比较成功的，幼儿
的兴趣得到了很好地激发，在活动过程中也体验到了操作的
乐趣，活动结束后更加体验到大家在一起的快乐感。但是，
在颜色宝宝做游戏的部分中，让幼儿找相应的颜色宝宝，这
个环节中，我发现幼儿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有的幼儿会
很快的找到，而幼儿却对颜色有点混淆，可以说”举棋未
定”。能力强的幼儿很快就完成了。所以，从活动中我感觉
到：根据不同幼儿的能力水平，我们提供给幼儿的操作材料，
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层次性，能力强的幼儿，操作的材料相对
来说难度稍微高一点，而对于能力弱的幼儿，操作难度也相
应地应该降低一点。我们在平时的区域活动中，能够做到根
据幼儿的能力水平提供层次性的材料，但是，我们在教学活
动中，这方面的工作就做得有点欠缺，往往提供的材料都是
相同的，很少考虑幼儿的能力特点。不同难度、不同层次的
操作材料，能够满足不同能力水平的幼儿，使不同能力水平
的幼儿都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一定的提高。但是，我
觉得对托班的幼儿在操作上是很难的，特别是把它放在集体
活动中，如果放在区域活动中，效果是很好的。我们可以尝
试。

拌色拉教案篇四

一个好的教学方案的制定必不可少的一部就是反思，幼儿是
很多幼儿园老师都要进行的，下面，我们以托班活动《好吃
的水果》教学反思为例，来了解一下托班幼儿教学反思。

在《好吃的水果》的教学活动中，幼儿的表现没有我预想的
好，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准备了三个谜语，在猜第一个



时，“红果子，麻点子，咬一口，甜丝丝，“猜一种水果的
名字，一开始幼儿能有兴趣的乱猜，不是水果的也猜了进去，
对于这样的问题教师也进行了引导而在与幼儿一起分析谜面
的时候，发现多是教师在讲，给教师的感觉是幼儿听不懂，
而且兴趣也没一开始好了，因此教师也急于把答案说了出来。

而在猜第二个谜语时，“兄弟几个真和气，天天并肩在一起，
少时喜欢穿绿衣，老来都穿黄衣裳。”听完谜面后，发现幼
儿不是很积极的参与其中，幼儿的表现还是不会猜谜语，但
是老师还是鼓励幼儿大胆的讲述自己的答案。可是还是没有
教师预想的那样。因此再一次的`对谜面进行分析。在分析的
过程中，教师为了吸引幼儿的兴趣，出示了准备好的实物，
边讲边让幼儿观察，发现幼儿对实物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
教师也发现幼儿还是不会猜谜，兴趣没有故事的高。

对于这样的现象，教师也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小班的幼儿对
猜谜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他们还不具有一定的知识经
验。，所以谜底应是幼儿熟悉的，谜面描述事物特征是明显
而生动的，用的比喻应和谜底实物相似的。

再次，教给幼儿解谜技巧，即让幼儿仔细听谜面所描述事物
的主要特征，然后要求他们对每一句描述应引起联想与分析，
从事物特点上去猜。教师在组织幼儿进行猜谜活动之前，对
于小班的幼儿教材的选择很重要，应该是幼儿所熟悉的水果，
而且要形象，这样才能引起幼儿的兴趣。

当然猜谜不是一天二天就能学会的，是一个长期训练的过程，
教师也将在延伸活动中，饭后散步时以及教学活动开展前和
小朋友们一起玩猜谜的游戏，相信，猜谜会让我们的孩子们
愈来愈聪明!

拌色拉教案篇五

1、通过活动，丰富幼儿关于红、黄、蓝等颜色方面的经验，



学习区别。

2、幼儿能在联欢活动、寻找活动中体验集体生活的乐趣。

1、活动室四周布置成花园（用大型雪花片布置成一个花园的
场景：花瓣中藏着红、黄、蓝颜色的拟人化色彩宝宝）

2、幼儿随意坐在中间的地毯上

3、每个幼儿一份操作材料：一个小篮子，里面有红、黄、蓝
三色的花儿宝宝。

情景讲述――认识颜色宝宝――帮颜色宝宝回家――联欢活
动。

活动中，通过太阳公公邀请小朋友做客引出活动，激发幼儿
对色彩的兴趣。通过让幼儿自己说一说怎么去太阳公公的家
里，进一步初步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这个环节主要是考虑
了托班幼儿的特点。在认识颜色中，通过第一环节让幼儿来
到太阳公公的家里做客的体验，教师创设了一个”花园式”
的场景，深深的吸引了幼儿的注意力，让幼儿在花园的美丽
中加深印象。教师请幼儿坐在花园的四周，让幼儿感受花园
的美丽。温馨，舒适的软垫，给幼儿创设了一个安全，舒适
的环境。教师顺势引导幼儿说说自己看到了什么颜色的花儿
宝宝。幼儿掌握都比较好，参与的兴趣也是很高的。在和颜
色宝宝做游戏的环节中，考虑到幼儿的年龄特点，所以，教
师在活动中为幼儿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操作材料：每个幼儿一
份操作材料：一个小篮子，里面有红、黄、蓝三色的花儿宝
宝。

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活动是比较成功的，幼儿的兴趣得到了
很好地激发，在活动过程中也体验到了操作的乐趣，活动结
束后更加体验到大家在一起的快乐感。但是，在第二个和颜
色宝宝做游戏的部分中，让幼儿举起相应的颜色宝宝，这个



环节中，我发现幼儿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有的幼儿会很
快的举起来的，而幼儿却对颜色有点混淆，可以说”举棋未
定”。能力强的幼儿很快就完成了。所以，从活动中我感觉
到：根据不同幼儿的能力水平，我们提供给幼儿的操作材料，
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层次性，能力强的幼儿，操作的材料相对
来说难度稍微高一点，而对于能力弱的幼儿，操作难度也相
应地应该降低一点。我们在平时的区域活动中，能够做到根
据幼儿的能力水平提供层次性的材料，但是，我们在教学活
动中，这方面的工作就做得有点欠缺，往往提供的材料都是
相同的，很少考虑幼儿的能力特点。不同难度、不同层次的
操作材料，能够满足不同能力水平的幼儿，使不同能力水平
的幼儿都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一定的提高。但是，我
觉得对托班的幼儿在操作上是很难的，特别是把它放在集体
活动中，如果放在区域活动中，效果是很好的。我们可以尝
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