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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精选7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小班科学活动教学反思篇一

二年级上学期我们已经学过关于北京的一篇文章，学生对北
京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随着孩子又长大了一岁，我想孩子
们的理解能力又提高了一步，如何让学生真正走进北京，课
文中我涉及到了三点：

1、真挚情感。我在开头设计了观看北京夜景的课件图片，配
上自己充满激情的诵读课文，用饱满的真挚的情感唤起学生
的热情、激情。虽是第一次读课文，有的学生竟然情不自禁
跟着我也读起来。看完课件让他们说说自己的感受，自然而
然地引出课题“北京亮起来”，在以下的环节中，我始终抓
住情感这一主线，让学生产生对北京夜景的喜爱，让他们满
怀豪情，发自内心的赞美。

2、融合对话。这堂课里首先做到教师和学生语言的融合，教
师的语言是谈话式的，不是问答式的，不是生硬的，是亲切
的师生无拘无束，平等的对话。其次创设各种情境进行交际
（如争当小导游），把以往的语言，本课学习的语言，加以
运用和创造，这正是语文学习的重点。

3、真情感悟。感悟的过程正是理解和发现的过程。教师要适



当的搀扶和点化，让孩子“感”一定有个过程，“悟”一定
有个过程。因此感悟不是告诉，而是激励、唤醒、刺激、探
究、体验。首先从整体上感悟，没有把课文肢解，逐段的分
析讲解，而是以导游的形式走进去，走出来。其次是联系生
活实际感悟，如：“照明灯”“草坪灯”“喷泉灯”“礼花
灯”，让学生说说在义乌的什么地方看到过，然后用“犹
如”想象说话，感悟各式各样的灯汇集成海洋，让北京璀璨
夺目。也许给孩子感悟，孩子就能在语文学习找到一片晴空！

本文语言优美，文中的好词好句很多，我试着让学生们背诵
自己喜欢的段落，继续感受首都北京夜晚的美丽景色，增强
对首都北京的热爱之情。

小班科学活动教学反思篇二

本次活动前，我为每组准备了两张纸：一张是两种颜色混合
的纸(其中三组是红加黄、两组是蓝加黄、还有两组是红加
蓝)，另一张是画有树叶、茄子和橘子的纸，每组还有一盒蜡
笔。活动开始我以画小草导入，然后我给小草涂颜色，当我
给小草涂上蓝色的时候，小朋友们立马就叫了起来：“不对
不对!小草应该是绿色!”我就追问：“那怎么办呢?有什么办
法可以把蓝色的小草变成绿色?”班里有个最聪明的男孩就说
道：“可以加上黄色。”我还请其他小朋友说了其他的办法，
然后再用他的方法演示给孩子们看，神奇的现象发生了，蓝
色小草变成了绿色，小朋友们都开心的拍起手来。后面的环
节我请孩子们自己到组里去尝试两种颜色混合，并混合给相
应植物涂色。虽然成果还可以，但因为每组只有一份，所以
有些孩子没有机会尝试到。可以将这个材料复印多份，投放
入科学区，在区域活动时，引导幼儿继续尝试，巩固所学经
验。

小班科学活动教学反思篇三

现在蔬菜的种类越来越多，品种越来越复杂，这给幼儿认识



蔬菜带来了一定难度。幼儿在进餐时，我发现有些孩子不喜
欢吃蔬菜，挑食、偏食现象十分严重，对自己不喜欢的蔬菜
有呕吐现象。针对这一情况，为了培养幼儿的认识能力，教
育幼儿要合理膳食，多吃蔬菜。于是我设计了“一篮蔬菜”
这一活动。在活动前，我请家长配合，带幼儿去菜场认识一
下常见的蔬菜，为《一篮蔬菜》的教学的教学打下一个铺垫。
因此在整个活动一开始，我先是询问幼儿在菜场里见过哪些
蔬菜？然后出示装满蔬菜的篮子，用布遮好，目的是引起幼
儿的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我请幼儿上来摸一摸蔬菜的`形状、
说一说蔬菜的颜色，闻一闻蔬菜的气味，并请幼儿到客人老
师身上去找一找与蔬菜相同的颜色。这样做目的是达到师幼
互动的效果。

接着我又请幼儿说一说自己最喜欢吃的蔬菜是什么，这样做
有利于幼儿加深对蔬菜的认识，这一环节中我还请幼儿去告
诉客人老师自己喜欢吃什么，并问一问客人老师喜欢吃什么，
进一步展示师幼互动的效果。其中我还出示蔬菜排行榜，让
幼儿将笑脸花贴在最喜欢吃的蔬菜的下面。这样做一是进一
步巩固幼儿对蔬菜名称与外形的认识，二是教育幼儿样样蔬
菜都要吃。最后，我使用《办家家》的音乐结尾，并引导幼
儿创编歌词，进一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这一环节也可以
作为一个延深活动，放在表演区内让幼儿进行表演。

在本活动中，我认为在我请幼儿上来摸一摸蔬菜的形状、说
一说蔬菜的颜色，闻一闻蔬菜的气味，这一环节中只关注到
个别幼儿，没有关注到整体，我觉得可以在这一环节中增设
一个在每个小组里放几样蔬菜，让幼儿去来摸一摸蔬菜的形
状、说一说蔬菜的颜色，闻一闻蔬菜的气味，这样可能效果
会更好些。

小班科学活动教学反思篇四

1．探索在清水里加入一定的盐后，鸡蛋沉浮状态的变化，初
步感知浮力的存在。



2．引导幼儿在实验操作中学会观察现象并记录，乐于用自己
的语言表达所发现的现象。

3．有求知欲望，喜欢探索身边的科学现象，体验成功的快乐。

活动准备

每位幼儿分别有三个烧杯（分别装等量的淡水），鸡蛋一个，
放大的记录纸一张，实物：鸡蛋、盐、糖、味精、碗、盆、
勺子、烧杯、抹布，每组若干记录表、水彩笔每人一份。

活动过程

一、直接导入

1．出示鸡蛋。师：“今天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你们看，
是谁啊？”

二、变魔术“鸡蛋浮起来”

1．鸡蛋在清水中的沉浮。师：“鸡蛋放在水中会怎么样啊？
是会沉下去还是浮起来呢？”引导幼儿猜测并用身体的动作
来表示沉浮结果：站表示浮，坐表示沉。2．变魔术“鸡蛋浮
起来了”。教师出示一杯水，放入鸡蛋，鸡蛋浮起来了。师：
“猜猜为什么鸡蛋放入这杯水中会浮起来呢？”幼儿自由讨
论并回答。师：“其实，这杯水有个秘密，你们想知道吗？
里面放了一样东西，你们猜放了什么啊？”

四、幼儿自由操作，探究、解释鸡蛋沉浮的秘密

1．教师演示实验过程。

（1）水中放人物质，慢慢加。

（2）进行搅拌（让物质溶入水中后才能增加浮力，使鸡蛋浮



起来）。

（3）放入鸡蛋，观察鸡蛋的沉浮。

2．幼儿自主探索鸡蛋的沉浮。幼儿根据指示，自主操作实验，
观察实验，学会操作。

3．幼儿观察实验过程和结果。

4．引导幼儿通过各种感官寻找鸡蛋宝宝浮起来的原因，启发
幼儿看一看、摸一摸、尝一尝，区分出味精、糖、盐三种水
的不同，从而找到问题的缘由：鸡蛋装在味精水、糖水杯里
是沉下去的，在盐水杯里是浮上来的。（在实验操作中，有
的幼儿在没有教师帮助的情况下自已动稿做出了大胆尝试一
一通过嘴去品尝发现第二杯是盐水。教师对于幼儿大胆尝试
的做法绐予了肯定。）

5．教师和幼儿共同小结：盐可以增加水的浮力，使鸡蛋浮起
来。

五、展示幼儿记录表，交流实验情况和同伴分享实验结果，
体验成功的喜悦

小班科学活动教学反思篇五

[字体：大中小]

蔬菜是小朋友们每天都吃的，但我发现经常有小朋友在进餐
时将碗里的蔬菜偷偷地丢掉，而且我还发现小朋友对蔬菜的
认识很少，仅限与知道蔬菜的名称，而对蔬菜的不同食用部
分及营养知道的却很少，为了让幼儿对蔬菜有更多的认识，
我选择了《各种各样的蔬菜》为赛教内容。

在第一个环节中，我请幼儿观察青菜的外形，使他们知道青



菜有根、茎、叶这三部分组成，而我们能食用的则是它的茎、
叶，再请幼儿在我出示的图片上找出还有哪些蔬菜和青菜一
样是吃它的茎和叶，这样让幼儿能更加牢固地掌握，并告诉
他们这些蔬菜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小朋友们要多吃叶绿素。
在食用根果实和花的蔬菜时我也用了同样的方法，先是让幼
儿观察，再老师做总结，最后让幼儿再在图片找食用同部位
的蔬菜，帮助他们加深记忆。

第二个环节中，我用蔬菜宝宝要小朋友帮他们找家来吸引他
们，再出示的是一张蔬菜调查表，先让幼儿观察调查表上有
什么，幼儿通过观察后知道上面有根、茎叶、花和果实四种
图案，让他们知道每种蔬菜食用的部位都不同，再按照调查
表上的图案将不同的蔬菜送回自己的家里。在他们操作好后
将他们的'调查表贴到黑板上检查，发现只有个别幼儿有错误
的现象，对他们进行个别指导，帮助他们及时纠正错误。

整节课下来小朋友掌握得还是很好的，但是，作为教师的我，
却我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在上课之前对于根类蔬菜没有做
太多的调查，像在找图片上找吃根的蔬菜有哪些时，小朋友
说了土豆和藕时，我由于自己对这两样蔬菜是块状茎都了解
的不透彻，所以当小朋友在找根类蔬菜时说到藕和土豆时，
我肯定了他们的答案，这样就对小朋友起了一个错误的引导。

科学课是很严谨的，讲究的是科学性，作为教师的我却犯了
这么大的错误，真是不应该，在以后的活动中我要吸取这次
活动的经验，争取做到课前做好充足的准备，不给小朋友们
做错误的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