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科学教学反思(优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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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幼儿园科学教学反思篇一

儿童节活动反思适用于儿童节的教学活动的反思当中
来，“六一”是所有孩子的节日，每个孩子都应是活动的评
价。因此要在活动中特别注意调动每个幼儿的积极性，鼓励
他们人人参与。尽量多采取一些集体性的活动，为每个幼儿
提供发挥自身技能的机会，并通过节日活动得到锻炼和提高，
快来看看幼儿园儿童节反思吧。

每当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许多幼儿园都显得格外忙碌、紧
张，平常的作息时间、上下班和教学秩序都被打破了，孩子
们早出晚归，教师们废寝忘食，都在为迎接节日积极准备。
根据以往经验，笔者认为，在这样热热闹闹搞节日活动时有
几点是应该引起注意并改进的。

一是不能冲击正常的教育和教学工作。从一个学年或一个学
期来看，“六一”活动只是教育、教学工作中一项重要活动，
而大量的、主要的工作应该是按教育纲要的规定，进行日常
的教育与教学，这是基础和根本，不可取代。如果抓了节日
活动，忽视或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那就是“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二是不能增加幼儿负担。幼儿园孩子在3～6岁之间，年龄小，
身体承受力弱，采取过多占用幼儿休息时间，强化训练等做
法会使幼儿过度紧张和疲劳，不利于幼儿身心健康。



三是节日活动要丰富多彩、灵活多样。文娱演出活动只是节
日活动的一种形式，不是唯一的形式。不同的幼儿园、不同
的'班级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和创造适合自己的活动方式。
只要是有益于幼儿身心健康的活动，都是好的形式、好的活
动。

四是要让幼儿人人参与，群体发展。“六一”是所有孩子的
节日，每个孩子都应是活动的评价。因此要在活动中特别注
意调动每个幼儿的积极性，鼓励他们人人参与。尽量多采取
一些集体性的活动，为每个幼儿提供发挥自身技能的机会，
并通过节日活动得到锻炼和提高。切忌只让少数表演天赋好
的幼儿表演，多数幼儿会“冷板凳”，当观众。这种做法是
不可取的。

幼儿园科学教学反思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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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无法既完成构图，又完成
涂色。



幼儿园科学教学反思篇三

对于小班的幼儿来说，教师在讲述故事时，咬字要清楚，速
度要适当，咬字清楚是为了让幼儿字字听的清楚，节奏要比
平时谈话稍慢，使他们一边听一边想；讲述故事时，面部表
情，眼神和手势都要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样
对小班的的语言表达起辅助的作用。

作为教师，对故事教学中往往不是只讲一遍的而要讲多遍，
都要注意方式的变换，才能幼儿倾听的积极性。而我在上阿
文的小毯子的时候，我在讲述第一遍时就直接用上教具，已
经发现有幼儿开始把注意集中在挂图上，对故事的倾听兴趣
不高，在给幼儿第二，三遍讲述过程中还是简单的用了挂图
的形式，没变换方式，以至在讲述第二遍的过程中幼儿的注
意力更加不集中，甚至有的幼儿开始互相说话，因此整个活
动来看效果不明显。其实现在来看，其实一般讲第一遍的时
候，以不用直观的教具为宜，因为直观的教具容易分散幼儿
的注意，不利培养幼儿倾听的习惯。

在故事中的提问，对于小班幼儿的心理发展水平，只能是一
些简单，细小的问题。而不能像中大班的那样以提出一连串
的问题，让他们连贯的回答，而我没考虑到小班的水平，在
上阿文的小毯子时，提了一个教不医回答的问题，我说：阿
文在午睡的时候悄悄的对小毯子说了什么？对于提出的问题
发现幼儿没有一个答的出来，因为问的句子什么意思其实幼
儿都还没听明白，以至于幼儿都不知道。其实作为教师要引
导幼儿去回答，我们说答案虽然长些，但不要求一个幼儿连
贯的回答，教师自己或智力较高的幼儿师范，再让幼儿按顺
序联系连贯的讲述，这样的效果会要幼儿跟容易接受、理解。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回答不出的或回答错的了的幼儿，教师不
应该表示厌烦，而要肯定他们愿意回答。教师应该是启发和
提示，尽量帮助幼儿自己找到正确的答案，总之，要让全体
幼儿都回答问题的机会，以提高语言能力。



幼儿园教学反思12

“到你讲故事了，快过来拉!”不一下子，电话就响了，我只
好硬着头皮拿好书就直接上了，浏览了一下，还好对两篇故
事的内容大概还有一些记得。“小朋友们好，又到了月亮姐
姐讲故事的时间了，今天的第一个事故是……”我努力着把
故事讲好，特别是在模仿不同小动物的角色时，都尽量表现
出不同的声音，但变来变去都觉得好像不是想要的效果，感
觉差不多。还有在故事讲完后，之前是准备好问题要和小朋
友们一起互动的，但当故事结束以后，我忘记了，缺少了这
一环节。最后，两个故事都结束了，“月亮姐姐的故事讲完
了，小朋友们再见!”

结束后，我感觉对自己讲的这两个故事都不怎么满意，准备
的也都不充分。之前一些老师讲的故事都很生动，她们一定
都是认真看过，准备充分了才来给小朋友们讲的。对于这个
活动，不也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吗?但我这次却看轻
了它。最不应该的是存在着的侥幸心理，以后再有什么活动
我一定不会再像这次一样，都是自己的责任，都应该把它做
好才对。

幼儿园科学教学反思篇四

《聪明的乌龟》是一个寓意很强，主角语言比较鲜明的故事。
故事中用不一样的'主角扮演来描述一件事，用鲜明的语言来
烘托其中的寓意，教育孩子遇事要动脑筋，想办法。活动中，
让小朋友按主角的特点模仿对话。

本次活动中，在叙述故事这一环节，教者没有用通俗易懂的
方式讲述整个故事，这样孩子在听的过程中就没有完全理解
故事资料，孩子的学习用心性不是很浓。如果去夸张的表现
故事，用故事的情节去感染孩子，让孩子注意力集中以提高
幼儿的学习用心性，可能效果会比较好。在第二次复述故事
中教者只是看图复述，没有很好的引导孩子自我去看、去说，



如果教师作为一个引导者来引导孩子去看图说话，充分的让
孩子去“说、想、看、演”。本次活动的效果就应会更好些。

幼儿园科学教学反思篇五

1、在故事讲述中，学会迷宫的走法。

2、章回式的活动设计，留有悬念，为下一次探险埋下伏笔。

厚厚的读本中串联着不同类型的迷宫，要一次性将所有类型
的迷宫都给孩子们吗？对于中班上学期的孩子，我选择了章
回式的设计，将故事分段进行，按迷宫的三种类型将读本分
为三个部分，即三个教学活动来进行：第一课时——熊脚印
迷宫；第二课时——森林、沙漠、沙洞迷宫；第三课时——
沼泽迷宫。当然，进行这样的设计还有最大的一个目的，即
每个活动过后，均留给孩子们一个悬念：杜里和莎里的探险
之路走完了吗？他们还会到什么地方探险？接下来的挑战又
是什么？在一遍遍的猜测中，孩子们对读本后续情节的关注
激情一次次被点燃，在留有悬念的同时，也为下一次的'探险
活动埋下热情的伏笔。

3、根据年龄特点，对读本顺序进行重新组合与安排

在读本里的第二种类型障碍式迷宫中，几个迷宫的顺序分别
是：森林迷宫、蜘蛛迷宫、沙漠迷宫和沙洞迷宫，按照难以
程度来看，蜘蛛迷宫的难度最大也很难。面对着读本，我陷
入了思索：蜘蛛迷宫在读本中的顺序位于第二，并没有按照
由简入难的顺序排列，若是按照读本的顺序进行，孩子还没
完全学会迷宫的走法就被难度最大的所吓倒，并且，如果一
个活动就完成这么多的迷宫，孩子接受得了吗？那么，能否
将读本中的蜘蛛迷宫遮盖起来，先不让孩子看到，而是于课
后，当他们已经学会如何走这一类型的迷宫了，再投入区域
中，让孩子尝试。教学园长的建议，又一次打开我的思绪。
付诸于行动后，证实了蜘蛛迷宫对孩子来说，确实是难度非



常大，区域活动中，许多孩子都是两人合作式的讨论，当然，
这也花费了他们不少时间。不过，走出蜘蛛迷宫后，孩子们
都欢呼着雀跃，告诉我："我们帮助杜里和莎里了！"

确实，根据孩子年龄特点与实际情况，适当对读本顺序进行
重新排列，既是教师对教材处理的一种方式，也是有效教学
的一个重要环节。

4、对读本进行加工，使其与幼儿更好互动

如何让读本与幼儿更加地亲密接触？也就是，怎样才能让孩
子可以既不破坏读本，又能在读本中留下痕迹验证迷宫走法
是否正确？这个大难题如何解决是好！其中一个教师的提议，
再次为我打开另一扇门：可以在书上附上一层透明薄膜，这
样，就可以让孩子直接在书上画迷宫了！这个建议可行吗？
加工后的书，再借助于可擦掉的白板笔与板擦，孩子们真的
与读本有了零距离接触！活动中，我再适时提醒孩子贴有薄
膜的地方才能画，否则不能随意在书上乱涂画。瞧，这样的
提醒，又将爱护读本的教育自然渗透。

多媒体在教学上的使用已经不足为奇，并且，也有一些对阅
读活动中使用课件提出质疑的声音。然而，在《我们去探险》
的活动中，因为有了课件的帮助，才使如何寻找迷宫入口与
出口、如何走出正确路线，变得如此一目了然。当一名孩子
在课件前思索着走，教师点击鼠标再跟进，让孩子们共同验
证时，课件的引导与示范作用就这么显而易见。相比较起图
书，就无法起到这么直接作用了。因此，如何有效利用课件，
让其成为有效教学的一个手段，也成为我今后继续努力的方
向。

《我们去探险》在故事讲述中把身处不同场景的各类迷宫串
联起来，所涉及到的探险地有：森林、沙漠、沙洞、沼泽。
若能将读本与课程加以整合，是否就能更好地挖掘读本的内
涵，让主题成为读本的铺垫与延续，让在教学中更加丰富多



彩。经过尝试，我欣喜发现，原来这样的结合真的非常富有
价值。

首先，环境氛围的渲染引发孩子对迷宫以及对大自然的喜爱
与探究。主题一开始，从海底历险开始，让孩子探究海底的
秘密，并跟着读本，引领孩子一步步走入森林、沙漠、沼泽
的小主题式探险。孩子们在不断的探究中，增长了见识，并
喜爱探究自然，同时，墙饰上结合小主题的各式迷宫更是让
他们探索到更多不同种类、不同走法的迷宫。

其次，读本阅读进一步激发孩子的迷宫热情与对大自然的探
索之情。当小主题《大海历险记》中让孩子们沉浸在海底隧道
（迷宫）并讨论着如何走出时，读本也就在这时出现，孩子
们一边沉迷于杜里和莎里的探险之旅沉浸，一边探索着迷宫
的奥秘。由于有了前期主题的铺垫，他们对于迷宫以及各种
场景的出现显得不那么陌生，同时，也更加激发起对读本的
热情与探究。

幼儿园科学教学反思篇六

作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在全中国人民的心中
都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由于他的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仅
中国人民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全世界人民的温饱问题更
是得以保障。在他的一生中，更是有过很多传奇故事。

俗话说得好：虎父无犬子，在这样一个优秀的父亲的影响之
下，袁隆平的三个儿子更是有着非常出色的个人成就。在袁
隆平的一生中，由于其心系祖国的水稻研究事业，因此也就
对工作了几十年的湖南省有着别样的情愫，于是他也将三个
儿子分别命名为袁安定、袁定江、袁定阳。在三个孩子的名
字中就能看出，袁隆平对祖国的水稻事业也是寄予厚望的。

虽然说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袁隆平并没有对孩子们有什么
严格的教导，但是在他耳濡目染的熏陶之下，这三个孩子都



对农业事业格外关注，最终他们兄弟三人在不同的领域中，
也为我国的农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袁隆平的长子袁安定出生于六十年代的黔阳地区，在那个生
存条件相对恶劣的社会中，他并没有自暴自弃，反而是通过
努力成功考入了大学，成为了管理学专业的人才。在毕业之
后，袁安定来到了湖南一家种子公司进行工作，随着经验的
累积与丰富，最终袁安定选择离开安稳的国企，下海创业。
在经历了一番努力之后，现如今的袁安定已经成为了农业领
域中知名的企业家，在他的公司中，很多农民的劳动成果都
能够得到妥善安置。在湖南当地，袁安定的公司也是赫赫有
名。

袁隆平的次子袁定江同样生于黔阳地区，在高中毕业之时，
袁定江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湖南财经学院。在毕业之
后，袁安定选择进入到了公务员的队伍中，成为一名人民公
仆。在其政治生涯里，曾在珠海市的农民委员会当过会计主
任，也曾在珠海财政局任职，负责筹办当地的农民贷款项目。
而在工作之后，袁定江也没有停止学习，反而是自学了emba
等课程，最终成为了隆平高科公司的副总裁。从小到大，袁
定江都是一个稳扎稳打的学霸，最终他也以自己的成就证明
了多年来的努力没有白费。在经济领域中，袁安定也为祖国
的农业事业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袁隆平的.小儿子袁定阳在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袁隆平的
单位上班，在袁定阳看来，父亲就是自己最大的偶像，而子
承父业也一直是他的人生目标。在工作之余，袁定阳也同时
学习着农业知识，最终他也没有辜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湖
南农业大学，成为了一名农业研究的硕士生。现如今，袁定
阳也与袁隆平一样，奉献于我国的杂交水稻事业中。在袁定
阳的努力之下，他已经成为了超级杂交水稻团队中的首席创
新专家，通过其学术成果就能看出，这位“创新专家”的前
途更是无可限量。



对于袁隆平的这三个儿子来说，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依靠父亲
的成就，为自己的人生实现更好的发展，但他们却并没
有“背靠大树好乘凉”，反而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人生诉
求究竟是什么。在他们个人的努力与奋斗中，我们也可以看
出袁家父子都有着令人尊敬的品格。袁隆平的这三个儿子在
不同的领域内，共同为祖国的农业事业发展作出贡献，与袁
隆平一样，这三个孩子也是祖国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