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中班户外活动记录 幼儿园
中班教育随笔笔记(汇总10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中班户外活动记录篇一

当教师给予孩子爱时，孩子也以一份真诚的爱来回报老师。
对于老师的付出来说，孩子的爱是最大的安慰和补偿，也是
她们在工作中体验到幸福的重要原因。有一位老师讲述了一
个感人的故事：一个春季的中午，孩子们正沉睡在梦乡里，
我在办公桌前写活动计划。因为吃了感冒药，头沉得抬不起
来，不知不觉趴着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见小朋
友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在议论：“小林老师休息了。”“小林
老师咳嗽好厉害。”“你们别吵了，把老师吵醒了。”“我
妈妈说，感冒要多穿衣服，小林老师趴着睡觉，不冷
吗?”“我去给她披件衣服。”这时，几个幼儿来给我盖衣服
了，我没打算“醒”来，我不想让这种被关爱的感觉这么快
跑掉。我静静地趴着，默默地享受着这份由孩子向我诠释的
幸福。孩子们带着体温的衣服包围着我，我在这份呵护中被
深深感动了，我的内心得到了爱的满足。世上其他的一切在
那一刻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孩子的爱是满足教师爱的需
要的重要途径。与成人之爱相比，孩子的爱更显得真挚和纯
洁，更接近爱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孩子的爱能有那么大的
魅力的原因。不过，得到孩子爱的前提是教师对孩子的爱和
喜欢，因为“孩子们所喜欢的是那些本来就喜欢孩子、离开
孩子就不行、而且感到跟孩子交往是一种幸福的人”。还是
看看下面两位老师的感受吧：

“慢慢地给孩子的爱多一些，孩子的回报也多一些。”“自



从踏入幼儿教育这一行，整日与孩子为伴，心中时常为孩子
而感动，为他们的纯真、为他们的热情。和孩子相处，不需
要伪装，只需要用自己最自然的一面。你付出了，自然会有
回报;你爱孩子，他们自然也会爱你;你尊重他们，他们也会
尊重你。”

源于幼儿的天真无邪。

天真无邪是儿童身上最宝贵的品质，是拯救异化的成人生活
的一剂良药。幼儿的天真无邪使教师因看到了人性最本源的
美而体验到一种幸福。许多老师谈到了源于幼儿天真无邪的
幸福感。

一位老师说：“工作中还有幸福，因为我们工作时面对小朋
友，不存在勾心斗角，对象比较单纯，心情比较放松。而且
小朋友也很有趣，特别是他们身上经常发生一些让我意想不
到的事，我觉得特别有趣。比如说，我班上有个小朋友不怎
么来上幼儿园，家里人非常宠爱他，有一天他来到幼儿园，
玩积木时不小心把积木弄掉到地上了，他穿的衣服很多，弯
不下腰，这时他喊我们班性格较犟的一个幼儿帮他捡，那位
幼儿就帮他捡了，他对帮他的那名幼儿说‘谢谢’，对方
说‘不用谢’。当时我看了觉得特别有趣，因为我以为那个
幼儿不会帮他捡的，谁知他帮他捡了，并发生了这样的一幕
很有趣。”

”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教育对象，有的老师
能从幼儿身上获得幸福感，而有的老师获得的却是苦恼呢?其
主要原因在于老师如何看待幼儿、如何与幼儿交往。苏霍姆
林斯基曾说：“儿童的内心生活时刻给我们带来满意和不满
意、高兴和苦恼、忧愁和欢乐、疑惑和诧异、宽慰和愤怒。
在儿童世界给我们带来的极广阔的情感领域内，有愉快的和
不愉快的、高兴的和伤心的曲调。善于认识这种和谐的乐声，



是教育工作者精神饱满、心情愉快和取得成功的最重要条件。
”如果你把孩子看成是令自己心烦的人，那么你就会感到心
烦;如果你把孩子看成是可爱的天使，那么你就会变成快乐的
天使。

二、如何获得幸福感那么，如何才能从孩子身上获得幸福感
呢?教师们不妨试试以下方法：

方法一：以欣赏、审美的眼光看幼儿。长时间和幼儿在一起，
教师有时会不自觉地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幼儿或者把幼
儿仅仅看成是自己的教育对象。以欣赏的、审美的眼光看幼
儿就是要看出幼儿身上的优点，把幼儿看成活生生的富有灵
性的个体，完全地接纳他，而不是带着自己的有色眼镜来审
视他。完全地接纳幼儿意味着教师所持的是一种宽容的态度，
意味着教师对儿童文化的尊重和理解，而这种尊重和理解本
身也会给教师带来幸福。在访谈中，许多老师谈到了随着自
己对待孩子方式的.变化而体验到的幸福感，如一位老师
说：“做了母亲之后，对孩子不像以前那么严厉，也能站在
孩子的角度理解孩子，对幼儿更加宽容了，不易发火，所以
孩子给自己的爱多了，工作也感到更幸福了;在做母亲之前，
只是以老师的身份自居，对孩子较严厉，但也得不到孩子的
爱，感觉并不幸福。”

方法二：以平等、真诚的态度与幼儿交往。老师们常习惯于
带领幼儿做这做那，在与幼儿的交往中使用命令的口吻较多。
也就是说这种师幼交往更多的时候是建立在工作关系上的，
这种交往的特征是不平等、没有感情，有着明确的功利目
的——完成预定的教育任务。长此以往，幼儿就会对老师产
生几分畏惧，对老师敬而远之，并封闭自己的心灵，不敢言
说自己的所思所想。这就等于是教师亲手剥夺了让自己感受
另一个心灵的机会。因为缺少与幼儿心与心的交流，教师自
己丰富的内心世界最终也会变得干涸，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幸
福可言了。因此，在与幼儿的交往中，教师只有放下自己的
角色面具，以真实的自我与幼儿交往，和孩子打成一片，才



会发现幸福和快乐就在自己的身边。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
凡是能以平等、真诚的态度与孩子交往的老师，都能体验这
种交往带给她的幸福。

和孩子平等、真诚的交往，还会令老师体验到和孩子一起成
长的幸福。听听这位老师的诉说吧：“七年前那个丹桂飘香
的九月里，带着满腔的热情和甜美的梦想，我走进了幼教领
域。从懵懵懂懂的托班幼儿到能说会道、能唱会跳的大班幼
儿，我和孩子们一起慢慢成长：春天里，我们去放风筝，寻
找春天;夏天里，我们倘佯在垂柳如烟的长堤上，描绘着生命
的旺盛;秋天里，我们一起来到金色的田野里，感受秋天这个
收获的季节;冬天里，我们又捧着雪花、堆着雪人……孩子们
纯真的心深深感动着我。记得在大班即将升入小学的一次音
乐活动上，我教他们唱歌曲《再见吧，老师》。我们一起回
忆四年来的点点滴滴，讲述着即将离别的伤感之情，最后孩
子们都哭了，说着：‘老师，我不想离开你!’望着这群可爱
的孩子，我哭了，我知道这是幸福的泪水，这是世上最宝贵
的真情，这是人间最美的画。也许，我无法用语言来诠
释‘幸福’的真谛，但我觉得和孩子们一起成长的日日夜夜，
拥有孩子们真诚的爱，便拥有着幸福!”

幼儿园中班户外活动记录篇二

为什么我总是被“欺负”

实录：

分析：

由于受伤事件一直发生在浩浩的身上，于是我试着更多地去
观察浩浩。没一会儿我就发现了问题。浩浩有一个很不好的
习惯：在与同龄的小朋友交谈的时候，浩浩喜欢用手点着小
朋友。这是一个很不礼貌的行为，难免有些孩子会对他进
行“反击”。另外，仔细观察浩浩，我发现其实浩浩有点毛



手毛脚，比如一个孩子坐在他的身边，浩浩喜欢用手碰碰人
家。有的孩子会对这个行为出现抗拒性的推打动作，甚至出
现咬人的动作;有些幼儿觉得好玩，也去碰碰浩浩，有时孩子
的手脚重了，浩浩自己“打”不过那个孩子，他就会来告状。
所以，就发生了浩浩经常来告状的情景和他经常会被“欺
负”。

反思：

通过这次与家长的沟通，我切实感受到与家长沟通的重要性
与难处。但总的说来只要我是真心实意的，我相信家长能感
受得到。而要做到与家长就个别孩子的探讨，就必须要仔细
观察孩子，把自己发现的问题及时与家长沟通。而在沟通交
流中，还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一味职责孩子的不足与缺点，
可以有褒有贬，使家长觉得孩子在教师的心中是有闪光点的，
这样家长会较能接受我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与意见。

幼儿园中班户外活动记录篇三

小钟(快乐舞台活动室)

今天快乐舞台活动的内容是：弯腰、转腰。我请孩子们欣赏
音乐《小钟》，我问：“音乐里唱的是谁?”孩子们兴奋地说：
“唱的是滴答滴答的小钟。”我便追问：“如果要我们用肢
体动作可以怎样表现小钟呢?”

有的说：“我用两只手转圈作小钟里的时针和分针。”

有的说：“我盘腿坐在地上身子左右摆像我爷爷家大钟下面
的摆动锤。”

(欣赏音乐引起孩子们的注意力，同时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用
肢体表现。)



孩子们说了那么多，于是我请他们欣赏我带来的舞蹈并提出
要求：“看老师做了哪些动作?”我随着音乐跳了起来。

孩子们看后说：“老师做了左右摇摆的动作，你还朝左转朝
右转了。”

我说：“你们看得可真仔细，你们说我做了左右摇摆的动作
在舞蹈里叫‘弯腰’，我朝左转朝右转的动作在舞蹈里
叫‘转腰’，记住了吗?”

(教师示范幼儿将所看到的动作说出来，我起到梳理的作用规
范舞蹈术语，提高孩子们的舞蹈素养。)

首先我请孩子们交叉盘坐,旁按手准备,出示图片两张。

于是，我请小朋友跟着图片做一做。我来回的巡视了一遍，
发现大多数孩子已经知道弯腰的动作要领了。可是她们对转
腰都没做到位，我便进行示范并强调：“转腰的时候，两手
还是旁按手，手不动，是转腰时带动手也转过去了。”

(根据幼儿做的动作，我利用形象的语言进行指导，让幼儿掌
握转腰的动作要领。)

幼儿听后，我再次巡回指导，发现天天在转腰时还是手在摆
动，我手扶着他的肩，并请他转腰，手不动，用腰去带动。
他成功了，我再请他自己做，他掌握了动作要领，他笑着对
我说：“我会做转腰了。”

(针对天天的问题，我进行了个别指导让他感受到了动作的要
领。)

反思：

1、舞蹈是时间和空间的艺术，是用身体和节奏来表现思想感



情的，因此，我在教学中就用生动的形象去启发幼儿。首先，
示范动作要准确，节奏要鲜明，要用饱满的舞蹈激情去感染
幼儿。如：在舞蹈《小钟》中，我将自己想象成一只可爱的
小钟，并充分利用自己的肢体表现出来，从而使幼儿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让他们也能更投入地进行表演。

2、幼儿舞蹈种类繁多，动作也各有不同，我在教幼儿新舞蹈
时，先讲清楚动作的要求、规格和要领，并遵循有简到繁的
教学原则，将组合分解成单一动作。较难的部分我分解成局
部动作，然后经过局部练习、单一练习再进行组合练习。

　

幼儿园中班户外活动记录篇四

案例描述：

吃完午餐，孩子们都在悄悄地议论着

幼儿a：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觉的好冷哦，我的手都好冷，
不信你碰下?

幼儿c：耳朵冷就戴耳套，我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很漂亮的耳套，
上面还有一个小白兔的，很暖和的，你也叫你妈妈去买一个
呀。

幼儿b：正的不冷吗?

幼儿c：是的。

幼儿a：我现在很冷，怎么办?

孩子们正说着，看见我走过来便问到……



于是我建议孩子们去外面晒晒太阳。孩子们纷纷拿着椅子，
来到了阳台上晒气了太阳。

幼儿a：真地很舒服，有点暖暖的。

幼儿b：让我把手伸出来晒晒

幼儿c：我要跳跳让我的小脚也晒晒……

幼儿a：老师你冷吗?你也来晒太阳吧……

分析与反思：

对于中班的幼儿，他们能通过自己的亲生体验来感受天气的
变化。他们能根据平时爸爸妈妈给他们的穿戴来感受冬天的
到来。对于冷了怎么办，他们已经很有经验了。通过互相的
交流与沟通，幼儿之间能相互学习。而老师及时的引导下让
他们自己去探索，经过提醒，孩子会比我们想象的更优秀，
他们不仅会懂得运动能取暖这个简单的道理，还会懂得关心
老师。

　

幼儿园中班户外活动记录篇五

吃午饭时，托班老师发现相当一部分婴儿不会咀嚼。据有些
家长反应，孩子长这么大从未吃过干饭，一直吃流质和半流
质食物。殊不知，充分的咀嚼对于孩子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充分的咀嚼可以促进口腔，特别是牙齿和牙龈的生长发育，
保持口腔、牙龈、舌部的清洁和健康，降低龋齿的发病率。
充分的咀嚼能刺激口腔产生唾液，唾液中的消化酶有利于食
物消化，使食物中的营养素得到更为充分的吸收，增强孩子



的体质和抗病能力。另有资料显示，充分的咀嚼能使孩子获
得情绪上的满足，缓解紧张的心理。充分的咀嚼能促使面部
肌肉的运动，有利于面部肌肉的发育。充分的咀嚼还能增加
脑部的血液循环，为脑组织提供足够的营养物质，促使孩子
的智力发育。相反，如果进食时没有充分的咀嚼，中枢神经
就缺乏应有的刺激信号，孩子常常因饮食过度而导致肥胖。

鉴于此，从孩子添加辅食起，家长就应根据孩子的年龄和生
长发育情况，提供各种具有适应硬度的食物，教会孩子咀嚼。

3.幼儿园中班教育笔记2021

幼儿园中班户外活动记录篇六

今天下午，在孩子们进各个区角活动的时候，几个孩子一下
子涌到娃娃家，不一会就传来孩子们争吵的声音：“我当爸
爸，我先来的!”“不行!我也要当爸爸，我从没当过爸爸!”
原来是马志宏和张子旋为了当爸爸争得面红耳赤。只见张子
旋一手抓着围裙，一手紧拿着小锅，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
谁也不让谁!看着看着我萌发了看看他们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
于是，我躲到不远处观察。不一会当妈妈的欣宜也过来了，
她想了想说：“你们俩个一人当一会吧?”这时马志宏也想出
了办法：“要不今天你先当爸爸，明天我再来当爸爸，好不
好?”其实，每个孩子都会遇到难题，孩子之间也难免发生争
执，我们总是希望孩子能够绕过这些烦恼，并努力为孩子铺
平前进的道路。然而我们却忽略了，恰恰就是这些小小的，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问题，给了孩子宝贵的发展机会，
使他们学会处理与同伴交往中出现的问题，学会了交往技巧。

因此，不妨再发生问题的时候多一份耐心，多一点等待，多
给孩子一点解决问题的空间。



【随机教育的重要性】

任奕冰小朋友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男孩，但是有一个令人头
疼的“毛病”：爱插嘴。有时，我刚说个开头，他接过去叽
里呱啦说个不休，惹得其他小朋友也跟着叫。在课堂上，有
时根本不听我的话。

这一天，我刚说：“小朋友喝水。”他便叫：“一组、二组
别去。”可是全班小朋友并不听他的，一齐涌到了水杯架跟
前。见此情景，我灵机一动，先让小朋友回座位上去，然后
宣布：现在请任奕冰来当小老师。孩子们见状都觉得好玩，
嘻嘻哈哈吵成了一团仁奕冰大声喊：“一组去喝水。”丝毫
没有用处，我趁机会对他说：“你一个人的声音怎么能比他
们那么多人的声音大呢?老师上课的时候，你老讲话，别人还
听的见吗?”他红着脸摇了摇头。这件事后，他的“毛病”改
了许多。

针对各个孩子的特点进行教育，比干巴巴的说教要有效得多。

幼儿园中班户外活动记录篇七

我们班小朋友吃饭的量总是很多，有时候我们老师说，看这些
“小猪”长的多好，但是个别孩子吃饭不是特别好，吃午饭
时，冰冰总是吃得特别慢，我有时候直接去喂她，有时候会
催促她：“冰冰，快点吃，你看其他小朋友都吃好了。”她
听后马上会舀上一口饭放入嘴里，慢悠悠地嚼几下。几分钟
后，我看见她没吃完，又会提醒她：“冰冰，怎么还没吃好
呀？快点吃，再不吃完饭凉了就不好了。”冰冰看着我，还
是慢悠悠悠的。今天，我想换种方法。我走过去说：“冰冰，
要盛汤吗？慢慢吃，还想吃什么告诉老师，老师帮你盛。”
冰冰开心地点点头，一勺一勺地把饭菜往嘴里送，努力嚼着。
几分钟后，我又走过去，“冰冰吃得真好，只剩下一点点饭
了，继续加油。老师给你盛点汤好吗？”冰冰开心地递上碗，
我给她盛好汤后说：“冰冰慢慢吃，如果还想吃，老师帮你



盛。”她高兴地应到：“好”接着端起碗来，有滋有味地喝
着汤，喝完又要了一碗，脸上写满了幸福。

看着冰冰快乐的样子，回想我与冰冰的说话语气，我觉得要
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关心和爱护孩子，由衷的爱会让孩子心
情愉快。一句“慢慢吃”，体现了对孩子的尊重和理解，我
们要用宽容来尊重孩子，用爱来读懂每个孩子，让孩子的心
充满阳光，体会幸福。

本次家长开放日，家长们都很积极来参加。利用这次难得聚
在一起的机会，我和家长们交流了几分钟，把我的教育理念
传达家长们。

最近教育报道，中国的孩子学习的能力和认知能力是世界上
最好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是最差的。俗话说：心灵手巧，
反之：手巧心则灵。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是衣
来伸手、饭来张口，养成懒惰和依赖等不良习惯。因此，幼
儿园要培养幼儿良好的习惯，首先应从培养劳动习惯开始。

对于刚入园的小班幼儿来说，劳动习惯的培养，主题是自理
能力的培养，教师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对他们进行自我服务
的训练，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

例如，有一次吃饼干的时候，我让孩子们自己打开包装袋
（以前都是老师帮忙打开的），还教给他们撕包装袋的方法，
有的孩子很快的沿着齿轮印撕开，有的孩子手指力量不够用
牙齿也能撕开，有的孩子请旁边的孩子帮忙撕开，还有的孩
子请辅助工具剪刀来帮忙，可还有两三个孩子，他们不是不
会但他们不会去动手动脑，而是等着老师帮他们撕。我们家
长在家也尽量让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能剥夺他们的劳
动权利，不会做的事情去耐心的教他，而不是一手包办。宣
传培养幼儿良好习惯的重要性，使家长与教师形成共识，家
园互相配合提供幼儿锻炼的地，请家长也与教师一样做到耐
心、细心，坚持让孩子自己的事自己做，成人给予适当的指



导和示范。

在取得家长支持的之后，我会逐步要求幼儿学会洗手、吃饭、
穿衣、穿鞋、折叠衣服、自己大小便等生活小事，同时，将
自理能力的培养渗透到各科教育之中，运用情景表演、故事、
儿歌、游戏、实践操作等方法来引导幼儿，激发幼儿的劳动
兴趣，持之以恒，反复强化，最终形成良好的习惯。

其实像胡婧书小朋友我们都很耐心的交谈，小朋友呢，来幼
儿园就是要学习新的本领，学习我们不会的本领都给学会咯，
如果你一直不来幼儿园学习本领就不会进步，小手和你的小
脑袋也不能干啦，也就不会变聪明了，长大了以后什么事情
都不会做，你这样愿意吗？她就会一直摇摇头，说不要！

我觉得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会遭遇预期或不期的困境，
于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困难就像田径赛场上的跨栏，越过了一
个个障碍物，人的才能救一步步提升；被障碍物绊倒就不愿
站起来，生命潜能被泄气，阻碍了生命茁壮成长。希望我们
班的小朋友都能自信乐观的成长。

幼儿园中班户外活动记录篇八

当我们看见3-5岁的孩子，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没有自制力，
尽管这不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外。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
来提升自制力的训练，研究表明在学校，交际圈中取得成功，
延迟的喜悦感是最重要的。并且可以避免高风险的行为(例如
吸毒，酗酒)以及性滥交。当你认识到你的孩子仍然在学习和
成长，能够在生活中一直持续改善他们的自控力，这无疑是
一件令人欣喜的事。但是作为孩子的父母，在孩子长大之前
不要延迟教育以及培养这些重要的技巧，因为孩子仍然很难
在现在做出正确的抉择。

正常的成长及限制：



到了3岁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已能走路，聊天;和父母，伙伴
等做更深的交流。他们更加活跃，但事故和争执也变得更加
平常。“我的”是孩子们常挂在嘴边的词，探究事物的原因
俨然成了他们的全职工作，常常喜欢问为什么。这些都是让
父母感到兴奋的成长，这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教育他们
学会自控，同时也使他们变得更具挑战力。据致力于研究脑
损伤的研究中心的报告，3-5岁的孩子将会在他们的注意力，
自控力，注意力和抑制力上呈现大幅度提升，只要他们的环
境能够与他们的学习相一致，他们也将会逐渐抑制冲动，并
且能够很好地抑制注意力分散的情况。父母扮演中间人的角
色，向孩子灌输生活中可实践的自控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他们需要什么来学习以及如何学习?下面四种技巧是自控的基
础，但最有效的方法是父母的以身作则，为了使孩子能够学
会控制自己，父母首先应该树立清晰的标准，让孩子明白什
么样的表现是父母所期待的。

1.认识事件触发的原因和情感

对孩子而言明白什么能激励他们前进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
有趣的家庭环境中进行角色扮演能够帮助孩子认识到容易导
致冲动的人，言行，事物。父母常常指引他们的孩子表达他
们的感受。“请说话”是一个简单的词语，来让孩子在做出
冲动的决定之前表达他的意愿，这样孩子将会明白如何合理
地处理令人头疼的问题和处境了。

2.了解和抑制原始冲动

采用“乌龟战术”来教育孩子在做出冲动的举措之前及时制
手，“把他们的脑袋缩在龟壳里”，这是一个简单而又有趣
的方式来教育你的孩子。你可以采取数数到10或5个深呼吸的
方式作为一个缓冲器，给孩子一定的时间可以让他们做事之
前先考虑清楚。

3.思考



4.行为

孩子需要学会自信与实践，让他们去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所
产生的后果，无论结果是否令人高兴。孩子经常想要父母为
他们做出决定，明智的父母会退后一步说，“你认为你能做
出什么呢?我认为你会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样孩子将会学会
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并从中学会很多。孩子不会一夜之间长
大成人，就好比我们不会一夜之间养成自己的习惯。父母需
要告诉孩子生活的准则，并反复告诫他们，因为这一切将会
伴随孩子，父母，家庭的一生。

幼儿园中班户外活动记录篇九

案例：

《格子手帕》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吹塑纸版画的活动，目标是
学习用笔在吹塑纸上刻画出直线和竖线交叉成格子的技能。
由于是第一次开展吹塑纸版画，发现孩子存在的问题很多，
由于事先我料想到孩子可能会出现刻画的太轻，于是在学习
的时候我多次强调要求孩子刻画的重，要摸上去有小沟沟。
于是在刻画的时候我发现孩子没有掌握正确的握笔姿势，一
把抓现象很多。有些孩子也用劲了力气画交叉的线，可却把
纸也画破了。而有些没画破的孩子却画的根本没有凹凸的感
觉。而吹塑纸版画的要求很高，不仅要线条连贯，而且凹凸
感要明显。对于孩子有一定困难。

活动反思：

给予活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也进行了一些思考，首先小班
的孩子年龄还小，他们对握笔的正确掌握有一定的困难，而
且孩子的力度还不够，太重把纸弄破了，太轻凹凸感不明显，
不能很好的与纸产生互动。当然对于吹塑纸我们还是应该接
触的，但应该换一种方式，平时区域活动中我们可以放一些
刻刻、画画的活动，帮助幼儿掌握刻画的技能。同时活动中



我们可以通过转印的方式帮助孩子认识吹塑纸，了解吹塑纸
版画。通过一些分解的活动让孩子有所收获，更好的与中班
活动向衔接。当然在选材上，教育内容的选择要贴近幼儿的
生活和以有经验。小班的幼儿认知发展水平较低，熟悉的、
生活化的、游戏化的情景会使幼儿感到亲切和好奇，我们的
版画活动就应以游戏为主要形式，让孩子把它当成开心的游
戏，把线条、色彩当成一种语言，用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认
识。制作版画的过程可以说就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

幼儿园中班教育笔记心得2020

幼儿园中班户外活动记录篇十

现在的孩子基本上是独生子女，各个娇生惯养，吃饭挑食这
一问题普遍存在于他们的身上。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在愉
快、轻松的情绪下把饭吃饱、吃好是所有家长老师共同关注
的问题。如果一味的喂，幼儿的依赖性就越强，哪天不喂他
吃了，他就干脆坐那里不吃了;光靠一味的“催”吧，这样又
会在幼儿心理产生一种“焦虑感”，进而影响幼儿的进食的
质量，甚至会引起幼儿的一种“心理性呕吐”，那吃进的饭
可就全部吐出来。以前我带的大班里就有这么一个孩子，碰
到他不喜欢吃的菜，他就可以让自己吃一口，呕吐一口。真
是愁死我了!在一年的工作摸索重，我得出了一个小方法，让
我们来共同分享吧!

今天的午饭里有白菜，把饭发下去后孩子们都大口大口的吃
开了。我发现小恺却坐在那里，手捏着嗓子，眼睛含着泪花，
看着盘子里的菜样子可怜极了，我就问他：“小恺，你怎么
不吃饭呀?”他看了看我，指着盘子里的白菜愣是摇头。于是
我就说：“你喜欢小白兔吗?”他点点头。“你为什么喜欢
它?”“因为它长的可爱。”“那你知道小白兔最爱吃什么
吗?”小恺听了神气起来：“小白兔爱吃萝卜和白菜。”“小
恺真聪明，如果你像小白兔一样也爱吃白菜，那你也会和小
白兔一样长的很可爱。”小凡看着我好像有点不相信，我又



笑着对他点点头，我喂了他一口，他张嘴吃了，但是一直含
在嘴里不肯无往下咽，这时我灵机一动就说：“小恺，你知
道吗，嚼白菜时发出的声音可好听了，咯吱、咯吱像踩在雪
地上一样。”听了我的话，小恺高兴了使劲的嚼起来，“老
师，咯吱咯吱真好听!”我连忙又喂了他一口菜，他大口大口
的嚼了起来，我把耳朵凑在他嘴边说：“你能嚼给我听吗?”
他使劲点点头，大口大口的嚼着，不一会工夫餐盘里的菜就
全吃光了。

其实吃食物发出的声音并没什么特殊的，我只是把它加上了
形象的比喻，孩子们却感到很兴奋，觉得很有趣，加上侧耳
倾听的动作，为了证明自己很能干很厉害，孩子们就会用力
咀嚼，多吃食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