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教学反思随笔(优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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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教学反思随笔篇一

本课旨在引导学生发现树叶形态的美感，启发学生通过探究
的学习，创造出多种叶形的组合。指导学生有效地用拓印方
法创作出有趣的树叶拓印作品，使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把自
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的事物表现出来，获得美术创作的
乐趣。

为了让学生真正对这些精美的树叶拓印感兴趣，初次试教时，
我在课件里加入了大量的树叶图片，但效果不甚理想。学生
大多只能感慨：好美！可它究竟美在哪儿呢？学生无从表达，
也就无法为之后的创作找到可供借鉴的.元素。在后面的教学
中，我立即作了调整。首先设法改进课件，将欣赏的范围缩
小，深度加深。并将树叶的叶脉、外形、颜色等方面的相关
资料糅合起来，通过教师充满童趣而精练的语言配合进行讲
解，中间适当引导学生质疑，使他们能在欣赏的同时有所思、
有所悟。本课教学中运用小组合作学习形式，鼓励小组的学
生大胆交流。精彩的课堂各有各的妙处，但相同的部分一定
是有学生精彩的表现。但教学的效果看，学生的主体地位体
现并不太明显。也就是学生的交流少、探究制作的过程流于
形式。吸取教训后，在执教其他班时我试图在课前利用其他
内容请几名学生来共同示范合作制作的过程，同时也随时注
意在此课前面的教学中渗透合作的方法和重要性。这样一来，
实践的效果果然要好得多。本节课的教学效果不错。



当然也存在不足的：

1、时间的把握还不够精准。

2、学生的探究过程不够紧凑。实际上相对于创意来说，制作
的方法还是比较容易的。在制作的步骤和方法上点一位学生
示范操作就可以了，无须花更多时间，导致交流的主次不够
明确，略显拖沓。

在以后的课堂教学中，我将进一步以课改理念为指导，扎扎
实实地加强课堂教学，使学生真正从美术课堂中感受成功和
愉悦，获得不断的发展。

中班教学反思随笔篇二

设计背景

在“秋天”的系列活动中，我发现幼儿对树叶特别感兴趣，
尤其是在观察树的过程中，孩子们对树叶形状的关注引起了
我的注意，我便捕捉孩子稍纵即逝的兴趣点，并读懂幼儿的
探索行为。于是我设计本次树叶贴画活动，引导幼儿在收集
树叶的基础上说说各种不同形状的树叶像什么，和他们一起
去拼一拼，贴一贴，让幼儿充分发挥自已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来完成有趣的树叶贴切作品，使幼儿在集体协作中体验快乐。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观察树叶。能述说树叶的颜色、形状、大小等特
征。

2、掌握树叶贴画的基本方法。

3、发挥幼儿的想象能力，培养团结协作的能力。



4、培养幼儿动手操作的能力，并能根据所观察到得现象大胆
地在同伴之间交流。

5、引导幼儿能用辅助材料丰富作品，培养他们大胆创新能力。

教学难点

1.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

2.能够完成树叶贴画作品。

活动准备

1、发动幼儿家长与其幼儿利用秋游、爬山、散步等活动，采
集和捡拾各种大小不一，形状和颜色各异的树叶若干。老师
把收集到的树叶进行压平、晾干处理后，分成四类(制作金鱼
类、制作葡萄类、制作鸭子类、制作孔雀开屏类)树叶材料。

2、秋天落叶飘落图一张，树叶贴画成品图两张。

3、白纸、剪刀、乳胶各4;几种彩色卡纸若干。

活动过程

一、谈话引入

老师：小朋友，大家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吗?(秋季)

出示秋天落叶飘落图，让幼儿观察落叶的情景，感受秋天的
独特风景。

老师：叶子宝宝纷纷地离开了妈妈，它们随着秋风飘落下来。
一群群孩子把这些可爱的树叶捡起来，带回了家。你们知道
把叶子宝宝带回家能做什么吗?(幼儿由发言、表述)



二、欣赏树叶贴画作品

出示树叶贴画作品(金鱼帖画和葡萄帖画)

问：我们来看看，叶子变成了什么?(金鱼和葡萄)

这样用树叶贴出来的画叫做树叶贴画，你们想不想也用树叶
贴画呢?(想)

三、认识几种常见的树叶。

出示枫叶。请幼儿观察它的特征。

问：小朋友，这是什么叶子?(枫树叶)

老师：枫树叶是怎么样的?谁来说说?

引导幼儿说出枫叶有红的，有黄的，像鸭子的小脚丫一样可
爱。

出示柳叶。请幼儿说说它的特征。

问：小朋友，这是什么叶子?(柳叶)

老师：柳叶又是怎么样的呢?

引导幼儿说出柳叶有绿色的，也有黄色的，细细的薄薄的真
好看。

用上述同样的方法让幼儿了解大叶榕树叶、小叶榕树叶、葡
萄叶等外形特征。

四、分组制作树叶贴画。

1、老师演示小鸭子的制作过程：用黄色大叶榕树叶做鸭子身



子，叶梗做鸭子的长腿，红色枫叶做鸭子的小脚丫，小叶榕
树叶做鸭子的头部，剪些彩色卡纸做眼睛，这样一幅生动的
树叶贴画就做成了。

2、将幼儿分成四个小组，10个小朋友为一组。每组小朋友根
据老师给的树叶材料来共同完成四种不同的贴画作品(金鱼贴
画、葡萄贴画、鸭子贴画、孔雀开屏帖画)。老师巡视指导。

五、总结

今天，小朋友通过团结协作，共同完成了树叶贴画作品，你
们觉得漂亮吗?其实，美就在身边。生活中有许许多多像树叶
一样的自然材料，如布头，瓜子，蛋壳等，只要我们能像今
天这样多观察、多动脑、多动手，将它们拼一拼，剪一剪，
贴一贴就一定能做出美妙有趣的东西来。

教学反思

本次活动能很好的达到目标要求。首先，我设计本次活动的
内容对于中班孩子来说是很新鲜的很有吸引力的，因此，幼
儿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兴致高昂，始终保持着浓厚的探究状态，
形成活跃的课堂氛围。其次，活动围绕主题环环相扣，形成
良好的师幼互动形势。再次，本活动以10个小朋友为一小组
进行集体制作，每一位幼儿都能很好地融入其中，提高团结
协作的能力，增强幼儿集体荣誉感，作品效果不错。

不足之处：

1、幼儿初次尝试树叶帖画活动，手工粗糙，不够细致。

2、动手制作时间较长，针对这些不足，教师应多开展帖画这
方面的活动，俗话说：“熟能生巧”嘛。



中班教学反思随笔篇三

设计意图：

晨间活动时带幼儿在园操场上散步，看见地上有许多落叶，
孩子们捡起来，开心极了。有的说：“这树叶像小船”“老
师这树叶像小伞”“像小桃子”……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开
了。看见孩子们对地上的落叶如此有兴趣，我何不抓住孩子
的兴趣点带幼儿进行一次树叶粘贴活动呢？这样既可以让幼
儿以树叶为材料进行艺术创造，发挥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又能让幼儿从情感上对秋天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于是我就设
计了《有趣的树叶粘贴》这节活动。

活动目标：

1.尝试用不同形状的树叶进行拼图、粘贴，能表现出物体的
主要形象特征。

2.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3.体验创作过程带来的乐趣和自豪感。

活动准备：

1.课前请家长带幼儿上网搜索树叶粘贴作品进行欣赏。

2.收集各种树叶分类摆放。

3.ppt.

4.画纸、双面胶、剪刀、记号笔等。

活动过程：



一、出示树叶，导入课题。

1.“小朋友，这些是汪老师在小区里散步时捡到的树叶，看
一看，它们一样吗？”

2.“这些树叶还可以变成一幅幅图画呢，我们一起来欣赏
吧！”

二、播放课件。

1.欣赏几幅树叶粘贴作品，以其中一幅《两个小姑娘》为例，
引导幼儿发现树叶粘贴画独特的表现手法。

师：图上有什么？小姑娘细细的腰是用什么做的？（叶柄）
小姑娘的裙子好看吗？是怎么做的呢？（小结：用银杏树叶
一层层粘贴上去的。贴的时候不一定每次把叶子全部露出来，
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样子摆出来。）

2.看课件：微课程。了解树叶粘贴画所需材料和基本方法。

三、幼儿动手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鼓励幼儿大胆创作，能表现出物体的主要特征。

四、展示、评价作品。（此环节放在下一节活动进行）

活动反思：

选择幼儿感兴趣的活动才能让幼儿主动学习。秋天的树叶来
自幼儿的生活，成了幼儿手工制作的材料，中班幼儿又喜欢
拼拼、贴贴，因此树叶粘贴画是根据幼儿的兴趣和内在需求
组织的。《刚要》中强调：“在活动中要突出幼儿自主性、
创造性，”在活动中为幼儿提供了许多树叶，让幼儿根据自
己的兴趣和需要任意选择，为他们精心营造了一种宽松、自
由的学习氛围，充分体现了开放性的特点。整个过程自然流



畅，基本上是跟随幼儿经验生长的方向去提供及时的支持和
帮助。幼儿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处于主动参与的状态，探究发
现和表现表达的热情是持续的。最后展示评价幼儿作品这一
环节，我是利用单独一节活动请幼儿自己来展示介绍的，既
有足够的时间又锻炼了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和胆量。另外，
幼儿的热情持续高涨，在美工区可提供材料，继续让幼儿进
行树叶粘贴活动。

中班教学反思随笔篇四

从秋天开始在我们幼儿园就可以经常看到到处飘落的树叶，
在户外活动时小朋友们也经常捡着玩。而在进入秋天给孩子
们介绍季节特征时，几个脑袋瓜较灵活的孩子不禁会
问：“老师，为什么有的树叶变黄了,有的树叶落下来了,而
有的还绿绿的在树上呢？”于是，我为了让他们了解更多季
节对树叶的影响，也为了能让孩子更好学习分类就因材施教
把科学主题活动《植物的朋友》里的《有趣的树叶》留到冬
天时在上周的科学活动上上。

在整个活动中我先让孩子到户外收集树叶接着展示观察比较
树叶的特征然后再了解树叶的组成最后按其颜色、形状来分
类。在探索过程中通过先让幼儿在幼儿园周围采集来的许多
不同的树叶来看看、摸摸、闻闻等多种感官感知落叶树叶和
常绿树叶的异同，再从大小、形状、颜色、手感等方面进行
比较并积极进行分类，不仅使幼儿能从不同方面认识更多不
同树叶还能引导幼儿按颜色、形状、大小来进行分类练习。
在活动中幼儿的兴趣较高，充分发挥了幼儿的主观能动性，
活动过程过度自然，各环节有序进行，基本完成目标要求，
师幼互动较亲切。上完整个活动下来自己觉得如果我把这个
活动拿来做园内教研活动来上还真不错啊！但美中不足的是
如果能带孩子去那种专门的大森林里捡树叶再来了解认识更
多的树叶就会更好。

通过这次活动，不但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老师在上科学活



动时应在把握活动目标的同时随时根据活动的需要调整目标，
不能幼儿一乱就乱了方阵，应在幼儿集中注意的前提下让幼
儿探索。当然，幼儿的.集中注意需要教师的巧妙引导和及时
调整、整合目标。教师在观察孩子的表现时，要善于捕捉教
育契机，捉住幼儿感兴趣的话题，用幼儿喜欢的方式在不知
不觉中“收放自如”。这样，在幼儿感兴趣的前提下，才能
主动地积极探索，才能让“叶子”成为幼儿真正感兴趣
的“有趣的叶子”；也消除了我对畏惧上科学活动的心理并
能更加有信心地上好以后的科学活动。

中班教学反思随笔篇五

怎样体现阅读教学的年段性？怎样让孩子自然的走出文本，
让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不只是过教材？这两个问题我一直在
思索。今天，上了《一片树叶》的第二课时，作为我和指导
老师之间的一堂研究课。

故事其实并不难懂，当孩子们读通课文之后，就知道了小动
物们其实心里是爱小椿树的，但是他们爱的方式不对。我让
孩子设想自己就是一棵小椿树，被摘光了叶子之后，会是一
种怎么样的心情？孩子们反复的诵读课文，体会到了小椿树
的心情。看到孩子们有的在谈感受的时候流下了眼泪。我知
道，孩子们懂得了。

二年级的孩子，并不必过多的咬文嚼字。带着孩子进入课文
的情景，自然就能读出感情了。这也许就是阅读教学的年段
性吧。而让学生在学习课文中的词语或句子时，联系生活实
际，举例，也许也就是走出文本的一种体现吧。例如：文中
学习到“欣赏”一词。在让孩子读了文中的带有这个词语的
句子之后，又请学生说了说你在平时的生活中欣赏过哪些东
西。联系生活，让学生知道了“欣赏”的都是美好的东西。

《有趣的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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