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数学活动教学反思(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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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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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数学活动教学反思篇一

这个故事大概描述了一个小女孩叫乔小叶，她很自卑，后来
她主动向老师说她要调到最后一排坐，因为坐在最后一排的
人都是坏小孩，老师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别人视力差，我视
力好，但她没有告诉给老师听她是班中视力最差的同学，她
和最后一排的同学无话可说，她想听课又看不清黑板上的字，
就这样滥竽充数了半个学期，后来她们换了一个老师，叫白
明，倒着来读叫明白，也就是说她对每一个同学都明明白白。
不久后，老师注意到了乔小叶，老师在有空时经常和乔小叶
说一说语文的知识，在一次测验中，老师说了前五名有奖，
对考试一点也不在呼的乔小叶来说，这毫无兴趣，老师评完
卷子以后说出了分数，第一名：乔小叶第二名……”天啊！
我是第一名。“乔小叶兴奋的说。不久，老师把乔小叶调到
了第一排，还对其他同学说：”世界上有最后一排的座位，
但不会有人永远坐在第一排。"

世界上有人总落后，但你肯学就会成功的，但如果你不肯学
习的话，你永远都是最差的人。

本课的教学重点我设计在理解“每当她带着清香的`气息悠悠
离去时，每当她弯下腰挨近我低低地和我说这说那时，每当
她那满含笑意的目光注视着我时，我都感到前所未有过的紧
张、激动、惭愧和欢乐。我这才发现，我以往的愤愤不平和
自暴自弃是多么无知和愚蠢。我的虚荣和脆弱让我受到的伤



害是罪有应得，因为我从来就没能积累起受人尊重和宠爱的
财富与引以为荣的值得骄傲的资本！――我这样的学生，其
实只配坐最后一排。”一句的意思，体会作者的感情。

幼儿园数学活动教学反思篇二

绘画活动要不要“示范”，是幼教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前
些日子在听随堂课，艺术活动“搞笑的圆”引发了对此问题
的思考。“搞笑的圆”是让幼儿对圆进行想象添画。导入活
动中孩子们的思维很活跃，有的说圆是泡泡，有的说是盖子，
有的说是西瓜，有的说是太阳……圆能够变成小猪、小鸡、
太阳、花……孩子们想得很多。在孩子想象的过程中，老师
让两个孩子进行了一个想象的“示范”画，一个孩子把圆添
画成西瓜，另一个孩子把圆添画成小鸡。由于孩子的经验问
题，“示范”小鸡时出现了一只小鸡两张嘴的现象。接下来
在幼儿的添画中，发现了几乎每个孩子都画了西瓜，也有不
少的孩子画了小鸡，而且翻版了两张嘴的小鸡呢。

从充分发挥幼儿的想象力方面来说，尽量不要示范作画，透
过欣赏等其他途径来让幼儿感受，以期盼不出现统一模式的
幼儿作品。从积累绘画技能方面来说，必须的示范画是要的，
美术是需要必须的技能技巧的，这是孩子创新作画的基础，
只有肚中有“货”，才能创新。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
会做诗也会吟”。所以，个人认为，简单的就不要示范。示
范是要让孩子学新的技能，要与创新相结合，示范是为了让
孩子明白如何下手，如何创新。

不知大家怎样认为呢?

幼儿园数学活动教学反思篇三

《有趣的图形》是我们中班教研组的一次数学研课活动，教
学目标是通过对比，让幼儿感知圆形、三角形、正方形的基
本特征，能够区分三种几何图形。活动前我们对活动的内容



进行了讨论，在确定这一内容时，教研组的老师们都觉得这
一内容很简单，但经过对中班幼儿认知特点的分析发现，中
班的幼儿已有了粗浅的几何概念，这一阶段的幼儿虽然能正
确地认识圆形、三角形、正方形，但他们不是从这些形状的
特征来认识，而是将其和自己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物体相对照。
因此，我们最终确定了《有趣的图形》这一活动，让孩子在
游戏探索中对图形产生兴趣，并通过观察、比较、想象、动
手等，感知不同图形的不同特征。

本次活动，除了让幼儿感知图形特征外，还有一个活动目的
是探索两种不同导入方式在同一教学内容中的课堂运用实效。
因此，执教的两位老师在基本确定了活动过程后，对导入环
节进行了重点的设计。两个活动，我们分别运用了两种导入
方式：一种是实物直接导入，教师出示魔术袋引起幼儿兴趣，
然后通过让幼儿摸一摸，通过对摸出的实物形状的区别来初
步感知三种图形的基本特征。另一种是手指游戏变魔术导入，
教师通过魔术变出三种图形，然后通过与实物的对比感知三
种图形的基本特征。在执教过程中我们发现，两种不同导入
方式，都能激起幼儿的活动兴趣，只是游戏的方法具有神秘
感，并与下面环节有较好的衔接，因此能更快地调动幼儿的
情绪，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两次活动，幼儿参与性都较高，但同时活动过程中也出现了
许多问题，虽然我们在活动前对这一内容的目标定位进行了
仔细的考虑斟酌，但在活动后发现，我们设置的其它几个环
节还是过于简单，没有将活动目标真正的达成，在最后环节
中，孩子们在找找身边的三种形状时，对于正方形的认知出
现了偏差。教研组老师们听课后向我们执教老师也反映了这
个问题，争对这一问题，我对自己的活动进行了反思。

幼儿园数学活动教学反思篇四

我所在的中班孩子在我教学活动中，我发现我们班的孩子特
别不喜欢学习数学，也许是数学的枯燥和逻辑性强，让我们



班的孩子对数学望而怯步。我一直也在苦脑如何让孩子在愉
快的氛围中轻松地学习数学，后来，我发现我们班的孩子对
角色扮演很感兴趣，我就想：怎样让孩子也在角色扮演中学
习数学。我设计了游戏——小小销售员，就是让孩子扮演销
售员和顾客，设计在蔬菜市场的环境下，小朋友以购买者的
身份用教师自制的纸币，纸币上设计成以圆点为纸币的面额。
如：一个圆点只能买一样物品。小销售员按纸币的点数为购
买者销售相应数量的物品。这样的游戏开展后，我们班的小
朋友特别的喜欢，也不觉得数学是没有意思的了。反而很积
极的学习数学。争做销售小冠军。

在一次次的游戏中，孩子们也学会了，有的时候小销售员给
自己的物品数量和纸币上的面额不一致，还会提醒小销售员
正确的数量，孩子的能力比我想像中还有更大的潜力。没想
到一个小小的游戏让孩子从中学到了很多，更生活了更实际
了。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经常面对幼儿独特的、有创意的
想法，只是常常不经意间就被我们忽略了。细想起来，在他
们大胆、童真、稚气的想法背后，又会有多少智慧的火花呢?
身为教师的我们，千万不能小看了孩子，而是要善于在孩子
的一举一动中发现他们富于创造性的想法，并适时地给予积
极有效的评价和支持；此外，教师还要给孩子提供主动探索
的机会和条件，发挥同伴群体的相互模仿、激励作用，促进
幼儿群体共同发展。

幼儿园数学活动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的知识是排列和组合简单的知识，但对学生来说，教
师又不能直接讲解排列组合，如何讲解比较深奥的知识，这
是应该正视的问题。在处理教材时，没有直接呈现排列组合
原理，而是从排列组合的基本思考方法入手——科学枚举法。
因为学生只有恰当的分类，将事情的各种情况能够一一列举
出来，就能够保证计数时不重复不遗漏——这是本节课的重



点和难点所在。所以本节课没有要求学生解决比较复杂的计
数问题，也不要求发现加法原理与乘法原理，而是要求学生
通过科学枚举法，感受计数方法。在教学中，为了突破重点，
从多方面想办法：一是让学生认识到排列与组合学习是生活
中的必须；二是让学生通过摆、画、列表等活动，学习“不
重复、不遗漏”的计数的方法。本课教学后我进行了认真反
思，觉得有以下可取之处和不足之处。

一、创设情境，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

创设形象生动、亲近学生生活实际的教学情景，将有效地激
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本节课通过创设“衣服的穿法、早餐搭
配、数字游戏”等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似的情境，唤起了学生
“独立思考、合作探究”解决问题、注意让小组合作学习从
形式走向实质。

在合作探究中，保证了合作学习的时间，并深入小组中恰当
地给予指导。合作探究后，教师还能够及时、正确的评价。
教师从实际的学习效果出发，考虑如何组织合作学习，有利
于调动广大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防止合作学习走过场。

二、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中感悟新知。

通过组织学生参与“连一连，写一写，画一画”等教学活动，
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多种感官协调合作，感悟了新知，发展了
数感，体验了成功，获取了数学活动经验，真正体现了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作用。2、注意让小组合作学习从形式走
向实质。

三、利用自主探究的学习方式。

本节课设计时，注意精选合作的时机与形式，在教学关键点、
重难点时，适应地组织了同桌或四人小组的合作探究。在学
生合作探究前，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合作探究中，保证了



合作学习的时间，并深入小组中恰当地给予指导。合作探究
后，教师还能够及时、正确的评价。教师从实际的学习效果
出发，考虑如何组织合作学习，有利于调动广大学生参与学
习的全过程，防止合作学习走过场。

四、不足之处：

1、对于课堂中的生成性资源不能灵活处理。

2、给学生的探究时间还不太充裕。

我相信，通过这次教学一定会在以后的工作中有所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