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教师教学随笔与反思(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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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幼儿教师教学随笔与反思篇一

我是一名幼儿园教师，班里有一些小朋友问题不断地指出别
人的问题，甚至笑话别人。如，〝老师，江鹏画的小树是黄
色的，一点都不好看。〞〝张珊珊好笨，连给娃娃喂饭都不
会……〞我觉得这么大的孩子，正是对别人的缺点很敏感的
时候，如果不及时引导，很容易使孩子成为一个爱挑剔的人。
于是，孩子们起床后，我问他们：〝你们想不想听老师讲故
事呀？〞〝想！〞孩子们齐声回答。我便讲起了自己刚编的
故事《挑毛病的小孔雀没朋友》。故事的大意是，有一只小
孔雀全身长着亮亮的羽毛，可好看了，小朋友们都喜欢来找
它玩，可它却总是喜欢挑别人的毛病。小乌鸦来了，它说：
〝你的声音真难听，一天到晚就会呱呱叫。〞小乌鸦伤心地
飞走了。小百灵唱着歌来了，它却说：〝光歌得好听有什么
用，你长得上点都不漂亮。〞小百灵的歌声停下来了……渐
渐地，小伙伴都不来找小孔雀玩了。故事讲完了，我告诉孩
子们，每个人都有许多优点，也会有一些缺点，如果我们总
是盯着别人的.缺点说个没完，就会变成爱挑毛病的小孔雀。
我知道，讲一个故事就期望孩子们完全改变以前的做法是不
可能的，但如果家长有意地引导孩子们多从好的方面去看待
别人，多找别人的优点，一定会使孩子成为一个爱欢迎的人。
西西是个性格很内向的孩子，平时几乎不搭理别人。总是喜
欢一个人坐在那里画画。虽然他画的不是很好，但每次一画
起画来深情却特别专注。于是，我装作很随意地对同班老师说
（西西能听到）〝今天，西西画的可认真呢！〞随后我在教



室里转了一圈来到他的身边，对他笑着点点头，他也向我笑
了一笑。内向的孩子，很渴望被肯定，喜欢被表扬又怕太张
扬了，因此他们常常很害羞。对于赞赏他们是很快乐的像这
样的孩子要及时捕捉他们的闪光点，并适时的加以赞许。只
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帮助他们。

幼儿教师教学随笔与反思篇二

在一次主题教育活动《“开心帽”和“生气包”》中，首先
我给孩子们介绍了两位新朋友。他们分别是“开心小姐”
和“烦恼先生”。孩子们与两位新朋友玩起了“击鼓传花”
的游戏。游戏要求是：鼓声停止时拿到了“开心小姐”的小
花的小朋友，要说出一件让自己最快乐的事情。拿到“烦恼
先生”的手帕的小朋友，要说出一件让自己最不快乐的事情。

孩子们快乐的游戏着，并且与大家分享了最让自己开心和不
开心的事。朋友们，你们猜，我们班的小宝贝最开心和不开
心的事分别是什么？猜出来了吗？大部分孩子的心声
是：“最开心的事”是家人带自己出去玩（宝贝们的快乐真
的是很简单很纯朴，你们觉得呢）；“最不开心的事”是父
母吵架或老师不高兴了。

朋友们是否觉得有点震惊呢？当听到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时，我也有些惊呆了。原先孩子们最不开心的事情不是父母
不给自己买玩具，也不是做错事情被老师批评。而是父母和
老师在不经意间带给孩子的情绪影响。作为老师的我，顿时
体会到：其实孩子们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你的表情、关心着
你的情绪。原先自己的一时“不高兴”会在孩子小小的心灵
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幼儿教师教学随笔与反思篇三

农村的孩子胆子比较小，农村幼儿园小班的孩子胆子就更小
了，许多孩子初入园时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讲一口家乡话。



以往我总是重复要求孩子们讲普通话，可是效果却不理想。

这天中午午餐时，邹婷琴小朋友来添饭，她把空碗递给我说：
“老师，我还想吃饭。”我一听，心里一乐，我连忙接过邹
婷琴小朋友的饭碗，一边为她添饭一边说：“邹婷琴小朋友
的话讲得真好听，她讲的是普通话，而且讲得很完整，老师
真高兴，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像邹婷琴小朋友这样讲普通话、
讲完整的话，好不好？”“好！”小朋友们齐声说。接着，
来添饭的小朋友都学着邹婷琴的样儿讲起了普通话。王紫涵
小朋友说：“老师，我还吃。”我问：“你还吃什
么？”“我还吃饭和菜。”王紫涵答。朱恺小朋友也递过空
碗说：“我还要。”“你还要什么？”我有意地问。“我还
要菜。”朱恺答。小朋友都能学着讲普通话了，我真的打心
眼里为他们感到高兴！虽然他们的普通话讲得还不是很标准，
有的句子讲得不大完整，有的甚至是普通话中夹杂着家乡话，
但他们敢讲了，敢于大胆地说普通话，这就是一大进步！

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我每次与小朋友们对话，我都会细心
地倾听小朋友的话语。当他们又情不自禁地讲家乡话时，我
会摸摸小朋友的头，善意地提醒：请你讲普通话。当小朋友
的话说得不完整时，我会故意地“装聋作哑”。例如，有一
个小朋友喊：“老师，小便！”我会问：“谁要小便？”小
朋友便会完整地答：“老师，我要小便！”

事事皆教育。生活中蕴藏着许多教育契机，只是我们没有发
现，或者是没有想到去发现。其实只要我们细心地留意，仔
细地观察，哪怕是吃饭、上厕所这些小事，也能作为教育的
一个亮点。让孩子们学习讲普通话、学着说完整的话，不能
干巴巴地提要求，要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范例，提供一个交流
的平台。教育的要求，教育的条条框框，只有渗透到生活中
去，才能真正为幼儿接受，使幼儿自然而然地学会应用。

[农村幼儿教师教学优秀随笔]



幼儿教师教学随笔与反思篇四

创设情境，激发幼儿自主学习的兴趣。

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对学生学习内因的激发，乃是激起
学生对所学的资料的兴趣。即来自学习活动本身的`内在动机，
这是直接推动学生主动学习的动力。”可见，情境教学能把
概念具体化，传授方式趣味化，能使幼儿的认识与情感相结
合，使思维与形象统一，变灌输为感悟，变说教为体验，使
幼儿全面发展。所以，应对以幼儿发展为本的教育观，在活
动中教师要善于做到创境激趣、以趣激学、引导幼儿用心主
动地参与学习，自主地探索获得知识。

幼儿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具体动作思维、直观形象思维处
于优势地位。利用直观演示法能够寓教于乐，在教学中，我
们运用电教设备再现教学资料情境或收集与资料相关的实物、
图片创设情境等，让幼儿入情入境，借境悟理，进行自主学
习。如：在陶艺制作《各种各样的汽车》活动中，我与幼儿
共同收集了各种各样汽车的模型玩具、图片，并布置了《中
华汽车展》环境，幼儿在好奇心驱使下，对汽车发生了兴趣，
以愉快的情绪用心参与到直接感受各式各样的汽车中来。由
于每个幼儿对汽车都有必须的认识，大大激发了幼儿的创作
热情，在制作中，十分自如，用心主动，想象力也十分丰富。
于是，一辆辆形态各异，造型可爱的小汽车便呈此刻大家面
前。

幼儿爱听故事，老师能够借助故事的魅力激发幼儿学习的兴
趣，使他们在简单愉快的气氛中学习知识，感悟道理。幼儿
从富有情趣的故事之中，有事可想，有事可明，有事可认，
为幼儿自主学习带给了条件。如：在制作浮雕《神奇的手》
时，我运用这个故事：“一天，有个小姑娘做了一个梦，梦
见自我的手忽然变成了许多小动物，有孔雀呀、蝴蝶呀，还
有小飞鸟呀，好多好多的动物，他们在由手变成的山呀，树
林里呀……”。透过故事启迪，创设想象情境，及时地、进



一步地打开孩子们的想象之窗，有力地启发和引导孩子们的
创造思维。幼儿表现的欲望十分强，小朋友们个个制作出了
他们心中的完美世界，有的幼儿制作出了一座“手”房子，
有的幼儿制作出了“手”汽球，有的制作出“手”花瓶……。

爱表演是幼儿的天性，他们每当在表演情境中，十分兴奋，
会产生强烈的表演欲望，容易融入主角学习的情境中。如：
有一次，在小品《可爱的猫》中幼儿们用自我的身体语言来
表演猫在不一样时候的神态和表情。快乐的表演和模仿使他
们不仅仅感受到快乐，同时进一步了解猫的形象和生活习性。
在实践基础上，幼儿制作陶艺《猫》时体现了更丰富的资料。
作品中有睡觉的猫；有玩耍的猫；有生气的猫；有高兴的
猫……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直接体验。这样的方式不但
可使教育资料具体化，更能使幼儿从简单愉快的氛围中领悟
道理，学到知识，到达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幼儿教师教学随笔与反思篇五

记得文文刚来我们班的时候，一天到晚的哭哭啼啼，怎么哄
也不停下，我就问她，为什么哭，她擦着眼睛对我说：“我
害怕中午睡觉，我不想睡觉。”我就安慰她说：“好吧，文
文，不要哭了，中午老师陪你玩，咱们不睡觉好吗?”她泪汪
汪地点了点头，很快就不哭了，就和小朋友们做游戏去了。

到了午睡的时间，我陪她玩了一中午。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她妈妈来接她回家，对我说：“文文去过好几家幼儿园，都
不愿意去，就是因为害怕中午睡觉。”我跟她妈妈商量了一
下，这几天可以接文文回家睡觉，等下周的时候再让文文在
园里睡觉，文文也同意了。

到了下周的时候，文文妈妈没来接她，我就让她睡了一会儿，
结果文文第二天不愿意来上学了，我打电话询问她妈妈，她
妈妈告诉我说：“文文回家告诉我说，老师说话不算数。”
倾刻间，我觉得我做错了，于是，我为这件事和文文道了歉，



并和她约定好，以后文文可以不睡觉，但是必须在床上躺着，
不能影响其他小朋友午休，文文很认真地点了点头，没几天
她就慢慢融入到集体中去了。渐渐地，也养成了午睡的良好
习惯。

从这件事中，我反省到对孩子说的话就是“金口玉言”。老
师在孩子心目中的分量是很重的，有时候家长的话都不如老
师的话管用。老师对孩子说出的话要负责，这能显示出老师
对孩子真正的尊重。对于孩子小小的心灵，我们要加倍地呵
护，悉心地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