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会刷牙活动反思小班 我会拼图的教学
反思(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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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我会刷牙活动反思小班篇一

一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口语交际的内容是：让孩子用不同形
状的纸片拼图形，然后说一说是怎样拼成的。在课堂上出示
了几个图形，指导学生怎样把拼图的步骤说得清楚、有趣。
孩子们对拼图很有兴趣，很快就掌握介绍的方法，并且都有
自己动手拼一拼的欲望。于是，我趁热打铁，让孩子周末回
去拼图，并提高了难度，让孩子写一写拼图的过程，可以自
己用拼音完成，也可以自己口述家长帮助记录。

我会刷牙活动反思小班篇二

石化一小饶洪莲

一、谈话导入

师：我们班的学生既聪明又能干，会画画，会捏泥娃娃，还
会剪纸。今天，我们要向在座的老师们展示我们的另一项才
华，是什么呢？请大家一起用骄傲的语气告诉老师们――生：
（齐声骄傲地）我――会――拼――图。（贴课题）

请同学们告诉老师你会拼什么呢？（指名学生回答：我会
拼xx）

今天，花仙子姐姐也来到了我们班，不过同学们要想见到她，
每个小组进行比赛，看看哪组听从指挥，会拼又会说，就会



奖它一片大花瓣！哪个组先集齐花瓣就能获得花仙子奖章，
你们想获得吗？（想）那就赶快好好表现吧！

二、拼图娃娃介绍自己交朋友

1、同学们带来了拼图作品，我们都变成拼图娃娃，一起交朋
友，好吗？（生：好！）

2、师示范演说。

师：大家看，我是谁？

生：大西瓜

师：请你快变吧。说说你变成了谁？有谁愿意上台来，介绍
介绍你自己？（指名上台介绍）

师：花仙子姐姐听了你们的介绍课很高兴，夸你们既会拼图，
又会说，要奖每个组一片花瓣。

三、学生现场展示拼图本领

师：花仙子姐姐告诉我，想看看同学们现场拼图，我相信大
家都很能干。那我们现在开始动手拼图，拼完了就送给小组
的伙伴瞧瞧，大家互相评一评。哪组会拼又会说，奖它一片
大花瓣！

（生动手拼图，师相机指导，放背景音乐。拼完后生分组自
由交流：互相介绍拼图名称、颜色、拼的'过程；互相评价。）

四、学生介绍拼图方法

1、教师在黑板上师范拼熊猫，师边拼边介绍拼图方法，引导
学生按一定顺序介绍作品。



师：先用一个白色的圆做熊猫的头，用两个黑色的小圆当熊
猫的眼睛，一个黑色的小半圆做嘴巴，两个黑色的小半圆做
两个小耳朵，再剪一个大半圆当熊猫的身子，然后用三个黑
色的半圆贴在下面做熊猫的腿。最后在熊猫的身子两头涂上
黑颜色，这样一只黑白相间的熊猫就拼成了。

2、指名上台：拼“小白兔”或“小猪头”的过程和方法。点
拨说的顺序：先按“头－身子－腿”或“身子――头――
腿”的顺序说，再加上“先――再――最后――”，指导有
序地说话。

3、同学们都想介绍自己的拼图过程和方法，那你们先在小组
内交流，看看谁说得好，老师就点谁上台介绍。

4、每组推荐两名学生上台交流展示，说得好的小组贴一片花
瓣。

五、总结

我会刷牙活动反思小班篇三

背景：

在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学生的学习被许多因素制约着。
许多“口语交际课”的教学与实践活动、生活实际相脱离，
学生在缺乏趣味性，实效性和创新性环境中降低了学习语文
的兴趣，降低了口头表达的欲望。教师还是活动的主体，学
生的创新思维枯萎。教学中虽花了一定的时间，但并没有正
真意义上完成语文实践活动。

在课程改革实验工作实施的第一学期里，我在“口语交际
课”时尝试“在实践活动中实现学生主动参与”，让学生在
具体的活动中主动参与学习，使他们成为学习的主人。



案例描述

1、用手中的半圆片、圆片动手拼一拼，拼好后找小伙伴说一
说。

(在轻音乐中，学生兴趣高涨地拼图，并积极地找小伙伴说)

生：我会拼乌龟。

生：我会拼小轿车。

生：我会拼催我早起的闹钟。

生：我会拼美丽的`花儿。

生：大声说好！

师：大家先看我怎么变？(教师拿出一幅图贴在身上)现在我
是谁？

生：金鱼。

师：其实你们也会变，你们的纸片会帮助你，请赶快变一变。
说说自己变成了什么？

(学生自由说，老师及时给予肯定)

师：我们都是快乐的拼图公主、王子。首先由我来给大家介
绍。我是小金鱼，我有一双美丽漂亮的大眼睛，还鼓着一个
大肚子。要是我摆起那长长的尾巴，可迷人啦！许多小朋友
都很喜欢我，你们喜欢我吗？(声情并茂)

(学生发自内心地说愿意)

师：谁愿意跟小金鱼一样把自己介绍给小伙伴吗？能干的小



朋友老师还要奖励他一颗星。

(学生有的站起来找朋友说，也有的坐在哪儿说给同桌听，热
情高涨)

师：哪个小朋友愿意介绍自己，让大家来认识你？

生3：铃铃铃……该起床了，该起床了，我天天催小主人起床，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生4：我是红葡萄，看我有碧绿的叶子，累累的果实，如果你
尝一口，保准甜到心里。

生：……

课后反思：

上面这人案例主要价值在于：

1、创设活动范围，激发交际兴趣。

创设一定的活动范围是学生增强生活体验、激发思维与口语
表达的环境条件和动力源。所以，教学中要依据教学内容，
尽量从学生的生活情境和感兴趣的事物出发，为他们提供参
与的机会，从而使学生产生情绪高昂的学习需求，学生在不
知不觉中敞开心扉，打开话匣，只有这样学生的个性与创造
思维能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提高教学效率，达到口
语交际的要求。

2、挖掘活动内容中的开放性因素，培养学生思维的创造性。

由于学生能够自主积极地参加活动，活动中又为学生留出了
自主探索的空间和时间，这就为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提供了
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教师努力挖掘活动内容中的开放性
因素，给学生创设了自主探索和创造的机会，让学生在独立



思考和合作交流中发现、分析、整理出要表达的语言，对于
刚入学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更深层次的锻炼。

3、建构语境，学生自主合作探究。

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学习方式，引导学生努力调动生
活与语言积累在多向互动“口语交际实践中无拘无束地反复
练习，培养了基本的口语交际能力和基本正确的交际态度以
及语言习惯。

4、优化评价，增强交际动力

a、运用激励性评价语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
生的思维才会活跃，而培养兴趣主要途径是“激励”教学中
要善于发现闪光点，让学生体验到成功体验。同时对不足也
要及时评价。

b、培养学生的自评能力。在小组合作学习中，本组成员对组
员的发言进行评议、补充、修改，最后汇总，这样课堂气氛
相当活泼。并在这样的活动中，培养了学会听、学会说、学
会评、学会合作、使学生成为真正的主人。

5、开放课堂、拓展延伸

教材只不过是教师和学生学习的凭借，我们应该把视野放得
更开放些，将教材与生活联系起来。提供学生自主、合作、
实践的机会，把学生引向更开朗的天地。

值得思考的问题

1、如何挖掘活动内容中的开放性因素，培养学生主动参与？

2、课堂上小组讨论是否会流于形式，反而浪费了课堂时间？



3、当问题抛给学生后，老师该怎样处理学生的反馈呢？

我会刷牙活动反思小班篇四

背景：

活动。

在课程改革实验工作实施的第一学期里，我在“口语交际
课”时尝试“在实践活动中实现学生主动参与”，让学生在
具体的活动中主动参与学习，使他们成为学习的主人。

案例描述

1、用手中的半圆片、圆片动手拼一拼，拼好后找小伙伴说一
说。

(在轻音乐中，学生兴趣高涨地拼图，并积极地找小伙伴说)

生：我会拼乌龟。

生：我会拼小轿车。

生：我会拼催我早起的闹钟。

生：我会拼美丽的花儿。

……

生：大声说好！

师：大家先看我怎么变？(教师拿出一幅图贴在身上)现在我
是谁？

生：金鱼。



师：其实你们也会变，你们的纸片会帮助你，请赶快变一变。
说说自己变成了什么？

(学生自由说，老师及时给予肯定)

师：我们都是快乐的拼图公主、王子。首先由我来给大家介
绍。我是小金鱼，我有一双美丽漂亮的大眼睛，还鼓着一个
大肚子。要是我摆起那长长的尾巴，可迷人啦！许多小朋友
都很喜欢我，你们喜欢我吗？(声情并茂)

(学生发自内心地说愿意)

师：谁愿意跟小金鱼一样把自己介绍给小伙伴吗？能干的小
朋友老师还要奖励他一颗星。

(学生有的站起来找朋友说，也有的坐在哪儿说给同桌听，热
情高涨)

师：哪个小朋友愿意介绍自己，让大家来认识你？

生3：铃铃铃……该起床了，该起床了，我天天催小主人起床，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生4：我是红葡萄，看我有碧绿的叶子，累累的果实，如果你
尝一口，保准甜到心里。

生：……

课后反思：

上面这人案例主要价值在于：

1、创设活动范围，激发交际兴趣。

创设一定的活动范围是学生增强生活体验、激发思维与口语



表达的环境条件和动力源。所以，教学中要依据教学内容，
尽量从学生的生活情境和感兴趣的事物出发，为他们提供参
与的.机会，从而使学生产生情绪高昂的学习需求，学生在不
知不觉中敞开心扉，打开话匣，只有这样学生的个性与创造
思维能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提高教学效率，达到口
语交际的要求。

2、挖掘活动内容中的开放性因素，培养学生思维的创造性。

由于学生能够自主积极地参加活动，活动中又为学生留出了
自主探索的空间和时间，这就为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提供了
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教师努力挖掘活动内容中的开放性
因素，给学生创设了自主探索和创造的机会，让学生在独立
思考和合作交流中发现、分析、整理出要表达的语言，对于
刚入学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更深层次的锻炼。

3、建构语境，学生自主合作探究。

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学习方式，引导学生努力调动生
活与语言积累在多向互动“口语交际实践中无拘无束地反复
练习，培养了基本的口语交际能力和基本正确的交际态度以
及语言习惯。

4、优化评价，增强交际动力

a、运用激励性评价语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
生的思维才会活跃，而培养兴趣主要途径是“激励”教学中
要善于发现闪光点，让学生体验到成功体验。同时对不足也
要及时评价。

b、培养学生的自评能力。在小组合作学习中，本组成员对组
员的发言进行评议、补充、修改，最后汇总，这样课堂气氛
相当活泼。并在这样的活动中，培养了学会听、学会说、学
会评、学会合作、使学生成为真正的主人。



5、开放课堂、拓展延伸

教材只不过是教师和学生学习的凭借，我们应该把视野放得
更开放些，将教材与生活联系起来。提供学生自主、合作、
实践的机会，把学生引向更开朗的天地。

值得思考的问题

1、如何挖掘活动内容中的开放性因素，培养学生主动参与？

2、课堂上小组讨论是否会流于形式，反而浪费了课堂时间？

3、当问题抛给学生后，老师该怎样处理学生的反馈呢？

我会刷牙活动反思小班篇五

一、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以人为
本”、“目中有生”始终把学生当作口语交际的主人，训练
的主体，积极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安排时间，搭建舞台，提供
表现机会。如导入环节的“回忆打电话的情景”、“组内交
流”分层训练环节中的“学生表演”、“师生评议”等设计
环节都为力求表现了学习过程中的全员参与，把“面向全
体”的要求落到了实处。

二、合作意识和能力得到较好的培养。“打电话”既是日常
生活中典型的口语交际活动，又是体现人际关系的极好事例，
我紧密联系生活实际创设情境，积极营造共同学习、探索、
研究提高的环境氛围，充分利用对话形式、交互式等合作学
习模式，让学生在充分合作机会的个体与群体交往中学会尊
重、学会沟通、学会互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如“学生自由组对练习”、“生生表演”，都是培养学生合
作意识和能力的好做法。

三、注重了创新学习，在创设情境，学会了最基本的打电话



方法后，我又设计了打电话时可能出现的四种不同情况，其
目的是设置对话障碍，加大口语交际的难度，进一步培养学
生会多渠道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口语交
际的灵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