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六月教学活动反思 大班暑假安
全教育教学反思(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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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六月教学活动反思篇一

幼儿园要经常组织学习安全教育工作文件，对校内易发事故
类型、重点部位保护、工作薄弱环节、各类人员安全意识与
安全技能等方面，开展深入全面的大检查，消除隐患，有针
对地扎实地开展教育和防范工作。

利用活动课、学科渗透等途径，通过讲解、演示和训练，对
幼儿大班开展安全预防教育，使幼儿接受比较系统的如防溺
水、防交通事故、防触电、防食物中毒、防病、防体育运动
伤害、防火、防盗、防震、防骗、防煤气中毒等安全知识和
技能教育。

与学生家长签订安全责任书等形式，明确家长应做的'工作和
应负的责任。与街道派出所挂钩，建立起社会、学校、家庭
的密切联系网，共同做好学生的安全防范和教育管理工作。
（比如孩子吃饭难的问题以后吃东西的时候要告诉家长孩子
在家也要坐定了吃，吃完了再玩。即养成了孩子良好的饮食
习惯，又不会因一边吃一边跑发生危险）

建立健全定期检查和日常防范相结合的安全管理制度，以及
学生管理、门卫值班、巡逻值班、防火防灾、食品卫生管理、
防火安全管理、体育器材检查、健康体检等规章制度。



大班六月教学活动反思篇二

每每与孩子闲聊时，总会()时不时地听到孩子们说：“老师，
你看，这棵树多高呀。”“老师，我长大了，以前好多衣服
都不能穿了。”““老师，小学的操场比我们幼儿园的
大。”等等。每当这时，我总会不由自主地问问：有什么办
法知道它们到底有多高，多大呢？孩子们的答案是多样的。
有用尺子，绳子、木棍等量，还有的小朋友想出用倒影来量。
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了孩子对测量有一定的兴趣和认识。因
此大班数学活动《测量远近》，正好符合了幼儿的兴趣和年
龄特征，帮助幼儿尝试借助工具测量周围物体，进一步了解
测量在生活中的应用。

因为活动中所要测量的就是我们天天要用的桌子，非常的贴
近生活，所以幼儿在测量的时候特别的开心，积极性也特别
的高。在操作的过程中，因为幼儿之间的能力有所差距，所
以有对有错，所以在活动的过程中给幼儿多次交流多次尝试
的机会。发现问题就要给幼儿解决问题的机会。允许他们犯
错误，再尝试用别的方法。每当孩子遇到困难，我都会让他
们先自己想办法，大胆去尝试。

在活动中尽管之前我已经考虑了很久怎么样把语言说的更周
密更完整，但是真正上课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略显含糊的地方。
就因为这一点，幼儿的操作方法不是很准确，使得第一个活
动目标没有实现，所以在数学活动中，一定要尽量把话说周
全，以免有些小朋友喜欢转空子或者抓你的漏洞，不要只想
着自己的教学步骤，而忽略了口头的能力。

每个老师都跟我们说过，在互动上遇到紧急情况要懂得随机
应变，我们都觉得挺简单，但是当你真正遇到这种“突发状
况”的时候，也许你就没有自己预期的那么“灵活”。所以
无论如可，要做好完全的准备。



大班六月教学活动反思篇三

这节课时健康教育活动，本节课主要是为了使幼儿在认识常
见的安全标志，并知道日常生活中英注意安全标志。同时增
强幼儿的安全意识。上课开始时，我以提问方式引导幼儿回
忆生活中常见的安全标志，冰记录下来，接着拿出之前所准
备好的图片展示给幼儿，例如：交通红绿灯、小心触电、绿
色食品、施工重地等标志。通过阅读图画，提问幼儿在哪里
见过这种标志，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标志，加入这个地方
没有这个标志会发生呢个什么事。然后，师生共同做一个小
游戏，我出示一个标志，让幼儿迅速说出它出现哪里，是什
么意思。通过这种方法，让幼儿熟知安全标志的图形与作用，
让幼儿能够增强安全知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经过这节课，我和幼儿都有所收获。我觉得本节课设计合理，
但不足之处是，没有掌握好幼儿情绪的变化，没有让幼儿知
道安全意识要从身边开始。还有就是活动时间过短。以上的
不足之处都是我在以后的教学活动中应注意并改正的问题，
如今以后我会虚心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

大班六月教学活动反思篇四

1、感知冰的特征，知道冰块是水变的，冰又能变成水，并能
用语言表达。

2、有探索冰变化的兴趣。

3、充分体验“科学就在身边”，产生在生活中发现、探索和
交流的兴趣。

4、能在情景中，通过实验完成对简单科学现象的探索和认知，
乐于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所发现的结果。

冰块、毛巾、热水、大盆子、冰花、纸



大班科学优秀教案《冷冷的冰》

一、激发兴趣

小结：水遇到冷会变成冰。

二、引导幼儿感知冰的特征

1、幼儿第一次玩冰

提问：有什么感觉？（冷、滑）

2、再次玩冰（引导幼儿压衣服、压冰两者进行比较）提问：
你发现了什么？（硬）

3、（纸和冰进行比较）冰是什么颜色的？（透明）

4、小结。

三、冰的融化

2、实验：热水和冰

“如果有很多冰，有什么办法让它马上变成水？老师给冰请
来了好朋友，请小朋友把冰放在大盆子里。管好自己的冰，
看看冰碰到好朋友后有什么变化？”老师到热水，引导幼儿
观察。提问：你发现了什么？（丰富词：融化）

3、老师这里有许多冰，请小朋友把它们拿到太阳底下去，看
看它是怎么样变化的？

四、延伸活动

1、幼儿到室外观察冰的变化。



2、幼儿观察冰花，教师讲解冰花的制作过程。

3、请幼儿回家制作冰花。

但由于现在的气候原因，并不是每年的冬季都能看到这样的
雪景；父母长辈的过度关爱，怕受伤、怕冻坏、怕生病，也
使孩子们享受不到玩雪的乐趣。而在《冷冷的冰》的教学活
动中，我们给了幼儿与雪、与冰的亲密接触。当我把事先准
备好的冰块放在幼儿的面前，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小手亲自摸
一摸、说一说自己的感受时，我看到有的孩子大胆地伸出手，
来来回回地摸了又摸，嘴里还一直嘀咕着：“怎么这么硬
呀？”；有的孩子胆怯地用一个手指，轻轻地触碰了一下；
还有的孩子根本就没伸出手，而是振振有辞地说：“我爸爸、
妈妈说了夏天才可以玩冰，冬天不能玩冰的！”

看着孩子们的表现，我觉得这次的教学活动安排是正确的，
因为在我们印象中再普通不过的冰，在幼儿的眼中，成了陌
生的“玩具”，成了不可触摸的“禁地”，也成了无法想象的
“危险品”。我想这都是大人过度保护的结果吧！因此在这
次活动中，我鼓励不敢与冰块亲密接触的幼儿，抛开顾虑，
开开心心地做游戏，让他们在玩乐中进一步了解了冰、认识
了冰、喜欢了冰，也通过切身体验，学到了许多知识，让孩
子走进了有趣的冰的世界！

大班六月教学活动反思篇五

今天上午的第三个活动是体育游戏：《传宝宝》主要是让幼
儿练习在传递中扭转身体。

我把孩子们分成五组。每一组一个宝宝。宝宝的名称分别是：
小猪宝宝、小猫宝宝、小狗宝宝、小兔宝宝还有小熊宝宝。
我说了游戏方法和规则。先让孩子们自由练习一编。然后进
行比赛。我告诉孩子得胜的一队有奖花。当我哨子吹响的时
候，孩子们开始了紧张的比赛。我则随时提醒走神的孩子。



并在旁助威加油。一会儿，小熊组的江洁过来说老师我们传
好了，我说：“可能吗？你们偷懒了吗？”因为五组同时进
行的，我没有特别注意细节。还有平时无论做什么，小熊组
的表现一直是最差的。所以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他们组得胜了。
我说：“那我们再来一次吧”。这一次我特意注意了他们一
组，发现他们的动作真的很快，组内小朋友配合很好。

而且有几个嘴里在喊：“快点快点”。最后还是他们第一名。
我真是意想不到激动。我集中孩子们表扬了小熊组今天的表
现。当吃中饭时，程老师过来看见小熊组的孩子都贴着奖花
时，她那琢磨不透的表情我一看就知道她要说什么。我把经
过说给了她听。是啊！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优秀的一面。老师
不能用偏激的眼光来看待孩子。不然会抹杀孩子的自尊和兴
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