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泥工做蛋糕活动反思总结(精选5篇)
写总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要点写清楚，写明白，
实事求是。写总结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
注意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
学习。

中班泥工做蛋糕活动反思总结篇一

本次活动的内容为制作蛋糕，目的是让幼儿能够运用揉球、
压扁的方法，塑造蛋糕的造型并自己设计装饰蛋糕：

本次活动中我的亮点是：

活动环节环环相扣，以幼儿为主体：

在《3-6岁幼儿发展指南》中指出，幼儿在进行美术活动时不
宜为幼儿提供范例，应以幼儿为主体鼓励幼儿自主选择，用
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创作作品。因此，在活动中我设计了情境
导入、图片支持、动手操作等环节。我先是以请小朋友帮蛋
糕店做蛋糕的情景导入，引发幼儿制作兴趣，再为幼儿出示
蛋糕实物图片，丰富幼儿创作经验，最后提供丰富材料让幼
儿自由选择自己喜欢颜色的彩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创造。
最终塑造出蛋糕的'造型，整个活动充分以幼儿为主体，孩子
们都表现出很高的活动热情。

本次活动中，我的不足是：

1、作品欣赏环节时间过长：

在最后的作品欣赏环节，我请每个幼儿都到前面来说一说自
己做的是什么蛋糕？怎么做的？等，以至于时间过长。所以
在这个环节中，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时间，也可



直接引导幼儿和旁边的小朋友说一说自己的作品，或者利用
课间的时间让幼儿彼此欣赏，介绍自己的作品。

2、幼儿调色经验较少，应为幼儿多提供联系机会，丰富幼儿
调色经验：

在制作蛋糕过程中，幼儿多数选择原色进行创造，只有个别
幼儿选择用白色和深色调和成浅色来制作，幼儿很少会选择
多种颜色进行配色，如：黄+绿+白调成草绿色，黄+红调成橘
色等。这说明幼儿对于调色经验较少，所以教师在日常生活
中应多增加一些此类活动，丰富幼儿的调色经验。

中班泥工做蛋糕活动反思总结篇二

最近,我开展了一节数学《切蛋糕》，其目标是：学习将圆和
正方形进行二等分；能积极动手尝试，探索分蛋糕的多种方
法。在此次活动开展之前，我思考过让幼儿通过操作、探索、
观察、比较，掌握二等分的方法，并在学习和探索中引导幼
儿由浅入深，学习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思考问题，能通过
观察、比较等方法解决简单的数学问题，培养幼儿对数学活
动的兴趣。

活动的开始环节，我以小朋友过生日请大家吃蛋糕为由，把
孩子带进如何公平的分蛋糕的情景中。要把一个圆形蛋糕分
成一样大的两块给朋友吃，该怎么分呢？谁愿意上来试一试？
看看谁能把蛋糕分成一样大的两块？通过语言激发幼儿操作
的欲望，使幼儿的兴趣很自然的被调动起来。

在整个活动中，我本着以幼儿为主体的原则，活动一开始，
我就为幼儿提供可操作材料，每人一个圆形彩纸，让幼儿亲
自动手去操作、去探索、去发现、去解决问题，老师在操作
活动中充当好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幼儿通过操作和探



索，自己找出了圆形二等分的分法，建立等分的概念。在此
基础上,引导幼儿为正方形进行二等分,鼓励幼儿自己探索,大
部分幼儿都是将一个正方形分成了两个一样大小的长方形，
于是，我启发幼儿想一想：还有其它分法吗？有的幼儿开始
折叠，在尝试中发现了新的方法：将正方形分成两个一样大
小的三角形，在探索中，幼儿了解到了正方形二等分有两种
方法。从中幼儿体验到了操作、探索带来的快乐！同时，我
还引导幼儿联系生活，使幼儿知道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可以
二等分。把刚学到的知识与生活结合起来，进行生活中的实
际操作，激发幼儿对等分的兴趣。课后，我还将一些其它图
形投放到数学区，引导幼儿进一步探索二等分。

总之，要上好一节数学课，我们一定要尽量做到寓教于乐、
生动有趣，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主动性，并能注重幼儿
的个别差异，提出不同的要求，让每个幼儿的知识、能力都
能在原有水平都能得到提高。

中班泥工做蛋糕活动反思总结篇三

一、目标定位清晰，环节设计合理

绘本蕴含的数学元素比较显性，根据大班上学期幼儿的年龄
特点和本班幼儿的发展情况制定了两条目标。根据这两条目
标，通过一开始目测感知故事画面中熊猫的5步脚印，个体走
步体会“1步”“5步”的概念，到人人扮演不同动物角色理解
“不同动物走相同步子距离不同”的概念，层层推进，环环
相扣，在关键问题“等量不等长”上加以分解，帮助幼儿发
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注重幼儿认知经验提升的同时也发展了
其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

二、多媒体精妙，帮助幼儿主动学习

绘本故事中动物们由于跨出的脚步大小不同，走了相同步数



却产生不同的距离，无法找到那棵种下的蜂蜜蛋糕树，这是
一个幼儿不易理解的问题。利用动态的多媒体能清晰地使幼
儿看到“等量不等长”的现象，并了解脚步大小不同，行走
的距离也不同的.道理，避免孩子纠结于什么是“5步”路，
重点放在“1步”的理解上，最终明白无法找到蜂蜜罐酌原因。

三、师幼互动积极，活动氛围融洽

整个活动教师能关注鼓励幼儿主动学习，在活动中能适时地
转变身份，采用角色扮演、及时小结、操作体验等多种方式
引导幼儿积极迁移生活经验，拓展人际经验，通过个别指导
和集体分享使不同的幼儿能在活动中得到表现的机会，师生
互动、生生互动积极良好，幼儿参与活动的热情和兴趣比较
高，也为后期的继续探索学习做了良好的铺垫。

中班泥工做蛋糕活动反思总结篇四

活动目标：

1、用多种材料进行测量，探索测量工具的长短与测量次数、
长度的关系，对测量活动感兴趣。

2、发展目测力、判断力。

3、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4、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5、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活动准备：

活动过程：



一、阅读绘本，感知测量（8—9分钟）

师：今天，张老师带来一个有趣的故事，一起来看看。

1、阅读绘本前几页，引出问题

提问：小老鼠和阿力挖到蜂蜜了吗？为什么没有挖到？

【引导幼儿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2、出示图片，了解测量工具的长短与测量长度的关系

师：小熊猫从家门口走路5步，小老鼠它们也走路5步，它们
是用什么测量的？

【说出脚步，一种自然测量工具】

【幼儿进行选择正确的脚印】

师：小老鼠走了5步的距离有多远呢？我们一起来测量一下？

【老师示范测量，运用儿歌复习正确的测量方法。】

师：大河马阿力也走了5步，阿力走的长度，谁来测量一下？

【请个别幼儿测量】

师：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它们没有挖到蜂蜜了吗？

师小结：小老鼠的脚步小，用来测量的测量工具短，所以测
量出来的长度短；河马的脚步大，用来测量的测量工具长，
所以测量出来的长度也长，因此，虽然都走了5步，测量了5
次，但是长度不一样。

3、再次阅读，发现秘密



师：我们看看它们有没有发现？

小结：原来，小小的测量还有这样一个秘密，怪不得它们挖
不到蜂蜜。测量还有什么小秘密呢？请你们来发现一下。

二：操作体验，探索关系（15分钟左右）

1、幼儿测量

【师交代要求：请你每次选择一种测量工具，测量好后，把
测量次数记录下来。】

2、记录结果

师：用回形针测量时测量了几次？用棉签测量用了几次？用
小棒测量了几次？

【师幼共同记录】

3、发现关系

师：用什么测量工具测量的次数最多？用什么测量工具测量
的次数最少？为什么？

师小结：相同的长度，测量工具越长，测量次数越少，测量
工具越短，测量次数越多。

三：经验迁移，应用生活（6分钟）

【引导幼儿选择量具，激发测量兴趣。】

小朋友们真聪明，故事里的小老鼠也很聪明，我们看看它有
没有挖到蜂蜜？

活动反思：



指南中指出引导幼儿感知和体会生活中很多地方都用到数，
要求鼓励和支持幼儿发现、尝试解决日常生活中需要用到的
数学问题，体会数学的用处，活动测量体现了生活中的数学，
用脚步进行自然测量，最后回归到生活，测量我们的身高、
教室等，对测量感兴趣，对进入小学学习根深的内容埋下伏
笔。

选择绘本内容提高了活动的趣味性，将数学知识渗透在故事
中。通过阅读图文并茂的小故事，能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吸
收基础的.数学概念，这些概念简单易懂，可以快速地增进孩
子的基础数学认知，促进思维发展。

中班泥工做蛋糕活动反思总结篇五

活动内容：

蜂蜜蛋糕树（科学）

活动目标：

1.在听听说说绘本故事中，对测量活动感兴趣。

2.用多种材料的进行测量，探索测量工具的长短与测量次数、
长度的关系。

活动准备：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今天，王老师带来了一本有趣的绘本，我们一起看一看

二、阅读绘本，学习测量



1.阅读绘本前几页

提问：小老鼠和阿力挖到蜂蜜了吗？为什么没有挖到？

2.出示图片，了解测量工具的长短与测量长度的关系

出示蜂蜜的路线图：

小熊猫从家门口走了五步，小老鼠也走了五步，小老鼠是用
什么测量了5步？（小老鼠的脚步，我们也可以叫它测量工具。
）

老师示范测量，上一次的测量是下一次的开始

大河马阿力也走了5步，它的测量工具是什么？（阿力的脚步）

阿力走的长度，谁来表示一下？请个别幼儿测量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它们没有挖到蜂蜜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