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我是小小值日生教学反
思(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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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我是小小值日生教学反思篇一

1、练习快跑并跨越障碍物奔跑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敏性。

2、具有初步的勇敢精神，萌发对奥运冠军的崇拜之情。

3、能为同伴加油鼓劲，增进伙伴间的友谊。

1、自制金、银、铜牌各两枚。

2、啦啦队的小喇叭、红花等用具。

3、小跨栏若干。

1、谈话引出活动。

2、50米短跑比赛。

（1）将幼儿分成五组进行选拔赛。

（2）每组的第一名进行决赛，其他幼儿当啦啦队。

3、50米跨栏比赛。

（1）幼儿分组进行跨栏比赛。



（2）跨栏决赛，其他幼儿当啦啦队。

4、 给小运动员颁奖。

（1）宣布金、银、铜牌的获得者，并请他们上台领奖。

（2）大家在国旗下唱国歌。

（3）幼儿向得奖者祝贺。

小朋友一起回教室。

幼儿园我是小小值日生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用好奇、欢快的情绪唱歌。

2、想像并用各种身体动作有节奏地表现小鸡出壳的样子。

3、感受旋律的气氛以及和同伴一起参加集体音乐活动的乐趣。

4、通过学唱歌曲，体验歌曲的氛围。

5、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活动准备

音乐磁带及录音机、实物教具蛋壳及小鸡、挂图、大蛋壳教
具、电子琴或钢琴

活动过程

一、组织教学：



1、幼儿听《小小蛋儿把门开》的音乐，跟着教师拍手律动，
走进活动室。

2、发声练习。用小猫叫“喵喵喵”、小狗叫“汪汪汪”引导
幼儿练习发声。

二、导入：

1、出示鸡蛋及小鸡实物教具，引起幼儿的兴趣。

2、教师讲小故事，引导幼儿熟悉歌词。

小朋友知道谁在里面吗？（教师说，叽叽叽、叽叽叽）让我
们仔细听一下，小鸡在说什么（做倾听状）‘咚咚咚、咚咚
咚！’（边敲蛋壳）蛋壳，快开门，我要出去和小朋友唱歌、
做游戏。蛋壳听了小鸡的话，把门打开了（边打开蛋壳）小
结：小小蛋儿把门开，开出一只小鸡来。教师边操作教具边
领小朋友念一遍。

教师：小鸡身上长满了毛，摸上去有什么感觉呢？（让幼儿
摸小鸡），引导出词语：毛绒绒；小鸡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
（黄色）。引导：小鸡长得黄绒绒的。身体长得什么样？
（教师做动作引导出词语：胖乎乎）。小结：小鸡长得黄绒
绒，胖乎乎。

教师：小鸡在蛋壳里呆着，太闷了（语调、表情变化），现
在蛋壳打开了，小鸡可高兴了，就“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唱
起来”。

三、学唱歌曲

1、教师完整的有表情的示范演唱歌曲。

2、结合挂图，编成儿歌，按歌曲的节奏朗诵儿歌。唱到“叽



叽叽叽，叽叽叽叽唱起来”时，教师做动作（食指并拢，转
圈）

3、教师弹琴，与小朋友一起唱歌。

教师：小鸡从蛋壳里出来，非常高兴，小朋友用最好听的声
音给鸡宝宝唱歌。

4、听歌曲录音。

教师：我们和录音机里的小朋友一起唱，比比谁唱得好！

四、创编动作

1、教师启发引导幼儿为歌曲编动作。

教师：小朋友歌唱得很好，我们给歌编好看的动作吧！教师
启发引导幼儿逐句创编动作，对创编出动作的`幼儿，教师及
时表扬，并让他到前面示范动作。

2、教师鼓励幼儿边唱边表演。

五、创设游戏情景，听音乐做《小小蛋儿把门开》的音乐游
戏。

教师示范讲解、动作演示游戏玩法。

六、小结：对幼儿的表现给予评议，听音乐走出活动室。

活动反思：

《小小蛋儿把门开》这首歌旋律欢快，歌词简单有趣。主要
引导幼儿带有好奇、欢快的情绪唱歌的同时想象并用各种身
体动作有节奏地表现小鸡出壳的样子。第一环节通过表演导
入活动，引起幼儿兴趣：“笃笃笃”谁在叫开门？（做倾听



状）哦！是小鸡要出来了，小小蛋儿把门开了！第二环节：
我清唱了歌曲，一句句地解释歌词。幼儿跟着旋律进行歌唱。
并提出问题：小鸡从鸡蛋壳里出来，心情怎么样？那我们用
怎么样的心情去唱呢？最后我弹琴，以欢快的情绪带领幼儿
一起唱歌曲一遍。第三环节：引导幼儿发挥想象，运用肢体
动作表现小鸡出壳的样子。如：小鸡从蛋壳里出来时是什么
心情啊？想象小鸡出壳的动作，小鸡胖乎乎的，身上长着黄
绒绒的毛，这个样子谁来学？小鸡尖尖的嘴巴唱歌了，谁来
学？讲解完教师和幼儿听着音乐边唱边表演。他们边唱边跳，
一起学小鸡走、扇翅膀、啄米等模拟小鸡出壳的动作，非常
可爱。幼儿在整个活动中主动性增强了，几个平时不怎么愿
意参加集体活动的幼儿也被我们吸引了过来，笑眯眯地和我
们一起游戏。活动结束了幼儿还是意犹未尽，缠着我还要玩。
现在，每每我问孩子，唱个什么歌给我听听，他们首选这首
歌。在唱歌曲《小小蛋儿把门开》的同时不仅获得了快乐，
更增进了我和孩子们之间的感情。

幼儿园我是小小值日生教学反思篇三

小班语言活动《水果宝宝去旅行》是我来到转龙镇幼儿园第
一次公开教学活动，虽然以前也参加过此类型的教研活动，
但是还是有那么一点小紧张，在紧张的情绪中准备了此次活
动。我设计这节课是希望通过儿歌欣赏，图片展示，游戏活
动等活动来培养幼儿对儿歌的兴趣，发展孩子的表达能力和
创编能力，体验儿歌和游戏带来的快乐。为了这一节课我也
做了一些准备工作：设计流程，编写教案，下载音效，选配
乐，制作课件等，本以为是胸有成竹的，但上完了课心情并
未感到轻松，在反复回忆活动过程及听取同事们的听课意见
后，我对我的这节课作如下反思：

教授者对课堂状况应该有个预设，对幼儿的认知面应该有个
预测。如我在问到"什么是旅行?"的时候，小朋友们都答不上
来，最后在问几个孩子未果的情况下，我就自己作出了回答，
这样明显地削弱了课堂的气氛，也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流畅性。



也就是说我在备课的过程中既没有预设也没有预测，只是重
点备了教材而忽视了还要"备孩子"!"备孩子"就是对你教授对
象年龄层次，认知层次应该有个很准确地了解，这样才能做
到你抛下一个"包袱"他就能接得住，继而一个接一个环环相
扣紧密联系，才能达到理想的课堂效果。而平时我们在和孩
子交流关于旅行的.话题时总是说"去哪儿玩的呀?"等等，没
有有意识地引导幼儿去接触一些书面语，导致了认知面的狭
窄。这是我要在以后的日常活动中要注意加强的。

还有我的课件中西瓜爷爷没有在火车头上，以至于活动中幼
儿发现后一直在强调谁来开火车，还差一个，这些都是以后
我在设计时应该想到的，应该准备更充分些、考虑更周全些。

有人说教无定式，的确，教学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方法，
教学就是一种驾驭的艺术，谁有较强的驾驭能力，那么他的
课堂就一定有非凡的气场!但这种驾驭是基于一个很科学的环
节设定而说的。比如说我这堂课的游戏活动就没有设计好，
事前我想过用头饰带幼儿游戏，可是我考虑到我班幼儿平时
我们就会以角色扮演来游戏，所以在活动中我也没用头饰，
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我还是应该准备一些头饰，那么孩子会
更感兴趣，效果就更不一样了。

一个拥有超强驾驭能力的人他的语言能力也是超强的，每句
话都不累赘，每个问题都击中要害。而活动中我发现我的语
言有些啰嗦，太多的"嗯，呀"等象声词。有些地方过度不自
然，比如在导入西瓜爷爷的卡片时就很含糊地带过了，如果
换成这样：出示了火车图片后就问"火车是空着的，要想让他
动起来必须有人来开呀，那他是谁呢?"，然后亮出西瓜的图
片，贴近火车的驾驶室，再问"西瓜爷爷开火车去干什么呢?"，
然后就顺理成章地导入第一句儿歌"西瓜爷爷开火车，咔嚓咔
嚓去旅行!"。这样一来干净利落，毫无赘述，环环相扣，紧
密流畅。

教育就是不断地反思，在反思中不断地进步!我想，在以后的



教学中我会注意到这些存在的不足，做到充分备课，注重环
节的科学紧凑性，平时的教学中还要加强语言方面的锤炼，
争取做个有超强课堂驾驭能力的教师。

幼儿园我是小小值日生教学反思篇四

1、幼儿学习并掌握用侧身滚动的方法带着纸箱滚动。

2、培养幼儿克服困难、坚持到底的意志。

1、纸箱、垫子若干、果园门一个

2、小刺猬头饰及标志若干

3、音乐活动过程：活动热身

师：秋天来了，果园里的果子成熟了，我们一起去果园玩吧！
可是去果园的路不好走，看哪个宝宝最勇敢，赶快排好队，
我们出发啦！（《跑跑卡丁车》音乐）途经山坡（高抬腿及
快速跑动作）、山洞（钻、蹲动作）、河流（游泳动作）活
动导入。

教师出示小刺猬头饰引起幼儿的注意，激发幼儿对活动兴趣。

师：哇！果园到了，好多水果啊，摘水果喽！

师：看谁来了？（出示小刺猬）

师：小刺猬来干嘛呀？（幼自由回答）我们一起看看吧！
（播放小刺猬背果子视频）练习

师：小刺猬一家来干嘛的？（背果子）那小刺猬是怎样背果
子？教师讲解示范。游戏要领（滚动时下巴下压，两只手交
叉放在胸前，双脚绷直，全身绷紧向自己的侧边做翻滚同时



提醒幼儿注意两人之间要保持距离不要碰到小朋友，同时强
调游戏时注意事项。师：看看林老师学的像不像，首先双手
抱住肩膀，低头，躺下、小脚伸直开始翻。（教师示范）幼
儿尝试练习。

师：小刺猬背那么多果子，用什么来盛放果子呢？（启发幼
儿动脑，揭示主题：运纸箱）每个宝宝一个纸箱，纸箱分红
蓝两种颜色，为后面分组比赛做准备，提醒幼儿滚动纸箱时
不能用手和脚，要用身体去带动纸箱滚并注意安全。幼儿分
组竞赛。幼儿用侧身滚动的方法带着纸箱动激发幼儿的竞赛
精神。

师：小刺猬说谢谢我们，送给我们一袋水果，现在我们回家
吃水果吧！

幼儿园我是小小值日生教学反思篇五

1．以故事导入，激发幼儿兴趣

——前几天，妈妈发现一种神奇的蛋，蛋的身上居然有一扇
门，我悄悄地把门打开，咦，会出现什么呢？教师范唱歌曲，
激发幼儿对“蛋”上的“门”产生好奇心。

2．教师范唱歌曲，引导幼儿倾听、感知歌曲的旋律和歌词

(1)教师出示一般大的“蛋”（见图1），第二次范唱，幼儿
完整倾听，

初步熟悉歌曲《小小蛋儿把门开》的旋律和歌词内容。

(2)教师提问“开出什么动物呀？”幼儿说：“小鸡。”教师
翻图确认。（见图2）

(3)教师再出示大一点的“蛋”（见图3），说：“它的身上



也有门，它会开出什么动物来呢？”教师第三次范唱。

(4)教师提问“开出什么动物了呀？”幼儿说：“小鸡”。教
师重复：“哦，是小鸡吗？”教师翻图确认。（见图4）

(5)教师出示最小的“蛋”（见图5），说：“蛋宝宝在哪儿
呢？”教师引导幼儿用手做出蛋的样子。进行第四次范唱。

(6)教师提问“开出什么动物了呀？”幼儿说：“还是小
鸡。”教师翻图（见图6）追问：“什么颜色的小鸡呀？”幼
儿：“红色的。”

(7)教师出示最大的“蛋”（见图7），范唱，激发幼儿好奇
心。

(8)教师提问“开出什么动物了呀？”幼儿：“还是小鸡。”
教师翻图（见图8）追问：“什么颜色的`小鸡？”幼
儿：“橙色的。”

3．引导幼儿学唱歌曲

幼儿在感受歌词的同时，发现太小不同的蛋中藏着的都是小
鸡。教师：“蛋里打开的都是——”幼儿：“小鸡”。教师
追问：“小鸡怎么唱歌的啊？”幼儿做“小鸡”，教师
做“鸡妈妈”，引导幼儿学小鸡唱歌。

4．借助“立体的蛋”，引导幼儿创编歌曲后半段

(1)教师出示立体的“蛋”（见图9），教师引导幼儿仿编歌
曲的后半段。歌唱1遍。

(2)教师打开一个立体的“蛋”(见图10)，激发幼儿对不
同“卵生”小

动物的兴趣。仿编歌曲的后半段并演唱。教师：“这是 什么



动物呀？”幼儿：“小鸭。”教师：“小鸭怎么唱歌的
呀？”幼儿学唱：“嘎嘎嘎嘎??”。

(3)教师再次打开一个立体的“蛋”（见图11）。教师：“这
是什么动物呀？”幼儿：“小鸟。”教师：“小鸟怎么唱歌
的呀？” 幼儿学唱：“啾啾瞅啾??”。

5．借助“奇怪的蛋”让幼儿感受意外和惊喜

教师出示一个奇怪的“蛋”，打开后展示蛋中藏着的“可
怕”的动物——小蛇(见图12)，让幼儿在前后反差中感受意
外和惊喜，歌唱1遍。 活动反思：

在活动《小小蛋儿把门开》的设计中，教师首先修改了歌词，
将“开出一只小鸡来”修改为“开出一只什么来？”通过两
句歌词的对比，可以发现，用这样的设疑方式可以给予幼儿
更多想象的空间、激发幼儿的好奇心。

“蛋”，不必请幼儿举手选择。这样活动的流畅性和幼儿参
与的积极性可能会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