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早早起教学反思 小班上学期语言教
案一样的雨伞含反思(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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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早早起教学反思篇一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时常会需要准备好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教案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小班上学期语言教案《一样的雨伞》含反
思，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通过倾听理解故事，观察故事中角色所用的雨伞，找出雨
伞的相同点。

2、愿意表述自己的发现，体验找到“一样”的乐趣。

3、借助图文并茂，以图为主的形式，培养孩子仔细阅读的习
惯，激发阅读兴趣。

4、通过教师大声读，幼儿动情读、参与演，让幼儿感知故事。

1、大图书或ppt(演示文稿)。

2、自制图卡(小正和小正的雨伞；小青蛙、叶子雨伞；小蜗
牛、花朵雨伞；小乌龟、羽毛雨伞)。

一、谈话引题

师(出示小正图卡)：这是小正。小正很想有一把雨伞，为什



么呢?

师：妈妈给小正买了一把新雨伞。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新雨
伞是什么颜色的?有些什么装饰?(出示大图书或ppt的雨伞画
面。)

师：新雨伞很漂亮，小正好喜欢。围绕这把雨伞发生了一个
有趣的故事。你们想听吗?

二、理解故事

(一)理解故事第一部分。

1、教师边翻大书或播放ppt边讲述：“妈妈买了一把新雨伞
给小正……原来是一只撑着叶子的小青蛙。”

2、教师通过提问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师：小青蛙说了什么?(一样噢，一样噢，一样的雨伞噢!)

师：小青蛙撑的是什么雨伞?

师：原来小青蛙把荷叶当成了雨伞，它撑的是叶子雨伞。

师：小青蛙的叶子雨伞和小正的雨伞什么地方一样呢?

3、教师完整讲述小青蛙与小正的对话，鼓励幼儿跟说。

(二)理解故事第二部分。

1、教师接着讲述故事：“我的雨伞也一样啊!”(翻大图书或
播放ppt。)

2、教师通过提问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师：这又是谁的声音?小蜗牛在什么地方?

师：哦，小蜗牛在围墙上。围墙上的小蜗牛说了什么?(我的
雨伞也一样啊。)

师：小蜗牛的雨伞是什么?什么地方和小正的雨伞一样?请你
们找找看。这次有点难，得仔细找。

3、教师完整讲述小蜗牛与小正的对话，鼓励幼儿跟说。

(三)理解故事第三部分。

1、教师接着讲述故事：“这时，又有声音传过来，‘我的雨
伞也一样。’小乌龟从石头后面慢吞吞地爬了出来。”(翻大
图书或播放ppt。)

2、教师通过提问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师：仔细看看，小乌龟撑着什么雨伞?它会跟小正说些什么
呢?

3、教师完整讲述小乌龟与小正的对话，鼓励幼儿跟说。

(四)完整欣赏故事。

师：(播放课件)下面请大家一起来听一遍故事。要仔细听，
看看故事里都有谁的雨伞和小正的雨伞有一样的地方。

三、角色扮演

1、概括故事主要内容，为角色扮演作准备。

师：有哪些小动物的.雨伞和小正的雨伞有一样的地方?(依次
贴出三张小动物图片。)我们一起来数数。



师：小动物们发现自己的雨伞和小正的雨伞有一样的地方，
心情怎么样?

师(小结)：大家发现自己的雨伞都和小正的雨伞有一样的地
方，真高兴。

2、分别请幼儿扮演三种小动物(在胸前贴上动物图卡，撵上
雨伞)和教师扮演的小正进行时话。

四、游戏：我们的颜色一样

1、找找自己身上和小正雨伞一样的颜色。

2、找到那么多“一样”，真高兴。

1、以一张大图卡作为参照物，找出小图卡与大图卡上的相同
点。

2、将小图书、录音设备投放到阅读区，让幼儿看看、听听、
讲讲。

从这堂课，我们也看出一堂教学活动是要发挥教师的主导性，
不放任自流，还是要尊重孩子的自主性，顺其自然。不管哪
种占主导，都应该处理好教的方式，让孩子们感觉不到被教，
一切像一场游戏活动。教无定法，无论采用哪种教学方式，
都必须作用于人的感官才能发挥作用。教学方式实质上是一
种刺激手段。

小班早早起教学反思篇二

作为一名教职工，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
有利于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你有了解过教
案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幼儿园小班上学期社会教案



《打招呼》含反思，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知道打招呼是一种礼貌行为。

2、学会说“早上好”、“再见”等日常礼貌用语。

3、乐意与人打招呼。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1、自制教学挂图。

2、小兔，小猫等小动物头饰。

3、设置游戏〈找朋友〉的情境。

一、教师出示挂图，幼儿观察画面，听故事学习说礼貌用语。

师：这个小朋友叫什么?

师：早上妈妈送她上幼儿园时，小花花对爸爸说了什么?

师：小花花碰到隔壁家的奶奶，她会说什么?奶奶怎么夸她
的?

师：当她碰到小朋友时她会说什么?

师：到了幼儿园，小花花对老师又会说什么?

师：大家怎么夸小花花的?

师：教师完整复述故事一遍。师生共同小结：小花花真有礼
貌。



二、教师朗诵儿歌《老师早》。

师：小宝宝进幼儿园先说什么?

师：谁见了咪咪笑?谁听了跟着叫?

师：小宝宝是个有礼貌的孩子，我们也要向他学习。

三、游戏：〈找朋友〉，鼓励幼儿学习主动和别人打招呼。

师：平时，我们还会见到谁?怎么打招呼呢?

师：现在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找朋友〉，当我们找到朋友
时，我们会怎么和他们招呼呢?

教师小结：今天小朋友真能干!学会了和许多人打招呼。你们
也要做个主动和别人打招呼的好宝宝。

通过本节课让幼儿结合传统的礼仪教育，从生活实际出发，
从小养成见人主动问好的习惯，养成良好的礼仪礼貌习惯，
将会让孩子们受益一生。将我们的传统德育文化继续传承下
去。

小班早早起教学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说出常见早餐食物的名称；

2、能对早餐进行简单的分类；

3、愿意与同伴交流自己吃过的早餐。

4、了解多与少的相对性。



5、提高逻辑推理能力，养成有序做事的好习惯。

活动准备：

“健康”：《我的早餐》（参见幼儿用书）幼儿自带的'早餐
（活动前提示家长准备，并告知幼儿早餐食物的名称或者由
幼儿园为各班准备几种不同的早餐）、白纸、笔。

活动过程：

1、引导幼儿讨论。

t：今天吃早餐了吗？都吃了什么？最喜欢吃什么？

2、和幼儿一起阅读幼儿用书中的《我的早餐》，了解不同种
类的早餐。

3、请幼儿相互介绍自己带来的早餐，看看有哪些不同种类的
早餐。

4、将幼儿的早餐用图示记录在白纸上，大家一起来看吃了哪
些早餐，哪些早餐吃的人最多。

5、讨论：如果没吃早餐，会有什么感觉？

6、幼儿之间相互交换早餐，品尝不同的早餐。

亲子活动：

请家长在一周内尽量让幼儿吃不同种类的早餐，并注意营养
搭配，帮助幼儿了解早餐的名称及搭配的简单原因。和幼儿
一起用图画或剪贴的方式记录某天的早餐内容，并提醒幼儿
带到幼儿园向大家介绍。

教学反思：



这节课，我是根据我班幼儿具体存在的问题所设计的，在活
动中让每位幼儿通过观看课件来感受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和所
造成的不良后果，孩子的反应很好，在活动后，孩子在用餐
时也能尽量注意吃饭时要注意的问题，同时，也不再捡地上
脏的东西吃，不足在于，我没有加入有趣的游戏，让孩子们
能够巩固所学的内容，重新上这节课的话，我会先与家长沟
通，让家长记录一下幼儿在家中的进餐片段，以免幼儿在幼
儿园时能够注意，但是在家中又会出现不好的习惯，同时设
计一些有趣的游戏，比如说“谁是我的好朋友？”让孩子能
分辨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这样教育效果就会
更加明显，同时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提醒孩子们的饮食行
为！

小班早早起教学反思篇四

这是一个预设性活动设计背景：新课程中的运动有四个强调：

1、强调孩子对运动课程的兴趣。

2、要强调增强幼儿身体的素质和运动的能力。

3、强调充分利用自然因素。

4、强调个性心理品质的培养。在主题活动进行过程中，我班
的陆宇馨小朋友和盛伊帆小朋友带来了乌龟，自然而然的乌
龟成为了他们关心的话题。

而在幼儿玩大型玩具时常常发现很多幼儿不会很规矩地从上
往下滑，却喜欢从下往上爬，这种爬的方法对幼儿肢体的协
调性发展的要求更高，对孩子也形成了一种新的挑战，而且
现在很多家长怕孩子弄的很脏，不允许孩子爬，其实爬可以
让孩子的大脑得到更好的发展；再加上前几天天气骤冷，孩
子都不想运动，所以我就将计就计，抓住孩子最近的兴趣，
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物质环境，设计了这个活动，增强幼儿



的身体素质和运动的能力。

活动名称：

运动《乌龟爬爬》

活动目标：

1、运用幼儿园已有的大型运动器械，让幼儿探索爬的不同方
法，提高幼儿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敏性。

2、通过活动，激发幼儿参加运动的兴趣。

3、帮助幼儿了解身体结构，对以后的成长会具有一定的帮助。

4、了解多运动对身体有好处。

活动准备：

大型玩具场地，小兔、乌龟大头贴若干，奖牌20块。

活动重难点：

探索爬的不同方法。

活动流程：

热身运动？小乌龟爬行？龟兔赛跑？放松运动。

活动过程：

一、热身运动，激发兴趣。

师：“我是乌龟妈妈，来，小乌龟，跟我一起去做早操。”



二、探索不同的爬行的'方法。

1、幼儿自由探索爬的不同方法。

师：“前面有个城堡，想不想去玩？那好，小乌龟爬的本领
最大了，今天我们就在城堡里爬一爬，看，哪个小乌龟爬得
方法又多又好。”

2、集体练习

个别幼儿示范，全体练习。

3、教师小结幼儿练习情况。

4、再次练习。

那现在你们还想不想用各种爬的方法去城堡里再玩一玩呢？

三、游戏“龟兔赛跑”

1、两人一组进行龟兔赛跑。

2、统计比赛成绩。

四、放松运动

登上领奖台，分发奖牌（金币巧克力）。

教学反思：

通过本活动让幼儿探索爬的不同方法，提高动作的协调性和
灵敏性体验游戏的快乐，增强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心里品
质。体验游戏的快乐，增强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心里品质。
教师知道3―4岁孩子的跑、跳动作不稳定身体协调性和灵活
性、敏感性较弱，在今后活动中有待提高。



小班早早起教学反思篇五

1、通过观察、操作认识三角形的特征。

2、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和操作能力。

活动准备

1、三角形图形、画点的底图、水笔、三角形组合的挂图、教
室周围布置三角形的实物。

2、正方形的蜡光纸、剪刀、胶水、图画纸。

活动过程

1、导入：有个图形宝宝来我们班做客，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图
形宝宝吗？

2、出示三角形，让幼儿说出三角形的名称，然后让幼儿找出
教室周围与三角形相似的实物。

3、提出问题：“你怎么知道它们是和三角形宝宝一样的图
形？”引导幼儿用手摸摸三角形的角和边，体会三角形的外
形――三个角，三条边。

4、出示三角形组合的挂图：

（1）引导幼儿找出挂图的图案都是三角形组成的。

（2）请幼儿说说怎么知道是三角形组成的。

5、出示图，请幼儿用直线与点连接起来成三角形。

6、老师与小朋友一起讲评连接三角形的情况。



7、剪贴花：

（1）出示范例：引导幼儿观察老师的花是用什么图形粘贴的。

（2）提出问题：没有三角形的蜡光纸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