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冬天里的活动教学反思(实用8
篇)

企业标语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它可以在短时间内传
达企业的核心价值和目标。要善于利用修辞手法，使企业标
语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引发目标受众的共鸣和兴趣。接下
来是一些激励性的企业标语，能够激发员工的创新和积极性。

中班冬天里的活动教学反思篇一

1、鼓励幼儿冬天不怕冷。

2、使幼儿知道运动是冬天取暖的一种好方法。

3、了解冬天运动时的注意事项和自我保护的方法。

绳子、球等运动工具。

1、导入：

现在是什么季节？天气怎样？

2、展开：

（1）组织幼儿讨论用什么方法取暖。

（多穿衣服、生炉子、开空调、跑步、跳绳等）

（2）提问：你认为哪种方法好？为什么?

跑步、跳绳、拍球……运动能使我们身体暖和，能锻炼身体，
有益健康。

（3）组织幼儿到室外运动。



跳绳、拍球、跑步。感受到运动使身体暖和。

（4）组织幼儿讨论冬天有哪些适合的运动，为什么？

跑步、跳绳、滑冰。因为运动量大，能使身体暖和，

其他方法也能取暖，但有不足的地方。如穿衣服太多，活动
不方便，空调房间空气不好等。

对小朋友来说，最好的.方法是运动。

（5）组织幼儿讨论：冬天到室外活动应注意什么？

a、运动前要脱去大衣、帽子、围巾和手套。

b、跑步时闭上嘴，不讲话。

c、跳绳、拍球。不站在风口或对着风。

d、运动时候不要脱衣服，防止感冒。

3、结束：教育幼儿冬季不怕冷。

中班冬天里的活动教学反思篇二

教师出示分别代表两个季节的花卉图片，请小朋友说说：它
们分别在什么季节开花。

2、教师提问，引导幼儿探讨冬天和夏天的特点

(1)你认为冬天是什么样子的?夏天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2)你认为冬天或者夏天有什么好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好的?



3、引入论题，分组讨论

教师提出问题：你喜欢冬天还是喜欢夏天?为什么?将幼儿按
观点的不同分成两个组，各组幼儿自由交流观点及理由。

4、讲解规则，展开辩论

辩论规则：

(1)两组幼儿轮流发言。

(2)一次理由充足的发言可以为本队赢得一朵小花。

(3)一方发言之后，另一方可以反驳，理由充足的，同样可以
赢得小花。

幼儿辩论中，教师注意及时引导幼儿交代清楚自己的观点和
理由，语言表达要完整、流畅。

5、教师简单小结辩论情况，最后欣赏散文《夏天》、《小雪
花》。

中班冬天里的活动教学反思篇三

1.学习画出冬天小朋友们参加活动时的不同姿态。

2.知道冬天要不怕冷，积极参加运动。

物质准备：

记号笔、油画棒、范例等。

知道冬天的运动。

重点：知道不怕冷，积极参加运动。



难点：学习画出冬天小朋友们参加活动时的不同姿态。

观察法、操作法、讲解示范法等。

一、歌曲导入。

1.播放歌曲《雪花和雨滴》录音，复习歌曲。

2.师：你们知道这首歌里唱了什么吗？这首歌的名字还记得
吗？

3.师：什么季节才会下雪呢？冬天这么冷，我们该怎么办？
幼儿回答。

二、讲解示范。

1.师：我听到有小朋友说可以多做运动，那你们知道冬天里
有哪些运动吗？谁来说说看？

2.师：你最喜欢什么运动？是怎么来运动的呢？请你用动作
做出来教教我们。（讲解动作的特点）

3.师：你们真棒，我也有喜欢的运动，我不仅可以用动作做
出来，我还会把它画出来呢？想不想看看。老师边示范边讲
解动作的特点。

4.师：你们能行吗？想不想试试看？

三、幼儿操作。

1.提出要求：

（1）请小朋友们先想好自己最喜欢的活动是什么？这个活动
是怎么进行的？想清楚了，再从桌子上拿你需要的材料。



（2）绘画时，请小朋友们注意整洁，不要把笔画到衣服上，
或脸上。

（3）用完的材料整理好再放回原来的地方。

2.师：准备好了吗？那就开始吧。

3．幼儿操作，个别辅导，集体讲评。鼓励幼儿大胆想象，大
胆作画。

四、结束活动。

师：原来冬天里的活动有这么多呀，那小朋友们还等什么？
让我们一起到操场上活动吧。

中班冬天里的活动教学反思篇四

1、尝试学习印画的方法用各种材料对服饰进行印画装饰。

2、学习运用不同颜色、图案的搭配进行印画。

3、体验印画的乐趣。

卡纸、菜梗段、藕段、颜料（红、黄、蓝）、ppt。

1、冬天到了，森林里的动物们都来到了小熊开的服装店买漂
亮的冬装进行保暖。我们也一起去服装店里逛逛吧。（出
示ppt）

2、引导幼儿观察图片，提问：这些服饰有哪些花纹图案？它
们是什么颜色的？

小结：装饰服饰的图案可以是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图案进行
搭配。



1、出示衣服、手套、围巾的卡纸。

2、认识材料。

师：今天老师给小朋友们准备了许多材料，我们一起来认识
一下吧，等会，请小朋友们利用这些材料，蘸上颜料印一印，
把服饰变美吧。

3、教师示范，请各别幼儿尝试印画。

引导幼儿学习印画的方法，能够运用不同颜色、图案交替搭
配进行印画。

我们一起来学着给服饰变美吧。

1、指导幼儿左手扶住卡纸，右手握住印画工具，蘸少许颜料
印画。

2、鼓励幼儿大胆印画。

3、提醒幼儿在印画过程中保持作品和自己身上干净。

服饰都装饰好啦，我们一起到小熊的服装店逛一逛吧。

提问：你喜欢哪件衣服上的花纹？

你觉得哪件印的好？为什么？

中班冬天里的活动教学反思篇五

1、认识雪天的特征。

2、能根据不同动物的动作特点，理解推、铲、扒、扫等动词
所表示的不同动作。



3、理解故事《冬天的小路》，懂得做好事利人利己。

课件《冬天的'小路》。

一、说一说：下雪

1、播放课件【视频欣赏】。

教师：你见过下雪吗？下雪是什么样子的？

2、幼儿自由讨论、回答。

3、小结：下雪以后，地上都是雪，很容易摔倒。所以，我们
就要把地上的雪都扫干净，才可以行走。

二、学习故事《冬天的小路》

1、幼儿欣赏课件【故事欣赏】。

媒体材料进行回顾）

3．教师点击【提问】中的四幅画面，画面分别放大，根据画
面引导幼儿学习"推"、"铲"、"扒"、"扫"

等动词。

4、教师：小动物们扫完雪怎么样了？如果你是他们，你愿意
一起去扫雪吗？为什么？

5、总结：小动物们一起

把雪扫干净了，这样，自己可以从小路上安全地走过去，而
且其他的小动物也

都不会摔跤了。他们方便了自己，也为别人做了一件好事。



这样的事情，小朋友们也一定愿意做。

延伸活动

歌曲【扫雪】。

中班冬天里的活动教学反思篇六

1.感受歌曲活泼欢快的情绪，体验自主学习带来的乐趣。

2.初步学唱歌曲，并学习借助图谱来理解、记忆歌词。

3.发展记忆能力及初步的歌唱技能。

活动准备

1.图谱一张，歌词图片。

2.幼儿已有关于冬天的认知经验。

活动过程

1.模仿动物叫，以老师问，幼儿答的形式练声，导入活动。

2.教师范唱歌曲《冬天里来》，幼儿欣赏。

3.出示大图谱，学习副歌部分。

提问：歌曲里唱的最多的词是什么？（啷里个啷）

4.再次范唱歌曲，提问：歌曲里头还唱了些什么？根据幼儿
回答逐一出示相应图片。

5.自由讨论，将图片放入图谱中相应的位置,并对照图谱学唱
歌曲。



6.集体看图谱齐唱歌曲。

7.师生互动，进一步学唱歌曲。

8.放松，结束活动。

附歌词：冬天里来

冬天里来梅花香，

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寒冷的北风呼呼吹，

吹动了我的花衣裳，

啷里个啷，啷里个啷，

走过田野和山冈，

堆雪人呀打雪仗，

处处白茫茫，

啷里个啷，啷里个啷，

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中班冬天里的活动教学反思篇七

活动目标：

1、针对冬天和夏天的话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养成专注倾听、
大胆表达的良好习惯。



2、尝试以辩论的形式进行交流，提高语言表达的逻辑性。

3、大胆地参与讨论，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想法，发展求
异思维。

4、能简单复述散文。

活动准备：

1、课前与幼儿共同搜集多种反映冬季和夏季特征的图片，并
布置在活动室。

2、录制散文《夏天》、《小雪花》。

3、可粘贴的小红花。

活动过程：

1、出示挂图，引入话题教师出示分别代表两个季节的花卉图
片，请小朋友说说：它们分别在什么季节开花。

2、教师提问，引导幼儿探讨冬天和夏天的特点

（1）你认为冬天是什么样子的？夏天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2）你认为冬天或者夏天有什么好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好的？

3、引入论题，分组讨论教师提出问题：你喜欢冬天还是喜欢
夏天？为什么？将幼儿按观点的不同分成两个组，各组幼儿
自由交流观点及理由。

4、讲解规则，展开辩论辩论规则：

（1）两组幼儿轮流发言。



（2）一次理由充足的发言可以为本队赢得一朵小花。

（3）一方发言之后，另一方可以反驳，理由充足的，同样可
以赢得小花。

幼儿辩论中，教师注意及时引导幼儿交代清楚自己的`观点和
理由，语言表达要完整、流畅。

4、教师简单小结辩论情况，最后欣赏散文《夏天》、《小雪
花》。

活动反思

通过运用场景和图片等直观教具，采用比较观察的方法，让
幼儿区别冬天与夏天，通过谈话，讨论鼓励幼儿大胆在集体
面前表述自己对冬天和夏天这两个季节的认识，喜欢哪个季
节？为什么？不喜欢哪个季节？为什么？采用什么方法解决
这个季节遇到的问题？使幼儿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两个季节特
点的认识，这节课幼儿们的学习兴趣很高涨，能够在我的引
导下与我积极配合，整个课堂和谐民主，幼儿们能积极地回
答我提出的问题，充分开动了脑筋。

中班冬天里的活动教学反思篇八

1、认识各种取暖用具和用途，知道它们能给人们带来温暖。

2、关心周围的科技产品并知道使用它们的安全方法。

1、幼儿从家里带一些小型取暖用具到幼儿园。

2.教师另准备一些取暖用具图片，如古老的炭盆、暖手炉、
热水袋、火炉，现代的油汀、空调、电热毯等。

3.幼儿操作材料画面“各种取暖用具”



1、让幼儿介绍自己带的取暖用具，激发幼儿兴趣。

（1）“小朋友，冬天冷吗？怎样做才会感到暖和呢？”（锻
炼、穿厚衣服、取暖等）

（2）“今天就请你们把自己带来的取暖用具介绍给大家，说
说它叫什么，怎么用，再请你用给大家看看。”

2、引导幼儿认识各种取暖用具是用不同的方法发热的，有不
同的用法。

（1）“你们带来的取暖用具是怎样发热的？请小朋友们为大
家介绍。

（2）出示幼儿没有说到的取暖用具，”老师这里也有一些取
暖用具，你们认识它们吗?”

（3）引导幼儿认识各种取暖用具如何发热的：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这些取暖用具是如何发热取暖的：炭盆用木炭取暖；
火炉、火炕用煤取暖；油汀、空调、电暖气、电暖风、暖手
炉、电热毯是用电取暖；热水袋用热水取暖。

（4）请幼儿按照取暖用具的发热方法进行功能分类。

好，刚刚我们小朋友知道了取暖用具发热的方法，现在我们
给取暖用具的发热方法分个类，看看哪些取暖用具是用电发
热的，哪些是不用电的。把用电的这一类称为电器类。不用
电的这一类称为非电器类。我们一起来给这些取暖用具找找
家吧！

（5）讨论取暖用具的优缺点。

小朋友们，刚才我们看了这么多的取暖用具，你觉得哪个取
暖用具好，为什么？



油汀、空调可以给很多人用，但比较浪费电，热水袋携带方
便，可以灵活使用，但只能一个人用。炉子、火炕的缺点是
不卫生，但经济实用等。

3、知道取暖用具的正确用法，注意使用时的安全。讨论：使
用这些取暖用具需要注意什么？空调，电暖气要注意别触电。
火炉和水暖气要注意防火等。引导幼儿多锻炼、多运动，才
是最安全取暖方法。

4、古代人和外国人的取暖方式刚刚我们小朋友知道我们现代
人的取暖工具，那你们知道我们古代人是如何取暖的吗？那
你们知道外国人是如何取暖的吗？延伸活动：冬天里，各种
动物的取暖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