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教学反思小班 幼儿园小班
教学反思(优秀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幼儿园教学反思小班篇一

这节课我组织了数学活动《比长短》，本次活动的重点是通
过三个活动环节，让幼儿感知的长短，学着比较长短，能正
确的运用长，比较长，最短等语词。并理解物体长或短的相
对关系，初步尝试物体从长到短或从短到长的有序排列，本
次活动难点是将物体从长到短或从短到长的有序排列。

在活动开始时，我首先拿出两根铅笔，请小朋友观察比较，
哪根长，哪根短，接着再拿出中等长的铅笔放在中间，请小
朋友反复观察，并能够完整的说出这根铅笔比长的那根要短，
比较短的那跟要长。这一环节结束后，我选择三位高矮有明
显差异的小朋友上台按高矮顺序站好，以幼儿的高矮来代替
长短，这一直观察现象引来幼儿的兴趣，并能准确说出谁高，
谁矮，谁最矮，谁比谁要高，谁比谁要矮等短语。

我认为本次活动设计比较好的是让幼儿上台来比较高矮的这
个环节。在这个活动前期，我本想在中间部分运用图片的形
式，引导幼儿学习按长短排序，但从之前的活动中，我发现
我们班的有幼儿，对观察图片注意力的集中时间不是很长，
很容易分散，毕竟现在还是小班的小朋友，并非于中大班的
小朋友，所以幼儿都很好动，尤其是做在后面的小朋友，可
能离老师有点距离，更是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于是经过考
虑，我尝试让幼儿做教具的方法，既请个别幼儿上来，大家



比一比，谁高，谁比较矮。谁最矮，这一方法，让幼儿作为
活动的主体，比起图片来更直观，且让幼儿自己来比较，更
能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活动结束后，我认为幼儿都能正确
分辨物体的'长短，能找出一组物体中最长和我最短的物体，
能将物体按长短排序，但在第一环节，对彩带进行比较时应
该让幼儿在多以些观察，多一些讨论，来加强幼儿对长短概
念理解。再次，是我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对数学语言使用的
不太规范，使得整个活动多了几块瑕疵。

通过上课，反思，我意识到本次活动有不足之处。首先我应
该让幼儿去完成《幼儿用书》的操作，不应过多的去牵着幼
儿走，让他们独立完成，这样才能看出幼儿对本次活动的掌
握差异，以对个别没掌握的幼儿进行巩固辅导。此外还存在
一些问题，整个活动运用的时间过长，这是我准备工作不够
充分的原因，在本次活动中，我的语言组织不够生动有趣，
导致一小部分幼儿注意力分散，于此同时更要对幼儿的常规
教育做一步的强化，这些都是以后教学中不能忽略的地
方......

幼儿园教学反思小班篇二

本次活动设计思路清晰，生动有趣的游戏情景，使幼儿在积
极主动的状态下，全身心的`投入到活动中，掌握了背、抛、
爬等基本动作。活动各环节联系紧密，适合小班幼儿的学习
特点，充分调动了幼儿参与的积极性。总之，在此次活动中，
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很高，教育目标完成较好。

为了提高教学活动质量，我将做出以下调整：

1、幼儿自由探索环节，发现幼儿有新玩法（如顶、抛）时，
引导全体幼儿做顶、抛等动作。

2、游戏开火车、爬山洞，可分成两组进行，可增加幼儿参与
次数。



3、改变“放松活动”方式：由坐在靠垫上放松改为自然结束
活动。

4、选择适合幼儿大小的靠垫，不宜过大。

幼儿园教学反思小班篇三

本节游戏活动对于小班来说在简单不过了，但是这么一个简
单的活动，在平时的生活中，没有人会发现玩气球还能锻炼
孩子的肺活量，一般孩子玩气球是一件是很正常的事，没有
人会把气球和游戏结合，没有那个游戏是主要玩吹气球的，
但我设计的游戏就是吹气球。

本节课游戏《吹气球》，我是在无意中发现吹气球可以锻炼
脸部肌肉和肺活量，这让孩子在简单的玩中能得到不同锻炼，
这也是我本节游戏课的目的，本次的玩法直接就能到目标。
不要小看这么一个小的游戏，孩子只要玩得开心快乐，它就
是一个好游戏。

这么一个小的游戏，在活动中也是避免不了有错误的'出现，
这个游戏是我只注意让孩子尽兴的玩，没有注意其它方面。
让孩子在比赛的形式在进行玩时，孩子把游戏规则抛之脑后，
没有人遵守规则，比赛中也没法公平的去做评比了。要是我
在活动的开始说清规则，摆明游戏的奖励和惩罚，情况就不
会像现在这样了。

幼儿园教学反思小班篇四

我讲授了小班主题三的一节健康科学活动《气味真正多》。

本次活动的目标是能够辨别不同的气味，并尝试讲述自己的
感受。了解简单的保护鼻子的方法。活动的第一个环节是引
出自己的鼻子，我用手指指出了自己的鼻子，然后引导幼儿
们也指出认识了鼻子的结构，鼻梁鼻尖鼻孔。第二个环节是



发现鼻子的特殊功能，在这一环节中我先很神秘的运用橘子
来引出鼻子的功能，然后又出示了五个小杯子，醋酒香油蒜
泥花露水。分别请幼儿们来用自己的小鼻子闻一闻是什么，
在闻味道的过程中告诉了幼儿怎样去闻。第三个环节是教育
幼儿保护鼻子，先让幼儿们欣赏了故事《翘鼻子鲁鲁》，然
后发现问题：鲁鲁做的对吗？为什么？接着又引出了思考：
我们应该怎样保护鼻子？通过看动画视频让幼儿去判断对错，
教育了幼儿以后怎样去保护自己的鼻子不受到伤害。

活动结束后，我反思到这节课有着不足的地方，魏老师的点
评更是让我茅塞顿开，这节课我应该让孩子多说（放开让孩
子说）多做多练（说完让孩子练习体验），老师不要限制包
办，在第二个环节让孩子闻气味中，我就应该顾及到每个孩
子，让他们都闻一闻说一说。在课前准备所需东西时也要考
虑到是否每个孩子都能操作到，操作的材料要丰富。在教育
孩子保护鼻子的环节中，我应该让孩子们去思考，让孩子们
去说一说结果。科学是比较严谨的，一定要让孩子先猜想在
验证。魏老师到位的点评让我今后的教学工作又有了一个更
大的提升。

我应结合工作实际，努力实现教育方式的转变，尽可能把期
望幼儿学习的内容，转化为幼儿自身学习的兴趣和需要。充
分调动每一个幼儿参与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幼儿自由
地、愉快地展现自己，让幼儿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有益
于身心发展的经验。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要多学习《幼儿
园教育指导纲要》及《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多练基
本功，让自己的幼教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幼儿园教学反思小班篇五

《打怪兽》是小班健康领域的活动，以情境游戏的方式，让
孩子们在活动中学习正面投掷的动作，发展孩子们的上下肢
力量及手眼协调性。并且能在活动中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感
受情境活动的乐趣。



活动前，我创设了这样了以司令员练兵的情境，让孩子们扮
演小士兵的角色。因为村子里经常有怪兽出现，欺负小动物
们，使得整个村庄都不安宁。小士兵们将要学习新的本领，
用石头去打败小怪兽。通过这种方式，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
让他们在情境游戏中，学习投掷的本领。然后，我将场地分
别布置成“小兵热身区、小兵训练区和小兵实战区。亮点是
在小兵实战区放置了垫子和呼啦圈，摆放了栅栏和怪兽的形
象。在投掷活动中，不单单是上肢的锻炼，也要锻炼孩子的
其他身体部位，所以创设了穿过丛林和跨过小河的情境，一
方面使活动更加具有趣味性，另一方面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
挑战。

活动开展后，孩子们还是相当投入的。但由于在活动中，自
己心急，所以时间没有掌控好。孩子们貌似没有很尽兴。在
训练区的时候，可以让孩子们多练习几遍。将投掷的动作再
仔细讲解下，或是可以将投掷较好的幼儿请出来，做下示范；
而在实战区，由于过度重视投掷的技能，所以在匍匐前进和
双脚跳障碍的时候，只让孩子进行了一次。其实可以让孩子
们多次进行。最后打怪兽环节，如果更生动形象的话，下一
次吸取经验，可以放怪兽来了的'声效。

总体来说孩子们对怪兽有着莫名的激动与兴奋，因此本次活
动从幼儿感兴趣的事物着手，激发孩子的潜能，引起了孩子
们的极大兴趣，整个活动幼儿的参与性积极性都非常高，也
基本达到了本次活动的预设目标，若是能注意细节，好好掌
握时间，在活动中让孩子们练习多一些，我想效果会更好。

幼儿园教学反思小班篇六

1.能愉快地学习诗歌《蝴蝶树叶》，并乐意跟随诗歌做动作。

2.能初步尝试替换诗歌中的个别词语，体验创编诗歌的快乐。

幼儿到户外捡过落叶



磁带：“”活动过程：

*欣赏户外捡树叶照片

——共同回忆、讨论捡落叶和落叶飘情景。

师：宝宝们你们看这些是什么啊?(照片)照片上有谁?在干什
么呢?

——出示树叶

——师：你们看我们捡的小树叶也来啦?

——说说树叶的颜色、形状，

*感受诗歌意境

——师：每一片树叶都是一首好听的诗歌

——幼儿完整欣赏诗歌

提问：你听到了什么?小树叶像什么?小树叶为什么会飞?

——跟着老师边念诗歌边做动作。

*尝试仿编诗歌

——编新的诗歌，集体朗诵

*游戏“大风和树叶”——播放歌曲落叶

老师做大风&

nbsp;幼儿手拿树叶扮小树叶!



小树叶随风的方向做下蹲、摇晃……动作!

附儿歌：蝴蝶树叶

秋风秋风吹吹，树叶树叶飞飞，好象一群蝴蝶，张开翅膀追
追!

在这个活动前，我利用平时的散步时间，先带领孩子观察树
叶飘落的样子，和孩子们一起捡树叶、观察树叶，在此基础
上才开展了本次活动。活动一开始，我出示一片树叶，我问：
“这树叶是怎么来的啊!”“这树叶是从哪里飘落下来的
呀?”等提问，引导幼儿回忆捡树叶的过程，感受捡树叶的快
乐和发现树叶飘下来的`情景美。活动中，我发挥用动作表现
诗歌的内容，帮助孩子理解诗歌内容。

由于这首诗歌中涉及到动词“吹”“飞”“追”等，我采取
了运用肢体动作这一策略，帮助幼儿更好的理解这些词，进
而理解诗歌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