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常吃的蔬菜教学反思中班(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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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一下吧。

常吃的蔬菜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认识蔬菜的外形特征，了解蔬菜的不同食用部分。

2、按不同的食用部分给蔬菜分类（根类、茎叶类、果实类），
发展幼儿的.分类能力。

3、蔬菜好吃有营养。教育幼儿不要挑食。

4、知道人体需要各种不同的营养。

5、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重点难点：

按不同的食用部分给蔬菜分类（根类、茎叶类、果实类），
发展幼儿的分类能力。

活动准备：

1、与内容有关的课件。

2、胡萝卜、黄瓜、白菜、土豆、花菜等实物若干、蔬菜宝宝
图片数量与幼儿相等。



活动过程：

一、设置情景，激发幼儿探究兴趣。

1、小朋友最喜欢的小飞飞和一群蔬菜宝宝来做客。

3、出示一幅完整的植物生长图，知道植物的身体是由（根、
茎、叶、花、果、实）五部分组成。

二、逐一出示各种蔬菜宝宝，通过猜谜游戏了解蔬菜能吃的
部分不一样。

3、看图中是什么蔬菜？（白菜），老师可以说说白菜的样子。
我们该吃它的哪一部分？（叶）还有什么蔬菜我们吃它的叶。
（菠菜、青菜）

4、这是什么？（土豆也叫洋芋或马铃薯）。

5、考考小朋友：小朋友们，平时吃我的哪一部分（看课件）。

三、了解蔬菜的营养价值，教育幼儿不要挑食。

蔬菜营养丰富，含有多种维生素，多吃蔬菜有助于身体健康，
能使我们长得更高更快更聪明。因此，平时不能挑食。

四、分类游戏：《找朋友》

教师给每个幼儿提供一个蔬菜宝宝，让幼儿根据蔬菜的特征
找朋友。

五、品尝交流：《蔬菜沙拉》。

教师出示用番茄、黄瓜、红萝卜的沙拉，请幼儿品尝，交流
《蔬菜沙拉》的制作方法。



教后反思：

在平时的生活经验当中，有的孩子说了自己平时不喜欢吃的
蔬菜，而且还有的孩子连蔬菜的名字都不知道。通过本次活
动，幼儿很好地掌握了蔬菜的不同食用部分，而且还会对其
进行分类，发展了孩子的分类能力。让平时讨厌吃蔬菜的孩
子，都知道要多吃蔬菜，营养丰富，不能挑食。

常吃的蔬菜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蔬菜印画》是一节很特别的美术课，对于幼儿是一种新体
验，将单调的图画进化成印画。我将活动的目标定为引导幼
儿感知几种常见蔬菜切面的形状和内部结构的不同，养成良
好的印画习惯，感受印画的乐趣。整个活动我注重的是过程，
而不是结果。

首先，第一个引题环节，我出示事先准备的印画，第一次看
见印画的孩子们觉得很漂亮，也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些花与
画的一样，可是这个小人物虽然形象，但还是有点不规正的。
于是，小朋友们更感兴趣了。激发了他们的探索欲，便请幼
儿猜猜老师是用什么画的。然后出示各类蔬菜，请幼儿认知
菜名。经过一些讲解，幼儿便得知蔬菜还有印画的本领。这
个环节可能有点啰嗦，但我发现效果很好。在探索中发现并
学习，激发了幼儿的想象能力，为接下来的环节做铺垫。

第二个讲解示范环节，发现对于孩子的能力估计不足，细节
考虑不周全。在讲解如何印画时，我强调了拿起蔬菜印章后
在盆子的边上靠一靠，让颜料沥干。看似很简单的动作，却
有部分孩子不会做。如果在示范的时候能够引导孩子跟着一
起练一练这个动作，说说口令，如：蘸一蘸，靠一靠，再印
一印。可能这样效果会好一些。当然也可能是孩子过于兴奋，
急于印画，而忽略了这一步，导致画面滴到了颜料。而对于
突发事件，很自然的过度了，正好刚画好的画竖起来时，发
现有水往下滴，就提醒孩子们自己操作的时候要注意。



第三个幼儿操作环节，在很多个孩子操作的过程中，我才发
现在材料准备方面欠缺考虑。刚刚升入中班的孩子，对于颜
料的特性、运用并不那么熟知，常会出现到处撒的情况，而
教师完全可以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在调好的颜料盒中垫上
餐巾纸或者棉花就可以了。

另外，发现大多数孩子在印画时习惯将图案排成一排，这样
对于整幅画的效果是有影响的。孩子对于如何对画面进行布
局还不清楚，当然，在发现这一现象后，我也适当提醒他们，
找空的地方印，尽量不要让图案排得那么整齐，这也是我在
讲解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的。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本来我计划走动式印画，但是考虑到
可能会很乱，就进行了合作式作画。但是在印画过程中，发
现很多小朋友想用别组的印章来印画。如果按照走动式，也
许既不影响他们的合作性，又扩大了他们的想象思维，有更
多富有想象的作品。

这次的活动是孩子们第一次接触印画，使他们对用蔬菜印画
有了奇特的感受，虽然孩子们对各种材料能创作出的作品效
果不是很得心应手，但却激起了孩子们的创作愿望，我相信
在下一次此类活动中，孩子们会更加丰富自己的创作，表现
出更完美的创造力。

常吃的蔬菜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1.让幼儿懂得常吃零食会影响正餐进食量，妨碍身体吸收全
部的营养，影响成长。

2.进一步培养幼儿不挑食、不偏食的良好习惯。

3.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4.知道人体需要各种不同的营养。



5.了解吃饭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能按时吃饭，不挑食。

让幼儿懂得吃零食会影响身体成长和养成不挑食的好习惯。

录像带，幼儿操作材料"我不吃零食"（一）、（二）。

一、幼儿看录像，回答问题。

1.文文在家里喜欢吃什么？（零食：xx虾条、xx饼、xx圈）

2.文文到了吃饭时间想不想吃饭？为什么？（肚子不饿、不
想吃；零食吃得太多）

3.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文文怎么了？（饿了，但过了吃饭
的时间，只好有吃零食）

4.文文长得高不高？结不结实？（不高、不结实）

5.医生要文文多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多吃饭和菜，不要
吃零食）

二、让幼儿看操作材料，连贯地讲述2-3遍。

三、对幼儿的回答和讲述进行总结。

有些孩子喜欢吃零食，到了吃饭的时候，肚子却不饿，有营
养的饭和菜吃不下去。等过了吃饭的时间，肚子幼儿饿了，
只好再吃零食。经常这样，身体就不能很好的吸收营养，长
不高，长不结实，还很容易生病。

商店里卖的那些小包装食品，价钱很贵，但不一定有营养。
小朋友们正在长身体，最需要的是由营养的饭和菜。如果我
们每顿都能好好吃，一定长得结实，变得聪明、少生病，所
以最后不要吃零食。



四、幼儿讨论

如果爸爸妈妈还没做好饭菜，小朋友肚子饿了，怎么办？
（可先吃一两块饼干，但不能多吃；或在大人允许下先吃某
一样菜；或帮大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抹桌子、端饭菜、理
筷子）。

在活动中，孩子们都深有体会：大胆地说自己吃零食过多的
危害。陈薇羽还说吃零食她把牙齿给吃坏了；王鑫说吃了零
食他饭都不想吃了；刘欣愉说他吃了零食晚上肚子痛；还有
的孩子也大胆地说了一下自己吃零食带来的危害。因此，活
动下来，孩子们对吃零食有了新的认识，知道要一日三餐正
常饮食，多吃零食对健康有害，影响身体成长，而且不能挑
食，不偏食的良好习惯。

常吃的蔬菜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一、活动目标：

1、通过认识蔬菜的外形特征，了解蔬菜的不同食用部分。

2、按不同的食用部分给蔬菜分类(根类、茎叶类、果实类)，
发展幼儿的分类能力。

3、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4、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二、活动准备：

三、活动过程：

1、设置情景，激发幼儿探究兴趣。



(1)小朋友最喜欢的小飞飞和一群蔬菜宝宝来做客。

(3)出示一副完整的植物生长图，知道植物的身体是由(根、
茎、叶、花、果实、)五部分组成。

2、逐一出示各种蔬菜宝宝，通过猜谜游戏了解蔬菜能吃的部
分不一样。

(2)猜谜语：瘦长的身材，翠绿的皮肤，全身是疙瘩，丑了自
己美了别人。(黄瓜)那我们应该吃黄瓜的哪一部分?(果实)还
有什么蔬菜是吃它的果实部分?(番茄、茄子、辣椒、南瓜、
冬瓜、豆荚)。

(3)看图中是什么蔬菜?(白菜)，老师可以说说白菜的样子。
我们该吃它的哪一部分?(叶)还有什么蔬菜我们吃它的
叶。(菠菜、油菜)

(4)这是什么?(土豆也叫洋芋或马铃薯)。土豆发了芽时有毒，
不能吃，如果芽很小，可以把芽和周围的肉削干净，才可以
吃。我们吃它的茎。

(5)考考小朋友：小朋友们，平时吃我的哪一部分(看课件)

3、了解蔬菜的营养价值，教育幼儿不要挑食蔬菜营养丰富，
含有多种维生素，多吃蔬菜有助于身体健康，能使我们长得
更高更快更聪明，因此。平时不能挑食。

4、分类游戏：《找朋友》

教师给每个幼儿提供一个蔬菜宝宝，让幼儿根据蔬菜的特征
找朋友。看看自己身上的蔬菜娃娃是吃什么部分的，然后听
音乐去找也是吃同样部分的蔬菜娃娃做朋友。

5、品尝交流：《蔬菜沙拉》：



教师出示用番茄、黄瓜、红萝卜做的沙拉,请幼儿品尝,交流
《蔬菜沙拉》的制作方法。

6、延伸活动：

请幼儿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做做蔬菜沙拉，巩固对蔬菜的
认识。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由于题材贴近孩子生活，孩子对蔬菜都很了解;他们
有经验，所以有话可说、愿说;在活动中幼儿观察认识了各种
各样的蔬菜,并进一步学会了分类。因此，活动中我力求从一
下三个方面实施：

1、从促进幼儿认知、能力、情感三方面发展来确定本次活动
的教育目标。克服过去常识教育单纯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做
法，目标定位较全面，而且教育目标要明确、具体，是一种
可测量的行为。

2、活动过程层次清楚、简洁明了。操作法、游戏法、讨论法、
观察法等交替使用，符合幼儿认知特点。在内容安排上，我
注意从日常生活经验入手，引导幼儿先认识植物的根茎叶和
多种蔬菜，如“说说平时吃蔬菜的哪一部分”，再引导幼儿
去感知新的经验、获得新的知识：蔬菜有的吃根，有的吃茎
叶，有的吃果实。这种做法符合“最近发展区”的教育原则。
我设计的“找朋友”游戏活动，不仅使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气
氛中复习巩固了新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有效地帮助幼儿提
高了分类能力，促进了幼儿思维能力的发展。

3、在活动中重视情感教育。

活动一开始以情景引出上课内容，接着让幼儿直观地看幻灯
片并说出最喜欢吃的蔬菜，并通过猜谜了解食用蔬菜的哪一



部分，通过游戏学会了分类。活动过程十分自然、贴近生活，
易为幼儿接受。活动结束部分教师让幼儿在音乐伴奏下品尝
蔬菜沙拉，这使整个活动气氛活跃，并将幼儿喜欢吃各种蔬
菜的情感激发到最佳状态。

常吃的蔬菜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活动结束后，我总结出了几个不足之处：

1、在材料准备方面欠缺考虑。刚刚升入中班的孩子，对于颜
料的特性、运用并不那么熟知，常会出现颜料到处撒的情况，
而教师完全可以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在调好的颜料盆中垫
上餐巾纸或者棉花即可。

2、对孩子的能力估计不足，细节考虑得不周全。在讲解如何
印画时，我强调了拿起蔬菜印章后要在盆子的边上靠一靠，
让颜料沥干。看似很简单的动作，却有部分孩子不会做。如
果在示范的时候能够引导孩子跟着一起练一练这个动作的话，
可能效果会好一些。当然，也有可能是孩子过于兴奋，急于
印画，而忽略了这一步，导致画面滴到了颜料。

另外，发现多数孩子在印花时习惯于将图案排成一排，这样
对于整幅画的效果是有影响的。孩子对于如何对画面进行布
局还不清楚，当然，在发现这一现象后，我也适当提醒他们，
找空的地方印，尽量不要让图案排得那么整齐，这也是我在
讲解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的。

本次活动注重的是孩子对用蔬菜印画的奇特感受，注重的是
参与活动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当然，类似的活动也应注意
对孩子技能的培养、操作习惯的培养等，这些也可在一日活
动中的各个环节中渗透，如区域游戏等，小组指导要比集体
指导更为有效。技能水平提高了，在开展类似集体活动的过
程中孩子就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创造力，充分体验艺术活动
带来的各种乐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