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餐厅区域总结(优质5篇)
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相信许多人会觉得总结很难写？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幼儿园餐厅区域总结篇一

性别：男

年龄：6周岁

活动资料：生活活动

培养幼儿不打断别人讲话，耐心倾听的习惯。

团体活动完毕，孩子们去喝水了，子墨来到我身边小声对我
说：“教师，我想给小朋友们唱首歌，行吗？”“能够
啊！”我十分高兴地回答他。我组织好孩子们，说了子墨的
想法，子墨开始唱了，可刚唱了第一句，有的孩子就
喊：“我也会”；“他唱得不对”。.。.。.活动室乱作一团，
子墨的歌声被淹没了，只听见嬉笑声。子墨难过地回到了座
位上。

平时活动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景，教师话说到一半，孩子们
就开始七嘴八舌了，部分孩子也经常插嘴，不等教师把话说
完就急于回答，结果答非所问。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表现欲十分强，可是不知等待、随意打
断别人说话，话听一半的坏习惯也凸显了出来。在大班时培
养幼儿良好倾听习惯是十分重要的。



1、首先让幼儿换位思考一下，体会子墨的心境。

2、告诉幼儿随便打扰别人讲话是没有礼貌的行为，也是十分
厌恶的。

3、团体讲读相关绘本《大熊有一个小麻烦》

4、组织一些团体游戏，培养幼儿倾听习惯，如“传话
筒”“听指令做动作”“和我说相反”等等。

5、班内安排一些师幼对答小游戏：如“小嘴巴—没声
音”“xxx—请注意”“听我说—请您讲”等等。

6、教师自身找原因，要耐心听幼儿说话以身作则。

幼儿园餐厅区域总结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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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雪花插片插了一件很雄伟的飞机，机身、机翼飞机轮子都
有，插的飞机很形象。

幼儿的潜力不错，按老师的要求插了一件很形象的飞机。老
师期望幼儿在此基础上自己有更好的突破和创新。

教师指导幼儿能够再插一个战斗机、直升机、未来的飞机，



让幼儿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对于潜力强的幼儿，教师能够制定的目标更高一些。

幼儿园餐厅区域总结篇三

家长也因了解孩子的发展状况，而知道怎样去帮助孩子，并
与教师合作共同建构课程。今天东星资源网为您带来了幼儿
园区域活动观察记录与分析措施，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篇一】幼儿园区域活动观察记录与分析措施

班级：大一班

观察对象：泽泽

观察时间：12月14日

观察地点：户外

观察情况：

在体育活动《大阅兵》的准备活动中，泽泽今天情绪非常兴
奋，踏步边跳边踏，做动作的节奏也比往常快很多，眼睛东
张西望，手也不时打到前面和旁边的小朋友身上，没有办法
坚持完成动作，在几次提醒未起到作用后，我把他换到了最
靠边的位置，这下他才意识到自己碰到了别人，可是过一会
又开始乱蹦乱跳了。

观察分析：

1.该小朋友平时就比较好动，这是入冬以后第一次去户外活
动，对久违的户外充满新鲜感，比较兴奋。



2.他的爷爷今天在幼儿园围栏后看他，可能被他发现了，所
以显得比较兴奋，他很想表现给爷爷看，但是没有控制住自
己的行为。

指导措施：

针对这一现象我与泽泽进行了个別谈话，泽泽是一个特別爱
表现的孩子，于是我引导他了解解放军战士在阅兵时威武神
气的表情与动作，向他讲解解放军战士是如何坚持到底，克
服困难完成训练。以此种方式逐步引导幼儿在活动中控制自
己，坚持遵守活动规则。

【篇二】幼儿园区域活动观察记录与分析措施

班级：大一班

观察对象：嘉嘉

观察时间：12月5日

观察地点：教室

观察情况：

今天集体教学活动内容是艺术《宝塔山》，由于考虑到课上
小朋友看图能方便一点，我让孩子们面对电视机像平时一样
坐成了横三排。活动一开始大家看着图片中的宝塔山进行了
热烈地讨论，这时，西西冒出了这么一句话：“老师，嘉嘉
的脚翘在了我的椅子上！”于是，我停下话语，对嘉嘉进行
了很简短的劝说，好不容易把腿放下去了，回到刚才讨论的
话题上，可嘉嘉边上的悦悦又告诉我：“老师，嘉嘉他用手
拽我的衣服。”没办法，我将嘉嘉调到了第一排最显眼的地
方，原想这回肯定没事了，他会认真的听讲了，哪知他低着
头弯下腰摆弄起他的鞋子来，不管其他幼儿多么激烈的讨论



都不能吸引他抬起头来看一看，我提醒他了，他才抬起头来，
当我的视线离开他，他就又去研究他的鞋子了，我仔细一看，
原来他穿的新鞋被弄脏了。

观察分析：

活动中发现嘉嘉的自制能力比较差，上课时容易受环境、身
体等外界的干扰分散注意力。这种表现说明嘉嘉还没有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特别是倾听习惯。

指导措施：

1.在平时的集体活动中注意对幼儿倾听习惯的培养，多多提
醒幼儿注意对老师和同伴讲话的倾听，也可以通过一些倾听
游戏来培养幼儿对注意倾听的兴趣。

2.与家长及时交流，给注意给幼儿穿的衣服鞋袜等都要尽量
减少影响幼儿注意力的因素。

3.通过同伴互助的方式让幼儿喜欢看书并乐意讲述故事中的
对话，让能用故事中的对话来讲述故事内容，提供幼儿的语
言表达能力。

4.对幼儿在集体活动中的进步表现进行及时而具体的表扬，
让幼儿逐步养成认真倾听的习惯，感受到集体活动的乐趣，
从而提高幼儿的自控能力。

【篇三】幼儿园区域活动观察记录与分析措施

观察目的：在户外活动中是否专心玩玩具，还是瞎追逐。

观察实录：

这天，户外活动时婷婷选取了闪光跳。开始她把闪光跳套在
了脚上，然后用手将闪光跳甩了一下，另一脚提了起来。她



尝试了几次之后，没有成功，于是婷婷停了下来。她看见旁
边的佳依玩得很熟练，停了下来看佳依玩。佳依一边示范一
边说：“像我这样玩。”婷婷说：“好的。”又尝试了几下。
佳依走开了，到其他地方去玩了。婷婷又玩了一小会儿，她
跑到了放玩具的筐子前，把手里的闪光跳放到了筐子去，拿
了一根绳子玩了起来。她跑到场地的中间，用手摔动绳子，
摔到前面的时候她的脚碰到了绳子，于是停了下来。悦悦走
了过来，婷婷说：“悦悦，你来拉着我的绳子！”悦悦拉住
了婷婷的绳子，两个人玩起了拉马车的游戏。玩了一会儿，
她把绳子放在了一边。又换了一件玩具玩了起来，过了一会
儿，时间到了，她把玩具放会了筐子里。

状况分析：

1.从以上的状况中，能够看出婷婷在户外活动是能够比较专
心地玩玩具，不是在瞎追逐。

2.在玩的时候婷婷的运动技能还是比较薄弱的，她不会玩闪
光跳，于是她换了绳子，但是绳子也不会跳。

教育措施：

1.教师在户外活动时间对她单独辅导，手把手的教，慢慢地
增强她的运动技能。

2.充分发挥家长资源的力量，让孩子在家里和爸爸妈妈一齐
跳跳绳，一齐运动运动，从而增强她的运动技能。

【篇四】幼儿园区域活动观察记录与分析措施

观察实录：

“他唱得不对”......活动室乱作一团，子墨的歌声被淹没
了，只听见嬉笑声。子墨难过地回到了座位上。



平时活动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老师话说到一半，孩子们
就开始七嘴八舌了，部分孩子也经常插嘴，不等老师把话说
完就急于回答，结果答非所问。

分析记录：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表现欲非常强，但是不知等待、随意打
断别人说话，话听一半的坏习惯也凸显了出来。在大班时培
养幼儿良好倾听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采取措施：

1.首先让幼儿换位思考一下，体会子墨的心情。

2.告诉幼儿随便打扰别人讲话是没有礼貌的行为，也是非常
讨厌的。

3.集体讲读相关绘本《大熊有一个小麻烦》。

4.组织一些集体游戏，培养幼儿倾听习惯，如“传话
筒”“听指令做动作”“和我说相反”等等。

5.班内安排一些师幼对答小游戏：如“小嘴巴—没声
音”“xxx—请注意”“听我说—请您讲”等等。

6.教师自身找原因，要耐心听幼儿说话以身作则。

【篇五】幼儿园区域活动观察记录与分析措施

观察对象：浩浩

时间：12月18日

观察区域：建构区



投放主题材料：建构积木、各种形状的纸板、硬纸筒

幼儿活动情况：

区域活动开始了，浩浩来到了建构区，他对搭建窑洞非常感
兴趣，一边对照老师提供的图片，一边搭建自己的窑洞，就
在马上要成功时，却被来来回回取积木的彤彤给撞倒了，马
上要做好的窑洞就这样顷刻间变成了“一片废墟”。看到我
过来，他说：“我刚搭好的窑洞被碰倒了。”“不要沮丧浩
浩，刚才的窑洞搭的非常好，老师相信如果你重新搭一遍的
话，一定会搭的更好。”然而，当浩浩就要再次完成时，却
发现没有半圆形的积木和纸板了，窑洞的搭建停滞了，他尝
试了好几种办法来替换半圆形积木和纸板，都没有成功，沮
丧的告诉我“看来今天的窑洞是没办法搭好了。”“浩浩，
不要放弃，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
不放弃，一定能想出好办法将窑洞搭好的。”最后，在尝试
了好多种办法后，浩浩终于将窑洞再次搭好了。

教师指导情况：

1.给幼儿适当的鼓励与引导，提高幼儿的积极性。

2.在幼儿遇到困难时，以游戏参与者的身份参与指导。

效果：

在教师的提示鼓励下，幼儿坚持完成搭建作品宝塔山。

分析：

搭建过程中，浩浩很投入，能按照图片的提示进行搭建，遇
到困难时能在老师的鼓励引导下克服困难，寻找解决问题的
办法，中途绝不放弃，非常有耐心的完善自己的作品，坚持
搭建完成，最终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与满足。



反思：

1.幼儿的合作意识还有待加强。

2.教师深入参与角色，观察幼儿的需求，并将材料准备更加
丰富一些。

幼儿园活动观察记录

观察者：王月琴

下午户外活动时间，孩子们来到草坪做游戏。只见孔宇佳小
朋友滚着轮胎向张明珠这边走过来。两个人来到一起后，王
惠泽说：“我们来换着玩好不好？”孔宇佳（一脸的不愿意）
说：“要不我们来一起玩，你把球放在我轮胎里面，看看滚
动轮胎的时候，球会不会掉出来”。明珠点点头说：“好
吧！”就把球放进轮胎里面。

只见孔宇佳缓缓的滚动轮胎，放在轮胎里面的皮球也跟着慢
慢的滚动起来。这时站在一旁的明珠先（小心翼翼的）盯着
她的皮球看，然后不禁拍手说：“快看，快看，它们一起滚
起来了！”赶紧跑过来和她一起玩。只见她俩玩的不亦乐乎，
你推向我这边，我推向你那边，时而加快速度，时而放慢节
奏，看着皮球在轮胎里面滚来滚去，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这时，孔宇佳停了下来，把头探进轮胎里（仔细观察），然后
（一脸疑惑的）问惠泽：“轮胎里的球为什么不会掉下来
呢？”惠泽却只是摇摇头说：“我不知道，要不我们去问问
老师吧……” 分析与反思：

幼儿喜欢游戏，并且能够从游戏中发现许多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两个孩子展开对轮胎的研究就可以看出幼儿能够感知
并发现一些简单的物理现象，并且喜欢接触新事物，经常会
提出一些与新事物有关的新问题。为此，作为老师要积极鼓



励与支持幼儿的奇思妙想和大胆尝试。同时在游戏中幼儿愿
意与他人交流沟通，共同探究游戏方法也是合作意识很好的
体现。

小班区域观察记录分析与措施

幼儿园区域活动调整措施记录

大班观察记录分析措施

幼儿园餐厅区域总结篇四

一个小小的问题，为幼儿创造了一种激励创造性思维的适宜
气氛。通过孩子的努力，一个个新奇的方案产生了，他们在
创造的过程中体验了创造的乐趣，游戏结束后，他们还在思
考新的方法呢。

活动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活动的'过程却给我留下了一些启
迪。幼儿的科学不同于成人的科学，幼儿科学具有更多的直
觉，幼儿的科学是行动中的科学。在幼儿心目中，科学不是
那么高不可攀，科学就是他们的生活本身，是他们的每一个
行动本身。正因为幼儿科学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所以在开展
幼儿科学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要尽量为幼儿提供丰富的材料，创设宽松的心理环境，
激发幼儿参与科学探索活动的兴趣，注重幼儿探索活动的过
程，一方面我们要解放幼儿的手脚，让他们在操作中发现问
题，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让他们在“做中学”；另一方面
更要解放幼儿的思维，让他们的创造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而不是跟随着教师的思维方式去寻找某个问题的固定的唯一
的答案，让他们在亲历科学探究的过程中体验科学发现的乐
趣。教师在活动中应该耐心地倾听孩子的问题和讨论，对孩
子多一些欣赏，使教师成为与孩子共同探索讨论的伙伴，从
观察、了解到理解孩子，在真正的师幼互动中促进幼儿的发



展。

幼儿园餐厅区域总结篇五

姜涵润阮怡泽王雨欣黄文烁。

小（2）班

20xx年5月22日

美工区

魏晓静

过程描述区域活动开始了，姜涵润随手拿起了桌面上剪好的
皱纹纸看了起来，阮怡泽和王雨欣，黄文烁，张逸轩也来到
了桌子面前，他们分别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皱纹纸，他们显得
非常开心。今天的美工区是要小朋友们用手中的皱纹纸在白
纸上用双面胶粘出美丽的花，桌面上已经摆放好了白纸、双
面胶、皱纹纸。王雨欣和黄文烁分别欣赏着自己拿到的皱纹
纸，还念念自语的说着要粘五颜六色的。她们两个已经开始
做了，姜涵润看了一下周围的小朋友，拿着皱纹纸在摸头思
考，可是她还是没有动手撕纸。这时候她发现在观察她的我，
马上叫道“老师老师，我不会！”我走过去说“一会儿老师
要来你的“花园”赏花昂？”姜涵润立马提起精神头来了，
她看看别的小朋友在把皱纹纸往双面胶上粘，她试着也做起
花来。她是我们班最小的孩子，对老师的依赖心理很强，可
是当她听到我要来欣赏她的花园时，她显得异常兴奋，好像
接受了一个使命一样，一丝不苟的做起来，不一会，她就在
白纸上粘了满满的花。她满意的拿着自己做的花，和周围的
小朋友比较谁的比较好看。

特点：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操作内容。这样的幼儿缺
乏一定的自信心，总认为自己不能独自完成任务有很强的依



赖心理，喜欢身边有教师的陪伴，需要教师在一旁不断地给
予肯定或鼓励，才能完成操作内容，一旦完成了操作就兴奋
不已。

分析：从案例中，姜涵润看了一下周围的小朋友，拿着皱纹
纸在摸头思考，可是她还是没有动手撕纸。这时候她发现在
观察她的我，马上叫道“老师老师，我不会！具有一定的依
赖性，还未经过操作就认为自己不会。他被困惑、挫折的情
感体验所困扰，很有可能会放弃活动。在我的督促下，一步
步完成了任务，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1、了解需要，直接建议。以直接建议的方式，让幼儿主观地
选择自己所喜爱、兴趣的活动内容。帮助幼儿形成独立、自
主的个性。

2、适当的鼓励，使之独立完成操作。教师可利用幼儿喜欢表
扬的这一特点，及时、适当的给予一个微笑、一句肯定的话
语、一个满意的点头，逐步消除她们的依赖心理，从而提高
她们自主操作的信心。所以，教师的鼓励和赏识有时候是幼
儿进行自主学习的动力。针对一些年龄小，依赖心强，不愿
参与活动，活动中不积极、不主动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
我经常用鼓励的眼神、肢体动作提醒她，给她充足的空间表
现、展示自己，并对她的点滴进步进行表扬和鼓励，使她对
自己充满自信，从而萌发表现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