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糖果宝宝活动反思 爸爸的花落了教
学反思(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糖果宝宝活动反思篇一

1．最大的收获：俗语云“好钢用在刀刃上”，我要说，更多的
“精力与时间用在备课上”，而不是上完课花费大量的时间
去补救。解读文本要深，每一次解读，都有不同的收获。问
题设计要环环相扣，符合学生实际，要让更多的学生有吃的，
还要吃的饱，这真的太重要了。不失时机地激发学生学习的
兴趣，要让他们跳一跳，然后摘到苹果。做到这些，每一次
的课前准备你要花费多少时间，是不言而喻的，但效果是非
常明显的。

2．课堂上师生互动摩擦出的火花是最漂亮的。学生在课堂上
不仅要“吃”饱，还要“吃”的好，更要下一次还想“吃”。
课堂上，我渴望的东西，学生一次心有灵犀的回答都让我心
满意足，更何况智慧的火花碰撞呢！再填一把柴，可以激发
更有价值的东西，久而久之，学生的能力和视野都会得到质
的提高。

3．没有这样经历的的教师永远是新教师。所以，有机会多多
锻炼，多一份勇气，是多么的重要。

在接下来的教学中，努力提高这样几种能力：

1．要提高自我监控能力：提高自我的观察、判断、评价和设



计的能力。要有教学效能感，时刻对自身教学效果的清醒认
识，以便更好的评价处理。

2．要提高教学监控能力。明确教学课程内容、学生兴趣和需
要，学生发展水平、教学目标、教学任务以及教学方法与多
种手段。多面预测教学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与可能的教学效果。

3．要提高课堂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在课堂上密切关注所有学
生的反应，努力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随时准备应付课堂上
的偶发事件。教学中，师生言语互相沟通，教师要努力以自
己积极的态度感染学生，以多种形式鼓励学生努力学习。

4．教师对学生的提问、回答、作业、交流、操作等学习行为
进行及时评价，或指导学习主体或同伴对学习行为进行评价。
还应规范教师言语，一节课教师的话就应是一篇文章。

成长确实是艰难的，但也是快乐的。

“失败向前迈一小步，就可能会变成成功。”勇气、自信、
细节，是多么的重要。只有不断地深入学习，冷静地思考，
不断的反思，才能让我的语文课堂真正的在阳光照耀下茁壮
成长。

糖果宝宝活动反思篇二

在糖果找家活动中，我运用了一个情境，就是请小朋友们帮
助糖果妈妈找糖果宝宝的情境，我们班的孩子们很快的进入
了游戏活动中，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整个教学过程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引导幼儿将三种不同颜色
的糖果按颜色进行分类找家。幼儿园的数学活动相对于其他
领域的活动来得枯燥、单调，容易使幼儿失去学习的兴趣。
因为这个时期的幼儿年龄小，逻辑思维尚在发展。因此我不
但以游戏的方法引导幼儿学习颜色的分类，而且通过情境创



设的方式使活动内容变得更加童趣、更加丰富。

活动中不足的地方是孩子们的操作单，连线，我发现对于小
班上学期的孩子，还是有一点难度的，这在以后的活动中，
是需要注意的。

糖果宝宝活动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通过各种游戏活动，引导幼儿对1和2的点子卡片进行实物
糖果的匹配。

2.通过形式多样、有趣的操作，激发幼儿乐于参与活动的兴
趣。

3.培养幼儿的创新思维和的大胆尝试的精神。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重点难点

引导幼儿对1和2的点子卡片进行实物糖果的匹配。

活动准备

点子卡片、各种糖果、魔术袋、夹子。

活动过程

案例描述：

(a)、小游戏：变魔术。

1. 教师变魔术。教师手中握1-2粒糖，让幼儿猜测。



2. 个别幼儿变魔术。

(b)、找朋友。

教师：(一粒糖贴在黑板上)一粒糖还有一个好朋友呢，小朋
友看，它是谁?(小点子)有几个点子呀?(1个)小结：原来1粒
糖和1个点子是好朋友。(辅以动作)，幼儿学说。

(c)、夹糖。

(d)、点子与糖果数量的配对。

1.教师讲解示范。

2.幼儿操作。

3.给动物送糖果。

(e)、延伸活动：品尝糖果。

教学反思

本次活动属于数学领域，作为教师的我要成为引发者、支持
者和引导者，使幼儿获得乐学、会学。整个活动以游戏化、
情节化的形式展开。活动中，我创设了良好的游戏情节，提
供了丰富的、开放性的教、学具，充分调动了孩子学习的主
动性，使孩子始终在积极的状态中自主地学习。活动改变了
以往传统数学教学的模式，更加注重对幼儿能力、习惯及情
感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对照《纲要》精神，反思我的教学，
从中得到了一些启示：

1.在活动中要体现以“幼儿为主体”的新理念，教师要真正
做到以参与者、支持者的角色出现在整个活动中，如：让孩
子看，让孩子猜，让孩子试，让孩子说，让孩子学，在各种



游戏活动中掌握点子与食物的配对。

2. 教学目标：着眼发展，注意整合。如：在让幼儿说一说，
自己装了几粒糖?去给小动物送的时候，说一说，小青蛙，我
送你一粒糖等等，敢于说出自己操作结果是渗透语言领域的
目标;，“积极主动地参与操作活动，感受成功的乐趣，唤起
自信心”，则是社会领域的目标。

3. 教学内容：源于生活，缘于兴趣。

《糖果游戏》这一课的教学内容源于幼儿的日常生活，缘于
幼儿的兴趣。因此，选择这个来源于幼儿生活，又是幼儿感
兴趣的糖果作为数学活动内容，既是幼儿熟悉的，又基于幼
儿的生活经验，只要动手操作，就会有体验，有收获。同时
又有挑战性，而幼儿这种积极参与活动的态度、情感，是幼
儿终身发展所要具有的。因此，我认为教学内容不仅是可行
的，而且是有价值的。

糖果宝宝活动反思篇四

《分糖果》是小学数学第三册第四单元的第三课时内容，通
过小组合作的形式，体验平均分的过程，并能准确地完成记
录表的填写。

本节课我采取4人一小组的合作学习方式，二年级学生较小，
难于控制。但我想，只要经历多次的尝试与操作，应该能把
合作学习的学习方式在教学中开花结果。

在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就和学生说了一个关于“合作”的故
事，使学生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
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第一、人员的组合，因为贪图方便，我按原座位前后两排合
并的方式进行组合，出现了几个优秀的学生或者几个学困生



在一组的现象。在以后应该深入了解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人
际关系再进行重新组合，并作好记录。

第二，学生的有效交流极少，差不多都是组长是主角，成员
成配角的情形，大家不多发表自己的意见，只听组长说什么
就是什么。以后要训练学生学会说出自己的意见，交流后选
出最佳的方案，组长只是这交流过程的组织者和最后最佳方
案的执行者。

第三、在派代表汇报时，成员经常推诿，不敢大胆发言。要
训练学生把这们的机会当作表现自己的机会，应该主动争取，
大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二年级第一次组织的小组合作学习，虽然是失败的，但这
样的失败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尤其是上完这节课后，有机会
听了李玉平老师的一节有关小组合作学习的课例，有了更多
的想法。以后的教学工作中，只要经过努力，我想一定能走
向成功。

糖果宝宝活动反思篇五

在组织这节课时候，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更快地分辨清楚圆
形和方形，于是我选择了孩子比较感兴趣的糖果作为活动的
内容。在活动时候，大多孩子一直比较积极，而且通过活动
在对糖果进行分类时候分辨得比较清楚，总体来说目标完成
的不错。不过也有个别幼儿，可能是糖果的吸引力太强，在
分发糖果之后，就不太注意听讲，于是我就将孩子在用手指
对圆形和方形时候，边做边唱。

另外我感觉，对这一节活动的目标定的有些低，应该加上对
颜色的区分，还可以让幼儿说一说糖果的味道，以发展幼儿
的语言表达能力。对于延伸的那一块，感觉孩子能够接受老
师的忠告，在活动之后，来园带糖的孩少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