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春教案反思 中班教育教学反思(大
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既然
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
助。

中班春教案反思篇一

一、设计意图：

充分利用周围的资源开展教育活动是我们所倡导的，根据
《多样玩纸》主题系列活动，在幼儿认识多样纸张种类的基
础上，利用幼儿身边常见的、随手可取的“广告纸”作为此
次探索对象，设计了本次科学活动《玩广告纸》。根据中班
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我制定了两个教学目标：

1、幼儿能乐意参与探究活动，发现广告纸落下时的不同现
象2、能积极表达、交流探索中观察到的现象。

本节课的重点是让幼儿乐于探究，发现广告纸落下时的不同
现象，我主要通过三次操作活动，以抛出问题来推动幼儿探
究，从而达到此目的。

活动难点在于制作“丫”字形广告纸。我通过儿歌、语言提
示、幻灯演示法让幼儿在视、听、说的过程中掌握制作的方
法，让幼儿更易于接受，从而突破难点。

二、环节评析：

一、第一环节：认识广告纸的作用，了解广告纸的用途【评



析】:幼儿园的科学活动应引导幼儿利用身边的物品和材料开
展，发现物品和材料的多种特性和功能。

广告纸是幼儿熟悉和喜欢的，活动开始，我出示广告纸，围
绕广告纸的作用、用途和幼儿进行交流，孩子们踊跃的说
出“广告纸可以用来看信息，可以让我们去买上面的东西”
等。在用途上，很多孩子结合自己的经验说出“妈妈用广告
纸折装骨头的小盒子，小朋友用广告纸折纸飞机、小船等”。
幼儿在轻松的谈话氛围中共享彼此的生活经验。

【评析】：学习科学的过程应该是幼儿主动探索的过程。教
师要为幼儿提供观察、操作、试验的机会，支持、鼓励幼儿
动手动脑大胆探索。

本环节是活动的重点，利用广告纸来做物体下落的游戏，在
认识游戏材料纸球和纸片后，我提出第一次的探索要求：试
试让纸球和纸片落下来，看看它们是怎么落下来的?落下来的
样子是怎样的?在此过程中，幼儿表现的非常感兴趣，通过亲
身的实践与交流，在玩玩、看看、说说的过程中发现了纸张
与纸球下落过程中现象的不同，他们能正确地用语言说出纸
片是歪歪扭扭的落下来，纸球是直直的落下来，并结合身体
动作将下落现象表现出来。

三、第三环节：第二次探索活动--纸球和纸片同时放手，谁
更快落下来【评析】：幼儿的科学教育是科学启蒙教育，重
在激发幼儿的认识兴趣、探究欲望，帮助幼儿学习运用观察、
比较、分析、推论等方法进行探索活动。

在第一次探索活动的基础上，我又抛出了第二个探索要求：
纸球和纸片同时放手，谁更快落下来，从观察现象到观察特
性，探索目的的层层递进，幼儿运用多种感官与材料交互，
在多次反复比较探索，发现了同时放手，纸片和纸球下落速
度的不同，他们对自己的发现既兴奋又欣喜，这种主动参与
发现法，强化了幼儿细致的观察习惯，也培养了幼儿初步的



比较能力。

四、第四环节：尝试制作、玩耍“丫”字形广告纸【评析】：
提供自由活动的机会，支持幼儿自主地选择和计划活动，并
鼓励他们认真努力地进行创造，体验创造的乐趣;本环节是活
动的难点，我以神秘的口吻让广告纸裁成的小纸片变魔术，
孩子们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在示范制作“丫”字形广告纸的
过程中，我结合儿歌、语言提示、幻灯演示的形式，帮助幼
儿掌握“丫”字形广告纸的制作方法，并让幼儿猜猜丫字形
广告纸落下来的样子，孩子们在好奇和兴奋中发现“丫”字
形广告纸旋转下落的现象，激发了幼儿亲自动手制作“丫”
字形广告纸的欲望。幼儿通过自己制作、玩耍“丫”字形广
告纸，既体验到制作成功的乐趣，又发现了广告纸的另一种
落下方式，真正做到在玩中学，做中学。

五、第五环节：师幼用记录表的形式画出三种形状的广告纸
落下来的样子，并结合音乐用肢体动作加以表现。

【评析】鼓励幼儿用多种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探索过程和结果，
表达发现的愉快并与他人交流、分享。

本环节我和幼儿共同回忆三张广告纸落下的样子，在我示范
画出纸片是呈落下来后，幼儿先后画出了纸球是呈落下
来，“丫”字形广告纸呈落下来，再次激发幼儿对已获得经
验的回忆和表述，最后幼儿在优美的音乐声中，用肢体动作
表现三种形状广告纸落下的样子，使原来较单一的科学探究
活动显得更有趣，更深刻，使各项环节活动得以升华。

三、个人反思成功之处：

可以用四个字来体现：近、新、小、实(一)、近就是远近的
近本次活动的材料可以说是来源于生活，是孩子经常接触和
熟悉的，而且取材非常的便捷，不需要花费太多的人力和物
力去做活动前的准备。



(二)、新就是创新的新1、常用东西的创新本次活动最大的亮
点就在于变废为宝，一物多玩，小小的一张广告纸不仅服务
了整个活动，而且也潜意识的拓展了幼儿的思维，知道一种
东西可从多面去认识、去看待。

中班春教案反思篇二

《没有大人的世界》活动反思

本课的活动目标是在让小朋友理解故事内容的基础上会讲故
事，知道大人对我们很重要。在活动过程中，我首先为小朋
友们介绍一个生气的小朋友——阿贵，他为什么不高心呢？
由此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使幼儿能有较高的兴趣，跟老师一
起听听这个故事，在导课部分充分调动了小朋友的积极性，
使幼儿注意倾听。

听完故事后，引导小朋友说出，阿贵为什么会希望这个世界
上没有大人呢？他的愿望是在哪里实现的？在梦境中阿贵在
没有大人的世界里遇到了什么困难？在此部分通过提问的方
式使幼儿充分理解故事。能够大胆来表述故事，进行自由的
交流，锻炼了小朋友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交流能力。在
练习巩固的环节，让小朋友们对阿贵所遇到的困难按顺序进
一步进行表述，在这里进行这样的处理是为了让小朋友更好
的理解故事，训练小朋友们表达事物的条理性，让小朋友们
进一步理解大人在对自己的重要性。

在授课过程中，没能更好地、全面地使训练幼儿的表达能力，
如果在此活动中将此部分进一步深化、扩大，幼儿的能力将
得到更好的培养。

《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教学活动反思

《城里老鼠和乡村老鼠》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语言活动，它
通过一个生动的童话故事：城里老鼠去乡下做客与乡下老鼠



去城里做客时所引起的一系列有趣的事，引领孩子们去了解
另一环境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

为了有效开展这次活动，课前我不但自己收集许多有关城市
和乡村的图片、照片，还让孩子收集尽可能多的有关城市和
乡村的图片、照片并带到幼儿园，同时还要求孩子利用双休
日和家长一起有意识地观察了解城市和乡下的不同，积累一
些经验。活动的开始，先让小朋友一起在投影仪上欣赏这些
画面，聆听小朋友的介绍，然后老师提问：“你们都看到了
什么啊？给你什么感觉呢？”在此基础上，大家对城市和乡
村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在活动中，我和小朋友围绕“如果你是小老鼠，你喜欢到城
里生活呢？还是喜欢到乡下生活？通过辩论会的形式进行讨
论，鼓励幼儿大胆阐述自己的意见。孩子的精彩回答让我赞
叹不已，感触很深。我深深喜欢这些孩子们。

其实，城里和乡下都有自己最美的地方，城市老鼠和乡下老
鼠都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孩子们都说了自己喜欢城市和
乡村的理由，相信只要是适合我们自己的'都是最好的。现在
我们的城市和乡下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农村的生活条
件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特别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一
定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活动中孩子勇敢的辩论是整个活
动的亮点。

《聪明的乌龟》的教后反思

《聪明的乌龟》是一个寓意很强，角色语言比较鲜明的故事。
故事中用不同的角色扮演来描述一件事，用鲜明的语言来烘
托其中的寓意，教育孩子遇事要动脑筋，想办法。活动中，
让小朋友按角色的特点模仿对话。

本次活动中，在叙述故事这一环节，教者没有用通俗易懂的
方式讲述整个故事，这样孩子在听的过程中就没有完全理解



故事内容，孩子的学习积极性不是很浓。如果去夸张的表现
故事，用故事的情节去感染孩子，让孩子注意力集中以提高
幼儿的学习积极性，可能效果会比较好。在第二次复述故事
中教者只是看图复述，没有很好的引导孩子自己去看、去说，
如果教师作为一个引导者来引导孩子去看图说话，充分的让
孩子去“说、想、看、演”。本次活动的效果应该会更好些。

《歌声与微笑》教后记

从此次活动中可以发现：情感交流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孩子们
的生活经验，音乐又能给人快乐和一种美的享受。让孩子们
在优美、富有节奏的《歌声与微笑》的音乐声中互送微笑，
体现了“情感与音乐”的交融，使活动在轻松、愉快、温馨、
和谐的氛围中进行，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让孩子们从
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微笑的美好和所蕴涵的力量。

语言活动《长大了》

在《长大了》活动中，当活动进行到仿编儿歌内容时出现了
让我觉得比较棘手的问题，幼儿在仿编儿歌时总是转不过弯
来，总是围绕自己说，思维受到了限制，而联想不到自己的
东西也会变长变短。我想了想可能是我的引导上出了偏差吧，
因为刚开始我只是口头上简单地解释和引导了一下，似乎有
点高估了幼儿的抽象思维能力，之后我便用食物和动作进行
引导，这时才有一部分孩子反应过来。

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启发孩子的思维必须借助具体事
物来进行，采用直观教具，帮助幼儿积累丰富的表象。同时
要调动幼儿的多种感官参与活动。让幼儿通过视觉触觉等来
认识事物，描述事物。

尝试运用关联词——语言活动《分房子》的教后反思

在语言《分房子》活动中，结尾部分我设计了语言游戏“接



龙”，让孩子在孩子的提问要求下尝试接答结果，“因为天
气太热”（所以我要洗澡，所以我出汗了，所以要开空
调……）“因为我爱吃蔬菜”（所以我的身体好，所以我长
得高，所以……）

结尾部分的设计，将故事教学与孩子们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
这样有助于幼儿更好的掌握“因为……所以……”的句
式。“因为……所以……”是一个因果关系的短语，将这个
短语的学习运用在语言游戏中，比较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
能有效地调动孩子们的情绪，为幼儿正确使用短语“因
为……所以………”作了铺垫。让幼儿能主动学习，敢于尝
试思索，说出不同的答案，较好的体现了幼儿的尝试精神，
顺利的完成了教学任务。

中班春教案反思篇三

一、设计意图：

充分利用周围的资源开展教育活动是我们所倡导的，根据
《多样玩纸》主题系列活动，在幼儿认识多样纸张种类的基
础上，利用幼儿身边常见的、随手可取的"广告纸"作为此次
探索对象，设计了本次科学活动《玩广告纸》。根据中班幼
儿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我制定了两个教学目标：

1、幼儿能乐意参与探究活动，发现广告纸落下时的不同现
象2、能积极表达、交流探索中观察到的现象。

本节课的重点是让幼儿乐于探究，发现广告纸落下时的不同
现象，我主要通过三次操作活动，以抛出问题来推动幼儿探
究，从而达到此目的。

活动难点在于制作"丫"字形广告纸。我通过儿歌、语言提示、
幻灯演示法让幼儿在视、听、说的过程中掌握制作的方法，
让幼儿更易于接受，从而突破难点。



二、环节评析：

一、第一环节：认识广告纸的作用，了解广告纸的用途【评
析】:幼儿园的科学活动应引导幼儿利用身边的物品和材料开
展，发现物品和材料的多种特性和功能。

广告纸是幼儿熟悉和喜欢的，活动开始，我出示广告纸，围
绕广告纸的作用、用途和幼儿进行交流，孩子们踊跃的说出"
广告纸可以用来看信息，可以让我们去买上面的东西"等。在
用途上，很多孩子结合自己的经验说出"妈妈用广告纸折装骨
头的小盒子，小朋友用广告纸折纸飞机、小船等"。幼儿在轻
松的谈话氛围中共享彼此的生活经验。

【评析】：学习科学的过程应该是幼儿主动探索的过程。教
师要为幼儿提供观察、操作、试验的机会，支持、鼓励幼儿
动手动脑大胆探索。

本环节是活动的重点，利用广告纸来做物体下落的游戏，在
认识游戏材料纸球和纸片后，我提出第一次的探索要求：试
试让纸球和纸片落下来，看看它们是怎么落下来的?落下来的
样子是怎样的?在此过程中，幼儿表现的非常感兴趣，通过亲
身的实践与交流，在玩玩、看看、说说的过程中发现了纸张
与纸球下落过程中现象的不同，他们能正确地用语言说出纸
片是歪歪扭扭的落下来，纸球是直直的落下来，并结合身体
动作将下落现象表现出来。

三、第三环节：第二次探索活动--纸球和纸片同时放手，谁
更快落下来【评析】：幼儿的科学教育是科学启蒙教育，重
在激发幼儿的认识兴趣、探究欲望，帮助幼儿学习运用观察、
比较、分析、推论等方法进行探索活动。

在第一次探索活动的基础上，我又抛出了第二个探索要求：
纸球和纸片同时放手，谁更快落下来，从观察现象到观察特
性，探索目的的层层递进，幼儿运用多种感官与材料交互，



在多次反复比较探索，发现了同时放手，纸片和纸球下落速
度的不同，他们对自己的发现既兴奋又欣喜，这种主动参与
发现法，强化了幼儿细致的观察习惯，也培养了幼儿初步的
比较能力。

四、第四环节：尝试制作、玩耍"丫"字形广告纸【评析】：
提供自由活动的机会，支持幼儿自主地选择和计划活动，并
鼓励他们认真努力地进行创造，体验创造的乐趣;本环节是活
动的难点，我以神秘的口吻让广告纸裁成的小纸片变魔术，
孩子们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在示范制作"丫"字形广告纸的过
程中，我结合儿歌、语言提示、幻灯演示的形式，帮助幼儿
掌握"丫"字形广告纸的制作方法，并让幼儿猜猜丫字形广告
纸落下来的样子，孩子们在好奇和兴奋中发现"丫"字形广告
纸旋转下落的现象，激发了幼儿亲自动手制作"丫"字形广告
纸的欲望。幼儿通过自己制作、玩耍"丫"字形广告纸，既体
验到制作成功的乐趣，又发现了广告纸的另一种落下方式，
真正做到在玩中学，做中学。

五、第五环节：师幼用记录表的形式画出三种形状的广告纸
落下来的样子，并结合音乐用肢体动作加以表现。

【评析】鼓励幼儿用多种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探索过程和结果，
表达发现的愉快并与他人交流、分享。

本环节我和幼儿共同回忆三张广告纸落下的样子，在我示范
画出纸片是呈 落下来后，幼儿先后画出了纸球是呈 落下来，
"丫"字形广告纸呈 落下来，再次激发幼儿对已获得经验的回
忆和表述，最后幼儿在优美的音乐声中，用肢体动作表现三
种形状广告纸落下的样子，使原来较单一的科学探究活动显
得更有趣，更深刻，使各项环节活动得以升华。

三、个人反思成功之处：

可以用四个字来体现：近、新、小、实(一)、近就是远近的



近本次活动的材料可以说是来源于生活，是孩子经常接触和
熟悉的，而且取材非常的便捷，不需要花费太多的人力和物
力去做活动前的准备。

(二)、新就是创新的新1、常用东西的创新本次活动最大的亮
点就在于变废为宝，一物多玩，小小的一张广告纸不仅服务
了整个活动，而且也潜意识的拓展了幼儿的思维，知道一种
东西可从多面去认识、去看待。

中班春教案反思篇四

午饭后，我开始打扫卫生，看见地上有许多被倒掉的饭菜，
心想：这是哪些孩子不爱惜粮食，得好好地教育教育他们。
于是，我便问：“地上的菜是谁倒掉的？”孩子们都不说，
这时，霞霞对我说：“是阿峰和王绘景偷偷扔在地上的。”
我就对小朋友说：“下次，可不能再把菜扔到地上了，多可
惜啊。”孩子们点点头，同意了我说的话。到了第二天，我
又发现地上有许多扔掉的菜，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决定针
对倒饭菜的事情展开一次讨论。

当我把被扔掉的饭菜拿到孩子们的面前时，教室里顿时沸腾
了，“谁把菜都倒掉了？”“它会伤心的。”我便趁势引导
孩子说出想扔掉饭菜的原因，“不喜欢吃”，“不想吃，因
为不饿。”“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不剩饭菜呢？”“让老师
少盛点。”“早上不起得太迟，早点吃好早餐。”“少吃零
食，才能多吃饭。”孩子们都很懂事。最后，我说：“不喜
欢吃的菜，告诉老师，老师少盛点给你，但不能挑食，一点
都不吃就不好了；吃不了那么多，也告诉老师，少盛点饭给
你，但要让自己吃饱，不能饿肚子；早上不带零食来幼儿园，
以保证吃好午餐。”孩子们欣然答应，这以后孩子们倒饭的
情况好多了。

针对这件事情我对自己的教育行为进行了反思：在日常生活
的许多环节中，我们常常不顾孩子的需要，统一要求标准，



这也许已成为无意识的行为。就像我们在给孩子盛饭菜的'时
候，不管孩子吃不吃得下，爱不爱吃，都给他们一样的标准，
这也许就是孩子倒饭菜的原因。其实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我
们都要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和需要，针对不同的个体制定不
同的发展目标和相应的方法。

中班春教案反思篇五

我班的教室在3楼，每次小朋友排队下楼梯时，都会手扶着幼
儿扶手。由于扶手是沿着楼梯的走向加设的，扶手会由上而
下越来越贴近楼梯台阶。所以孩子们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
象，走一段楼梯的最后几阶时如果手不离开扶手的话，身体
就必须弯下来或蹲下来，看上去就像人变矮了;而转到下一段
楼梯后，站直身体就能扶到扶手了，看上去就像人又长高了。
孩子们对这个游戏乐此不疲，觉得自己仿佛是个魔术师。为
了提高幼儿对高矮的兴趣，将这一现象从生活中的偶发情况
转化提炼为数学知识，我先在区域活动中投放有关比高矮的
瓶娃娃材料，让幼儿初步感知物体的高矮。幼儿在探索感知
一段时间后，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不会正确使用比较
高矮的方法，对必须在同一水平面上做比较还不甚理解，对
两个物体高矮差别不显著的比较易出错等等，有部分幼儿使用
“高”、“矮”的词不当，把“矮”讲成“低”等等。于是，
我设计安排了数学活动《比高矮》。

本次活动的重点是通过一系列活动，让幼儿感知物体的高矮，
学着比较高矮和一样高;能正确运用高、矮、一样高的语词，
并理解物体高或矮的相对关系;初步尝试将物体从高到矮或从
矮到高的有序排列。活动难点是将物体从高到矮或从矮到高
的有序排列，并注意要将高矮差别不显著的物体进行正确排
序。

在活动开始时，我选择两位高矮有明显差异的孩子从小铃下
走过，通过一位幼儿走过小铃没有碰到，而另一位幼儿碰到
了小铃发出声响这一直观现象来引起幼儿的兴趣，引出高矮;



然后通过两两比较高矮得出比较的正确方法，即站在一个水
平线上直立比较;最后，通过图片比较印证上一步得出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