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捏泥活动反思 大班教学反思(优质6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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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泥活动反思篇一

在干燥的天气，小朋友们常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和别人猛
的一碰，会感到被电击了一下，还有脱毛衣的'时候会听
到“滋拉滋拉”的声音，还伴有亮光。当教师和幼儿一起回
忆以往经验时，小朋友们对这些现象都充满了好奇心，很有
兴趣随老师一起去探索。

首先我以魔术导入，用塑料管摩擦纤维衣服，让纸屑飞舞。
幼儿都看呆了，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继而欢呼起来，一个
个跃跃欲试。所以接下来我让孩子们自己动手尝试，用小棒
棒去吸小纸屑。通过与自己身体或衣服摩擦产生静电，大部
分幼儿操作成功，很有成就感。接着我便让幼儿继续用其它
物品去吸小纸屑，看看哪些是可摩擦起电物品，哪些是不可
摩擦起电物品。最后我还让幼儿了解电对人类的危害以及如
何防止静电。

通过此次科学活动的展开，让我认识到科学活动要与日常生
活紧密结合，要多引导幼儿去观察生活、发现生活，从而热
爱生活。其次科学活动中要准备充足的材料供幼儿操作，培
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老师
单纯的说教。



捏泥活动反思篇二

第二周开展了《胖石头》的教育活动，之前我先给幼儿讲述了
《白雪公主》的故事，使幼儿了解了故事中的`主角、配角。
活动中，我提出问题后就引导大家边看幻灯片边听故事，幼
儿对该故事都很感兴趣。带着问题听故事有利于幼儿能够安
静有目的的听故事，幼儿的猜测和故事内容形成了鲜明对比。
幼儿能够较好地理解故事内容，特别是通过幼儿亲身扮演胖
石头，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能说的亲身体验，能够较深刻
地感受主人公胖胖对角色扮演活动的认真和投入。通过分析
故事，自己讲故事，熏陶幼儿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投入。
该故事和主人公胖胖的精神适合渗透入平时的教育中，教育
幼儿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负责，有始有终。

建议：活动中，请幼儿都扮演石头比较单一化，幼儿可能会
觉得枯燥，也感受不到主角与配角的不同。如果能组织延伸
活动，将《白雪公主》中关于胖石头这一段情景进行完整表
演，多分配几个角色，让幼儿进行表演观看，相信表演的人
和观看的人都会对胖胖认真、投入、负责的精神有更深切地
体会。

捏泥活动反思篇三

我决定展开主题活动，让幼儿想出更好的办法，既能满足自
己的需要，又不伤害别人。在我的启发下，幼儿提出，可两
个人一起玩、轮流玩，也可用交换、竞赛等方法确定玩者。
我鼓励幼儿大胆地把这些经验运用于实践。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张钊想用赵—岩手里的水彩笔，就
拿了自己的书去跟他交换。赵—岩当时正画得起劲，没有答
应。张钊不死心，耐心的把自己的书一页页翻给赵—岩看，
还不停地介绍自己的书怎么有意思。终于，赵—岩被吸引住
了，同意了交换。



看着满心欢喜的两张小脸，我忽然觉得，教育不就是培养一
种生活智慧吗 当我们的孩子运用这些智慧轻松自如的面对生
活时，他们肯定会更快乐、更自信。我想，这也是教育对多
元化世界的一种应答。

区域活动时，小朋友们边建构边交流，心情非常愉快。王志
伟小朋友突然抬起头，好奇地问：老师，‘节约’是什么 是
不是男人和女人约会 接近学期尾声，我也发现小朋友们似乎
成熟了许多，对男女性别特别敏感，常常发现或是男女生勾
肩搭背，或是偷偷地亲一下脸，特别是王志伟小朋友，也许
是家长不太管的原故，也许是言情电视看得太多的原故吧，
他总是抱住几个漂亮的小女孩时不时地亲一下，所以他竟会
把节约当成是男人和女人约会，教学反思《幼儿园大班教育
反思》。这是一个很好的随即教育机会，活动结束后，我就
让孩子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我在黑板上大大地写了两个字节约，我问：小朋友，
你们认识这两个字宝宝吗 大家齐声说：知道，是节约。我又
问：节约是什么意思呢 这下象打开了话匣子，有的说：节约
用水，就是用水省一些。有的说：节约用电，就是要随手关
灯、关电器。又有的说：节约用纸，就是不要浪费白白的纸，
也就保护大树了，因为纸是用大树做的。我又问：那又为什
么要节约用水、用电、用纸呢 这时马昕宇脸上非常严肃地说：
昨天，我在电视里看见，有一个地方没有草地、大树，不下
雨，好久没有水了，大家快要渴死了，他们就派了五个人去
寻找水，结果四个渴死饿死了四个人，回来了一个人，而且
也没有找到水，幸亏科学家来到那里考察后，用一架大机器
钻开地面，才在很深很深的地下找到一点水，后来他们每天
用水非常节约，一个小孩不小心打翻了半碗水，大家都狠狠
地批评了他一顿。这个故事一讲马上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周
棱说：刚才，沈一成就用手指摁住水龙头，浪费了很多水。
周之惠说：赵玲今天画画用了六张纸，每张纸上都画了几笔。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小朋友把平时看到的不节约的行为
都一一例举，说着说着，小朋友们还意识到时间也应该节约，



节约（珍惜）时间会学到更多本领。

可是当孩子们分散活动时，王志伟又轻轻地跟我说：老师，
妈妈就是跟爸爸说———你再这样下去，你就去‘节约’吧。
我听了马上意识到刚才理解错了，王志伟妈妈指的是节育而
不是节约（可能他妈妈普通话不太准）。这该怎样给孩子解
释呢 我随手拿起一本《袋鼠妈妈的故事》书，跟孩子说：你
看袋鼠妈妈的袋子里装了几只小袋鼠呀 一只。对呀，多生了
宝宝妈妈的袋子就装不下了，你妈妈生了哥哥和你，要好好
照顾你们，他们也感觉很累了，所以妈妈认为生孩子也要节
约，不能再生了，你懂了吗 王志伟歪着小脑袋想了一会儿，
点点头说：老师，我懂了。虽然看上去，有些似懂非懂，但
是我相信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这个难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孩
子慢慢会清楚的。

捏泥活动反思篇四

《聪明的乌龟》是一个寓意很强，主角语言比较鲜明的故事。
故事中用不一样的`主角扮演来描述一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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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小朋友按主角的特点模仿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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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资料，孩子的学习进取性不是很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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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的学习进取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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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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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的效果应当会更好些。

捏泥活动反思篇五

“猜一猜”是活动的第一环节。而“猜”不是主要的，主要



的是去“找”。我要让幼儿在快乐的“猜一猜”后，自己去
寻找左右两边的异同点，这就是重点。在猜的过程中孩子们
兴趣高涨，因为我对幼儿的猜测答案都没肯定也不否定，所
以他们就特好奇，给下面的“寻找”增加了更大的兴趣。在
我的鼓励下，他们都积极主动的寻找着每张图片两边的相同
点与不同，最终自然的发现了“对称”的条件：形状、颜色、
大小、图案相同，方向相反。然而就在让他们找不同点时，
我提出了一个带有误导性的问题：“找一找两边有什么不一
样”，因此幼儿就从细微之处找不同，还真的找到了线条不
直、圆圈不圆之类，没有一个幼儿会从方向上去观察，我也
就只能半提醒着他们“看看小鸟吧朝哪边”，幼儿才恍然大悟
“方向相反”了。显然这是我的提问出现了问题而导致的。
这环节让我满意的是话比较简洁不多，灵活的面对幼儿
的“猜测”。让我遗憾的就是：问题设计不妥，带来了误导
或多或少的耽误了教学活动的时间。

“找一找”是对“对称”含义的理解后的初次应用。我就请
班上学习、接受能力中偏下的幼儿回答，结果是多数幼儿
对“对称”已理解，也能找到相同的另一半，但还有极少幼
儿有些模糊而出现错误，因此就在他们的错误中提出问题并
极时帮他们解决了问题，使幼儿更加理解了对称的意思。

“做一做”是为了增加一点趣味性，前二个环节都是以说为
主，而做一做即是让他们巩固“对称”的理解，又是能让他
们好动的身体能得到轻松片刻。虽是动的一刻，但师幼配合
非常默契。

“画一画”的操作活动有看、想、找、涂色、画的过程，是
前面学习的综合反映。在此中我觉得不足的是：在幼儿操作
前没有再次或是小结一下对称条件，也没有示范，因此很多
幼儿出现了对称的颜色没有用上，他们只是涂色而已，如果
能提一提，也许幼儿涂色时会主意到色彩的变化与对称。

这就是我对“有趣图案”整个活动的全面反思，只有在仔细



深入的反思中才能找到或者是接近有效完美的教学途径。

捏泥活动反思篇六

1、感受亲人给予的爱，理解“互爱”的重要性。

2、萌发爱的情感，体验关爱他人的快乐。

3、了解吃饭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能按时吃饭，不挑食。

4、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难过或疼痛时不哭。

重点：感受亲人给予的爱，理解爱的.相互性。

难点：学习如何关爱他人

课件，调查表

(一)观看多媒体故事《爱心树》，了解施与受的道理

1、听了故事，你的心情怎么样?为什么?

2、你觉得大树爱这个男小朋友吗?，你是怎么知道大树非常
爱这个男孩?

3、那个男小朋友爱大树吗?又为大树做了什么?

4、大树和男小朋友之间，你喜欢谁?为什么?

(二)回忆生活经验，感受生活中的爱与被爱

1、你身边有像大树一样爱着你的人吗?都有谁?

2、他们为你做了什么?



3、你爱过谁?你为他们做了什么呢?

(三)爱心调查，体验付出与获得的比例

1、集体调查：记得家长生日的小朋友有多少?

2、分组调查：为家长做过小事的小朋友有谁?(四组)

(四)爱心行动，表达对亲人的爱

分组商量一下，我们的能把爱给谁?我们在平时能做些什么?

语言上，行动上，看看其它的感恩方法。

这个活动我认为是比较成功的。因为：

1.我敢于挑战了自己，战胜自我。说实话，语言领域的绘本
教学，我一直没有勇气挑战，但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
曾经的朝思暮想的“它”靠近，付出行动，并取得了成功。

2.本次活动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采用了以情带情，
以情激情的手段来教学。《爱心树》讲述的是一棵苹果树和
一个男孩之间的温馨,又略带哀伤的动人故事。故事的文字纯
朴直白,简洁明了。它讲述了耐人寻味的故事,这种深沉的爱,
是无私的给予和奉献,令人在百读不厌中细细体味蕴藏其
中“爱”的哲理,非常的感人!因此我是运用妈妈的口吻来对
孩子们讲述这个故事的，并且全程我都配有轻柔的钢琴曲作
为背景音乐;我把自己先融入到角色当中去，以情带情，深入
孩子内心世界，激发幼儿对家人和朋友的关爱之情!

整个活动，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设计上有突破，有创新。
因此，我在组织和引导上感觉非常的轻松和流畅，可以说是
一气呵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