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甜甜的糖果教学反思总结(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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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怎么写总结呢？这
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小班甜甜的糖果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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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甜甜的糖果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童年犹如一个奇妙的万花筒，装满幻想，装满新奇，也装满
了许多令我难堪的“糗”事，有时想起来，不禁哑然失笑。

一年春节，大年初一的早上。妈妈端出了许多好吃的东西让
大家吃。而最受欢迎的就是包裹着五颜六色包装纸的甜甜糖
果，刚一露面，就被大家抢没了。虽然我抢到了几颗糖，但
却没有吃够。我就跑到妈妈那儿央求道：“妈妈，再给我几
块糖。”妈妈坚决地说：“不行，糖吃多了，牙齿会生小虫
的`。”唉！我心想，吃糖多了牙齿会生小虫，可吃不到糖，



我肚子里会长馋虫的。哎！眼珠转一转，我计上心来dd自己
动手。俗话说：自已动手丰衣足食。刚才妈妈是从衣柜里拿
出糖的。我悄悄的打开衣柜，嗨！里面真有一包糖，白白的，
圆圆的。哈！这么容易就找到“宝藏”了。我要把这些糖全
吃光。趁屋里子没人，我赶紧拿出一块糖，放进嘴里，呸！
呸！怎么味道怪怪的。平时，我吃到糖都是甜津津、美滋滋
的，怎么这种糖这么难吃呢？唉，一定是糖过期了，我的运
气真是不好，自认倒霉吧！

衣物被虫咬坏的樟脑球阿！“不会吧！我这会

真是糗大了，我的脸一下子就变成了红苹果了。

这颗甜甜美味的“糖果“给了我一个教训dd乱吃东西有时会
闹笑话的，以后我再不敢随便吃东西了。

这是本人原创，精灵鼠小弟，我是丛莹！

小班甜甜的糖果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1、在教师的鼓励下探索糖果的种类，知道糖果有很多种。

2、尝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发现和感受。

3、培养幼儿对科学现象进行探索的兴趣。

4、对科学活动感兴趣，能积极动手探索，寻找答案，感受探
索的乐趣。

1、各种各样的糖果、糖果盘。

2、白纸、双面胶、湿巾等。

3、游戏册《五彩的糖果》。



教师拿出一颗糖，问：小朋友知道老师拿的什么么？

（糖果）你们都爱吃糖果么？（爱吃）今天老师带来了 许多
不同的糖果，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吧。

教师提问：“这些糖果都是什么颜色形状的？”

幼儿自由回答。

教师总结：糖果有各种各样的，有圆形、长方形等。

1、请小朋友将糖果分类，将一样的糖果摆放一起。

2、品尝糖果，表达感受。

让幼儿自己剥糖纸，品尝糖果。

师：你们吃的糖果是什么味道的？糖果吃到嘴里有什么变化？

幼儿回答：甜甜的，慢慢变小了，最后不见了。

3、教师总结糖果虽然甜，但是不能多吃，不然容易长蛀牙。
教师带领吃完糖的小朋友去漱口。

让幼儿用湿巾将糖纸擦掉，展开，贴在白纸上，请幼儿自由
欣赏，说说糖纸的图案、颜色。

回家后收集更多的糖果纸，制作一幅小作品。

一次科学活动的开始，应该来自幼儿已有的经验，一次科学
活动的结束，并不是真正的结束，应使幼儿有进一步的探索
可能，成为获取经验的开始。幼儿是学习的主人，所以我们
老师要尽其所有、创设各种学习环境，让幼儿能够用眼看、
用耳听、用嘴说、用脑思考，全身心地积极地投入到探究中
去，给幼儿自由展现的空间。让幼儿在游戏中、快乐中获得



知识，学得经验。

小班甜甜的糖果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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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甜甜的糖果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分糖果》这节课是通过对大数目物品进行平均分的具体操
作，感受分法的多样性与合理性。体验用表格记录平均分的
过程，获得试商的.初步体验，经历小组合作的实践活动培养
合作意识和能力。

先用ppt展示主题图，并让全班齐读题目，让学生思考2分钟。

我拿出20个糖果，请5个学生到台上来，再叫一学生分，这位
学生便一人分4块，没有猜也没有试，理由：四五二十，我心
喜：学生能用乘法口诀来平均分，真不错。但一回想，20数
目不大，四五二十的口诀又是学生学过的，如何引导策略的
多样性，我转念一问：“很多同学能用乘法口诀来平均分，
真聪明，可对于还不懂口诀或没想到口诀的同学，你又怎么



建议他来完成这题的呢？生纷纷举手，于是我便依次另请5位
学生上台，另请一位学生来分，呈现了每次分一块，共分4次；
每次分2块，分2次；第一次分3块，第二次分1块这三种方法，
我依次板书在黑板的表格里，通过实物演示，演示与表格对
应，学生一时间体验了用表格记录平均分的过程，感受了分
法的多样性。有了上面的师生合作，接下来的小组活动，我
放手让小组合作完成。

题目：把50根小棒平均分给你们小组的小朋友。

（1） 说一说可能怎么分

（2） 分一分，把分的过程记录下来

每个小朋友分到( )根，还剩( )根。

由于我班共31人，分组中有的小组5人，有的小组6人。通过
小组讨论，有的小组很快有了答案，我下去巡视，惊喜地发
现学生合作能力远远超过我的想象。虽然每组人数不尽相同，
但同学并没有因此混乱。我发现学生合作很有步骤，在组长
的组织下，他们先写姓名，然后数出50根小棒，便开始平均
分给组员，分完后再填表，每个小组的分法各不相同，在小
组合作中，学生已慢慢学会了试商，由于小组活动后，学生
对用表格记录平均分有了切身体验，因而本课的练习做得不
错，对于用表格来记录平均分的过程掌握不错。

深刻体会：往往我们会认为小组合作太浪费时间，有时为了
节省时间，总省了小组活动，而用师问生答来代替，这样表
面看起来是节省了时间，但其实之后我们老师要花更多倍的
时间来无休止地重复，学生还未必掌握得好，而让学生通过
自身操作、小组合作将事半功倍。因此提高课堂实效，小组
活动必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