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中班纸活动反思 中班语言活
动教案含反思(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幼儿园中班纸活动反思篇一

1、知道冰的变化。

2、有积极探索冰的兴趣。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使幼儿对探索自然现象感兴趣。

1、事先准备一些干净的冰块。

2、准备不同形状的容器，各种装饰物品，绳子，彩色颜料水。

3、"好玩的冰"记录表。

1、幼儿感知了解水会结冰，激发幼儿探索的兴趣。

师：今天我带来了新朋友和你们一起玩！

师：你听到水宝宝说什么了？

师：水宝宝在什么时候变成冰娃娃？



2、用不同的方法探索冰的主要特征。

（1）提问：你们想用什么方法来玩冰娃娃？

（2）初次提问：幼儿用自己的方式玩冰，并用笔画着记录下
来。

（3）提问：你们用了哪些方法玩冰？

（4）再次探索：教师引导幼儿运用多种感官（看、摸、捏、
砸、尝等）感知冰的物理特性。注意观察并表扬探索方法特
别的孩子，促进幼儿间相互学习。

3、讨论、了解冰的物理特性。

（1）提问：你觉得冰娃娃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

（2）小结冰的特性师：原来冰娃娃有这么多的秘密！无色、
无味、透明、光滑、硬、易碎。

4、做实验，引导幼儿观察冰块变化。

师：你忙你的冰娃娃和刚拿到时有什么不一样？

晶莹剔透的冰，深受孩子们喜欢。他们对冰有着浓厚的兴趣，
可是对冰的认识仅仅是一些感性的经验，对于冰的特性并不
是很了解。在开展此次主题活动中，我从孩子们的生活中选
材，设计教学方案，让孩子们自己动手实践，唤起他们的已
有经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我在教学中，从幼儿实际出
发，提供自我探究的空间，让幼儿用不同的方法探索出冰的
主要特征。



幼儿园中班纸活动反思篇二

1、学习给瓶子“穿衣服”的方法，尝试用点、线和各种图案
装饰瓶子。

2、感受水粉晕染的效果，在游戏中体验操作的乐趣。

3、会用它们大胆地进行艺术表现与创造，喜欢装饰。

4、激发幼儿感受不同的艺术美，体验作画的乐趣。

5、培养幼儿的技巧和艺术气质。

学习给瓶子“穿衣服”的方法，尝试用点、线和各种图案装
饰瓶子。

1、人手一份：贴有头像的空饮料瓶1只、面巾纸2张、海绵1
块。

2、范例2份，红黄蓝绿颜料、棉签、抹布若干。

3、高低不一的积木作展台。

一、瓶子穿衣服。

2、我们的衣服大多是用布料做的，老师要为这个瓶子宝宝穿
上一件特别的新衣服，是用餐巾纸做的衣服。

3、教师示范做新衣服的方法：

（1）先用海绵吸水淋湿瓶身，给瓶子宝宝洗个澡。

（2）再把瓶子宝宝全身包裹住，露出脑袋（瓶盖）。

（3）然后用海缅亲亲瓶子，使衣服紧贴瓶子宝宝的身。



4、这样瓶子的衣服就穿得整整齐齐了，用相同的方法给瓶子
穿第二件衣服。

二、瓶子的五彩衣。

1、瓶子宝宝的新衣服穿好了，但是瓶子宝宝还是不高兴，你
们知道为什么吗？（幼儿讲述原因）

2、老师为瓶子穿上一件五彩衣，先用棉签蘸上颜料，画上各
种不同的图案（花、线条、色块等）。

3、欣赏范例1：有一位先生也要去参加聚会，看他的衣服上
设计了些什么?（线条装饰）

4、欣赏范例2：这位女士的衣服上有些什么？（图案装饰）

三、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1、指导幼儿将衣服整齐地穿在瓶子身上，避免衣服松开掉下。

2、提醒幼儿在为瓶子宝宝穿衣服时，要轻柔地操作，以免把
衣服弄破。

3、启发幼儿的想象力，为瓶子宝宝的衣服设计各种各样的图
案，尝试用不同的色彩搭配。

4、提醒幼儿保持桌面和衣着的整洁。

四、瓶子的聚会。

1、聚会开始了，瓶子宝宝们快来参加。

2、将穿好五彩衣的瓶子宝宝集中摆放在展台上。

3、引导幼儿自由交流，欣赏同伴的作品。



引出瓶子宝宝要去参加聚会，激发幼儿帮助瓶子宝宝的欲望。
教师教授给幼儿给瓶子穿衣服的方法，并提醒幼儿在穿衣的
注意事项。欣赏范例丰富幼儿的想象力和幼儿的作品。幼儿
欣赏各种颜色的瓶子宝宝，选择自己最喜欢的瓶子宝宝进行
讲述。

幼儿园中班纸活动反思篇三

幼儿园《纲要》指出，教育活动内容的选择既要贴近幼儿的
生活来选择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和问题，又有助于拓展幼儿的
经验和视野，艺术领域也明确要求指导幼儿利用身边的物品
或材料开展教学活动，而大班的幼儿具有一定的想象力，因
此我以盖子为主材料，设计了《盖子宝宝旅行记》这一活动，
让幼儿根据盖子拓印的形状，大胆的想象，用色彩鲜艳的油
性笔，高光笔进行添画，既让幼儿体验到了创作的乐趣，又
增强了他们讲述的能力。

1、用添加的方法把盖子变成不同的形象。2、幼儿能积极地
参与活动，体验想象、创造的乐趣。

用拓印的方法和添画法表现出盖子不同的形象。

1、各种各样的盖子，黑色的长卷一幅，各种颜色的颜料。2、
高光笔，油性笔，幼儿每人各一支。3、《郊游》的音乐，轻
音乐。

1、幼儿观察不同形状的盖子。师：今天老师带小朋友去森林
里旅行，出发吧！(幼儿随音乐进入教室)师: 咦，我们遇到
了谁？盖子今天躺在这里，没有人和他一起玩，我们现在和
他一起玩一玩好吗？在玩之前，老师有两个问题要提出，你
的盖子和其他的盖子宝宝有什么不同？如果盖子可以走路的
话可以怎么走？(幼:形状不同，颜色不同、花纹不一样、图
案不一样、大小不一样、有的高，有的矮……)



2、 引导幼儿在轻松的音乐中体验盖子拓印的乐趣。师:这些
盖子说：“我天天躺在这里动都不能动，我也好想和小朋友
一起去旅行，你们愿意帮帮我吗？”(幼:愿意)那我们要怎样
帮帮它呢？但是盖子想穿很漂亮的衣服，你们看老师在后面
准备了什么？(幼:颜料)现在请小朋友挑一个你喜欢的盖子给
她穿上漂亮的衣服，开始行动吧！

4、幼儿根据盖子拓印的影像，进行大胆的想象，把盖子变成
不同的形象。师:盖子终于出来旅行了，他现在可高兴了，看
这个盖子它走着走着，遇到了谁？你们觉得它像什么？它又
走着走着遇到了谁？盖子呀，在旅行的路上肯定会遇到很多
有趣的故事，那就看小朋友等一下能不能帮忙把这些还没有
变身的盖子，变成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你们觉得它像什么，
你就把它变成什么。(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本节课我 首先，是游戏法游戏能调动幼儿的兴趣，兴趣是幼
儿最好的老师，活动的开始我就以小朋友去森林里旅行碰到
了盖子宝宝，盖子宝宝要和小朋友玩一玩的游戏来导入，充
分调动了幼儿的积极性。

其次，我还让幼儿用盖子拓印并将盖子宝宝的五官和肢体，
还有盖子变成的不同的形象，用绘画的方式表现出来，发挥
了幼儿的主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使幼儿体验创作的乐趣，
建立学习的兴趣与信心。

幼儿园中班纸活动反思篇四

1、欣赏文学作品，理解故事，感受与体验故事的语言美、意
境美，激发对花、对大自然探究的兴趣。

2、学会安静听故事，不随意插嘴，养成良好的倾听习惯。

3、大胆想象“桃花的样子”发展口语表达能力。



4、喜欢并尝试创编故事结尾，并乐意和同伴一起学编。

5、激发幼儿主动复述故事的欲望，培养幼儿高自控性和高兴
奋性。

故事磁带、纸、笔。

2、幼儿自由交流自己的感受，教师记录幼儿的语言。

3、再次欣赏文学作品，提出问题：你见过桃花吗？桃花是什
么样的？

4、幼儿自由发言，教师不做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并记录幼儿
的讲话内容。

5、幼儿根据自己说的内容进行想象画“桃花”

故事意境优美，生动形象的描述把孩子们带入了如诗如画的
大自然中，赋予了他们丰富的想象，从而引发了孩子们一连
串的问题，如“真正的桃花是什么样的？”“风是什么样
的？”“风有什么用？”“信是什么样的？”“信是怎么传
送的？”…激发了孩子们继续探索的兴趣。

幼儿园中班纸活动反思篇五

幼儿都非常喜欢手工操作活动，我班幼儿动手操作能力不是
很强，男孩子很多，做事不够细心，很顽皮。手工课可以锻
炼幼儿手指的灵活性，开发智力，也可以培养幼儿做事要耐
心、细心，有始有终。

1、激发幼儿探索的兴趣。

2、培养幼儿动手操作的能力和想象力，体验乐趣。



3、通过制作“纸绳”和有关实验，感知物体与绳子的承重关
系，增进幼儿生活经验。

4、让幼儿体验自主、独立、创造的能力。

5、培养幼儿的技巧和艺术气质。

重点：幼儿用自己搓的绳、编的绳，做一幅画。

难点：感知物体与绳子的承重关系。

1、皱纹纸条、报纸条、塑料条、布条（若干）

2、橡皮泥盒、石头（若干）

3、剪刀、胶棒、胶带、图画纸（每人一张）

4、一幅没完成的画。（幼儿补充完整）

一、玩一玩纸条，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1、让幼儿看一看，在材料筐里发现了什么?

2、选择哪种材料？你怎么玩？

二、幼儿操作，教师巡视。

1、小结;这些材料都可以搓绳，编绳。

2、它们有什么用处呢？

三、做实验：感知物体与绳子的承重关系

1、讲故事，引出问题，篮子坏了，让幼儿帮助小兔想办法，
把蘑菇运回家。



2、做实验：用纸条做篮子的梁，一根，一根做实验。

3、小结：一根会断，两根不够结实，三根很结实。结合实际
生活，告诉幼儿团结起来力量大。

四、做手工：（纸绳画）

1、说一说你想做什么？

2、动手操作，教师指导，把做好的给小朋友展示。

五、作品展示

六、活动延伸：回家与爸爸、妈妈一起做纸编作品。

开放式的课堂，为幼儿提供了自由发表意见的时间和空间，
使幼儿敢于质疑，敢于提出挑战性的问题，在问题的讨论中
促进信息的探究，以获取知识和技能。幼儿在制作小风车的
过程和讨论过程中，放手让他们进行小组合作。在玩中发现
问题，争论问题，从而共同解决问题，有利于从小培养幼儿
的合作习惯和合作精神。

活动更多地发挥幼儿的主体作用，让他们成为活动的主角。
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
法，并能够运用到自己的学习、生活、工作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