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快乐指数教学反思总结 大班
语言教案及教学反思快乐树(大全5篇)

总结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加以总结和概
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想我们需要写
一份总结了吧。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那么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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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学习用拟人化的语气描述树在四季中的变化，以及周围环
境的变化。

2、能仔细观察图片，并用完整的语言表述图片内容。

3、喜欢看图讲述活动，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观点。

4、探索、发现生活中树的特征。

5、能自由发挥想像，在集体面前大胆讲述。

活动准备：

1、一颗有表情的树的图片。

2、挂图《快乐树》。

活动重难点：

能仔细观察图片，并用完整的语言表述图片内容。



学习用拟人化的语气描述树在四季中的变化。

活动过程：

1、出示图片，引出活动。

(1)你觉得这是一棵怎样的树?引导幼儿根据树的表情，说说
这是一棵快乐的.树。

(2)这棵快乐的树要告诉我们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
看吧。

2、教师出示挂图一，引导幼儿用完整的语言讲述图片内容。

(1)这是什么季节，树的叶子是什么颜色的?树上开了什么样
的花?

(2)小鸟为什么都飞来停在树上?它们在干什么?

(3)你觉得树快乐吗?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4)教师示范用树的口吻讲述挂图一的内容。

3、教师逐一出示图二、图三、图四，引导幼儿观察并讲述图
片内容。

(1)教师鼓励幼儿发挥想象力，学习用拟人的语气描述树在四
季中的变化，以及周围环境的变化。

(2)教师着重引导幼儿感受树的心里活动。

4、请个别幼儿完整讲述四幅图的内容，其余幼儿补充。

5、创编活动。



(1)引导幼儿以《快乐的树》例，学习用拟人手法讲述其他的
植物或动物在四季中的变化。

(2)幼儿分组活动，各组先确定要讲述的对象，再讨论该种植
物或动物在四季中的变化，尝试用拟人手法讲述。

大班快乐指数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星期三上午，我在语言组上了一堂公开课，是语言活动《去
年的树》。这是一个童话故事，内容情深意长，带着些伤感
色彩。整个童话的语言朴实，没有华丽的词句，写出了鸟儿
对树的真挚情谊。整个活动我设计了四个环节：讨论——欣
赏——理解——谈话。对这个故事文本我针对中班幼儿的年
龄特点进行了适当的处理。因为我认为这个故事内容比较深
奥、抽象，对于中班幼儿怕难以理解。所以最后一段我去掉
了，直截了当地“小鸟看着灯火，伤心地留下了眼泪。”再
有为了渲染小鸟追寻大树的急迫心情，我在小鸟找寻大树的
过程中用了“赶紧”、“急忙”两个词语，使幼儿更易理解。
活动下来，老师们给了我中肯的评价。点出了成功之处：活
动环节清楚，设计合理，课件运用较好。活动过程中，教师
的引题也很好，发挥了幼儿的想象，拓展了幼儿的思维。语
言活动中的词语解释能自然随机，把握较好。看到成功的同
时也发现了许多的`不足：

1、语言活动中的对话可以着重复述。

2、是否可以让幼儿先看图说说，别完整呈现整个故事，使幼
儿的发散思维得到更好发挥。

3、在第二环节提问到最后时，可以设置一个问题：小鸟的朋
友大树没了，小朋友你听了这个故事有什么感觉?再教师总结
小鸟和大树之间的真挚友谊，这样的话目标达成度会更好。
总之老师们对我的评价恰到好处，真是应了古话“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是啊!通过老师们的评价和讨论。我从中发现了



自己在活动中的不足，也理解了上课之前的一些困惑。例：
最后谈话环节，不用深入挖掘大树的用处，太过了会偏离主
题。再例：对小鸟和大树之间的情感缺乏总结。在以后的教
学活动中，我会更加努力的实践反思，使自己在业务上更进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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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认识树的不同部位，用肢体做出树的造型。

2、欣赏散文诗的美妙意境，表达对树的美好情感。

3、了解树给人们带来的好处，懂得爱护树木。

活动准备：

ppt课件、柚子树的图片、散文诗。

活动过程：

1、出示课件，引起幼儿兴趣

教师打开ppt课件，汉字“树”，问：这是什么字，认识吗？
在你的生活周围，哪里有树？幼儿回答：河边有树。山上有
树。---------（要求完整连贯的讲述句子）

2、播放各种树的美景的ppt课件（配有音乐），让幼儿感受
欣赏树的美。

师：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些树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感觉！

问：这些树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感觉？



问：请问哪里美？

幼：树叶美，树枝美

3、合作创造，用肢体动作来表现树的姿态。

4、师：我们刚才说了，树干美，树枝美，树叶美。如果你是
一棵树，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想看看，你们能不能用身
体来表现自己是一棵树。

幼儿自由用身体表现自己是一棵树。

师：树林里的树千姿百态，那么它们是不是只有孤零零的一
棵呢？你们看到过树和树在一起的样子吗？和你的朋友一起
商量一下，用自己的肢体动作合作表现出来。

5、出示中江柚子树的图片，问：谁认识这棵树？

6、欣赏散文诗

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树好，听一听，散文里还说到了树
的什么好！

播放散文诗歌的碟子，幼儿欣赏后回答问题。

师：你听完了散文诗，知道了树另外的好，你能说说树还有
什么好吗？

7、保护树木，爱护树木

9、活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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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创设愉快的气氛，鼓励幼儿在集体前大胆说出自己的心愿。

2、激发幼儿的同情心，懂得关心和帮助有困难的人。

活动准备：

1、发亮的玩具一个，心愿树及心形的花，戒指花。

2、幼儿听过七色花的故事。

3、事先引导幼儿关注日常电视新闻中如何助人为乐。

活动过程：

1、初步理解词“魔力”

（1）教师神秘的告诉幼儿：“今天，我请来了一位朋友，
（出示会发亮的玩具）这是有魔力的汽车，它发亮的时候，



就会产生魔力。”

（2）教师提问：“谁知道什么叫魔力？”（魔力就是有奇异
的，神奇的力量，能把想要的东西变出来）

2、帮助幼儿理解词“心愿树”

（1）出示幼儿用书图片，引导幼儿观察花园里有什么？让幼
儿知道这些花不是一般的花，它有魔力。这棵大树也不是一
般的树，是一棵心愿树。

（2）请幼儿想一想，说一说：你心里有什么愿望，告诉心愿
树，它会帮助你实现愿望的，帮助幼儿进一步理解心愿树。

3、幼儿自由说出自己的心愿

（1）谁的心里有什么愿望，可以对心愿树说：“心愿树，心
愿树请你帮心实现愿望好吗？我的心愿是……”

（2）请部分幼儿在集体前面说心愿。

（幼儿说出一个心愿，教师在树枝上贴上一朵心型的花，并
以心愿树的口吻说：“你的愿望将来一定会实现或只要是美
好的心愿都能实现。”）

（4）心愿树的应答，心愿树说：“啊！我听见了，你们的心
灵在呼唤，你们的美好愿望一定会实现”。

4、围绕一个主题，鼓励幼儿说说乐于助人的心愿。

（1）教师说：我的花园里，不仅心愿树有魔力，这些戒指花
也有魔力。戒指花能用来帮助有困难的人。

（2）提出表述要求：怎样才能得到神奇的花呢？



你必须说清楚，想帮助谁解决困难，这样就能得到花了。

教师示范：如果我有魔力，我想帮助所有的残疾人都能站起
来工作学习生活。

（3）幼儿说出心愿后，得到一枚戒指花。

先请个别幼儿摘一枚戒指花，摘后边转边说出自己的心愿。
然后其他幼儿也同时上前摘一枚戒指花，套上手指后，边转
边说与主题相关的心愿。

（4）教师小结，结束活动。

“今天我来到大班，心里特别高兴，因为你们的内心都具有
同情心，而且为人善良，乐于帮助别人，我相信，你们只要
好好学习，长大后努力工作，你们心中的美好愿望，一定能
实现！”

活动延伸：

1、带领幼儿参观敬老院，福利院等相关部门，了解社会上还
有很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群。

2、开展角色游戏！帮助残疾人。

活动反思：

1、创设愉快的气氛，鼓励幼儿在集体前大胆说出自己的心愿。

2、引发幼儿的同情心，懂得关心和帮助有困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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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真切投入，带动幼儿真切地表达。



在每个活动中，教师必须充满激情、真切的投入其中，才能
让幼儿积极的参与活动，真切地表达感受。散文诗教学更是
需要教师充满激情的朗诵，感染幼儿、激发幼儿有感情地表
达。

在活动中，教师都能激情满怀，全身心的投入。可是对于散
文诗活动，教师还必须具备散文诗朗诵的水平。朗诵不是立
竿见影能练就的，必须反复的练习，有时还要对着镜子练习。
为了让《树真好》这个活动能顺利的完成，我首先要过的关
是能有感情的朗诵散文诗。我与杨老师反复地、一个字一个
字的推敲，哪个地方停顿，哪个字念响一点，表情又该怎样
的。经过了反复地练习、真切地投入，我终于充满信心的走
入活动，比较顺利的带动幼儿真切的表达。

2、教具有效使用，推动幼儿真切的表达。

在幼儿的活动中，我发现有教具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启发
幼儿的思维，推动幼儿真切的表达。但是教具也不是越多越
好，多了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有效的使
用，发挥教具的作用。如在本次活动中，我的树教具没有充
分的发挥作用，没有推动幼儿的真切表达，而我制作这个树
教具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教具怎样有效使用呢?关键教师要关注孩子的表述，灵活地进
行回应，并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活动过程。这是相当难的。还
有一个办法就是在活动前进行反复地说过程，预设孩子可能
出现的种种情况，针对不同的情况，教师该怎么变化教具，
调整过程等等。这是一个相当实用的办法。曾记得师范见习
时，指导老师经常要求我们对着他或对着同学进行试讲。

3、室内移入室外，激发幼儿真切的表达。

在真实的自然情景中，能激发幼儿真切的表达。活动结束后，
我带领幼儿来到户外看他们的树朋友，并邀请他们用散文诗



来夸夸你的树朋友。他们三三两两抱着树，有感情地朗诵着
《树真好》，一遍朗诵完了，他们开心地跑到我面前
说：“老师，树听了我们的朗诵，笑了。”多么真切地感受
和表达啊。他们一棵朗诵完又换了一棵，就这样一遍又一遍
的朗诵着。原来枯燥的朗诵变得那么自然、那么真切，激发
了幼儿表达的愿望。不禁让我发自内心的感叹“自然真好”!。
也让我对整个活动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应该把活动场地从室
内搬到室外，让幼儿在自然的场景下真切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