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小班泡泡画教学反思 幼儿园教学
反思(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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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小班泡泡画教学反思篇一

音乐活动《我爱我的幼儿园》是结合幼儿园小朋友新入园内
容的一首活泼朗朗上口歌曲。小班孩子年龄较小，刚刚入园
不久，对于枯燥的教学活动，他们很难理解，也不易接受。
为了使这一活动较快让幼儿熟悉歌曲内容，用自然的歌声唱
出来，我从幼儿的一日生活中找出与歌曲内容相关的事例配
上音乐旋律，进行歌唱活动。让幼儿能够达到《指南》中愿
意和小朋友一起游戏，自哼自唱或模仿动作、表情和声调。

音乐来自生活，帮助幼儿理解歌曲内容，就从幼儿的一日生
活中找出与歌曲相关的内容与幼儿一起说说讨论：我们小朋
友喜欢幼儿园，幼儿园里有很多好朋友，在幼儿园里我们唱
歌跳舞做游戏，真呀真快乐。亲身感受理解从实际中来的歌
曲内容较快，幼儿很快就能够说出歌曲的内容。

幼儿刚刚接触歌唱活动，注意力容易不集中的特点，具体的
活动形式还不够了解，个别幼儿不知道要歌唱，于是在活动
中我采用了清唱示范的形式让幼儿感受到老师的接纳，反复
歌唱几次，供幼儿学习，幼儿跟唱，同伴的接纳、自我的接
纳的愉快，吸引幼儿的兴趣，真正体验到了“大家一起真快
乐”的美好情感，体验到了在集体活动中的成功感，从而增
强了幼儿积极参与音乐活动歌唱的集体活动的意识。



幼儿园小班泡泡画教学反思篇二

早饭后，我去盥洗室洗抹布，发现水池不渗水了。仔细一看，
不知是谁把吃剩下的花卷塞到了下水口里。发现问题后，我
没有马上去查问，而是耐心地等待孩子们小便洗手时自己去
发现问题。一会儿，盥洗室里传来了叫喊声：“老师，水池
子堵了。”我故作惊讶：“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孩
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这时，我发现豆豆用手指头捅
下水口上露出的花卷，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不是我干的，
真的不是我干的。”

堵在下水口中的花卷抠了出来，但是，没人承认是自己干的。
这件事八成是豆豆干的，因为他平时吃饭少，爱挑食，并且
爱扔吃剩下的食物，他刚才的言行也已让我明白了八九。但
我不想在小朋友面前揭穿他，我急忙说：“好了，好了，不
管是谁弄的，以后不弄了就行了。不过，我希望小朋友们做
诚实的孩子，是谁扔的和我说一声就行了。”快到中午了，
豆豆凑到我的耳边小声说：“老师，扔花卷的孩子承认了
吗？”我说：“还没呢，不过那个小朋友仍花卷时镜子像照
相机一样，把他的样子照下来了，等到他再去洗手时，水龙
头一打开，镜子就会把他的脸照得通红，那样，大家一看就
知道谁是那个不诚实的孩子了。”豆豆听了我的话，“噢”
了一声就走了…… 游戏活动结束了，豆豆仍然没有承认错误。
我想可能孩子心理有负担，大班幼儿有了分辨是非的能力，
不愿意在同伴面前暴露缺点。他一直有点儿紧张，表情很不
自然，总是用眼睛瞄着我，一会儿，我发现他去了厕所半天
还不出来。我偷偷在窗户外面看，他根本就没有小便，而是
在里面打转。我发现他刚要把腿迈进盥洗室又出来了，他可
能没有勇气面对镜子。我不能再坐等孩子来找我，而应主动
去找豆豆，用我的诚恳、理解，帮助孩子尽快解脱。我看那
儿没有人，就赶紧过去轻轻对他说：“豆豆，你在干什么？
需要我的帮助吗？”他紧张地小声说：“老师，小声点儿。
花卷是我扔的，我以后再不这样做了。”我说：“你真是个
诚实的孩子，镜子听见了你的话，一会儿洗手时，你的脸准



不会红了。其实，老师有时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们一起改好
吗？”听了我的话，豆豆的表情轻松了，使劲地点了点头。
望着豆豆的表情，我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

事后，我总觉得有些事该做而没做，有些细节需要认真反思。
豆豆已是大班的幼儿了，如果在我主动接近他之前，他真的
去照镜子，发现自己的脸没红，那会是什么结果呢？他可能
会为自己侥幸躲过老师的责罚而高兴。如果他有了一次这样
的经历，对他今后的人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那天的
处理虽然顾及了豆豆的心理感受，但能使豆豆改正桃食的习
惯，抑或能教育全班幼儿吗？以往处理这类问题时，我仅满
足于该幼儿承认错误，再“借题发挥”，教育全班幼儿避免
出现同类事件。至于这件事到底蕴含着什么教育价值，我没
有认真思考过，而是等下次再发生问题，再想办法处理。

实际上，出现这样的问题，教师不仅要引导幼儿勇敢地承认
错误，教育幼儿不再这样做，更重要的是要找出幼儿这样做
的原因，抓住教育契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园有18个班，
幼儿往下水道扔玩具、奶食物的事时有发生。这本来是非常
好的教育契机，失之交臂很可惜。

于是，我和公务班的班长商量好，近期如果哪个班下水道堵
了，一定通知我，同时希望他配合我搞一次“下水道为什么
堵了”的活动，他欣然同意了。同时，我与豆豆的家长及时
取得了联系。我意外地了解到，在家妈妈允许豆豆把吃不了
的食物扔到垃圾桶里、马桶里，但没有出现过堵厕所的现象。
所以，豆豆在幼儿园也这样做了。家长表示一定与我们配合，
共同帮助豆豆改正挑食的习惯。我还与班上两位教师约定，
以后进餐时每次给豆豆少盛、勤添，既要保证豆豆能摄取足
够的营养，又要培养良好的进餐习惯。这件事至此，我才觉
得比较到位了。



幼儿园小班泡泡画教学反思篇三

《乌鸦喝水》取材于故事，并以故事贯穿始终，能激发幼儿
的兴趣。活动开始，故事导入引导幼儿思考，瓶子里的水很
少，瓶口又很小，用什么办法才能让乌鸦才喝到水呢?根据幼
儿的回答，教师出示石子、蘑菇丁、海绵，请小朋友猜一猜，
试一试，哪种材料能使瓶子里的水升到瓶口，让乌鸦喝到水
呢?从而引出第一次操作。接下来，出示三种颜色的乌鸦，引
出三只不同水量的瓶子，请小朋友猜一猜，这三只有水的瓶
子里放进石子后，它们都可以喝到水呢?并进行第二次操作。
最后，出示沙子，让幼儿进行第三次操作，讨论：为什么水
量少的瓶子里放入沙子，水就升到瓶口了?整个活动环节清晰，
层层递进，幼儿始终保持着热情，一直在主动探索，没有消
极等待的现象。活动中，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幼儿在活动
中学会了合作和互相交流。活动材料是瓶子、石子、沙子、
游戏时的蘑菇丁、海绵，取自于生活，具有可操作性，幼儿
玩得也很开心。

1.活动材料要精确。第一环节中的活动材料，蘑菇丁、海绵
及石子要同样大小，同样数量，便于比较。瓶子可以再大些，
石子、沙子要筛选。漏斗要大些，便于操作。

2.教师提问要精准。第一次操作后的提问：“请小朋友说说，
你们发现哪种材料使瓶子里的水升到瓶口了?其它的材料为什
么不能使水面上升呢?”改为：“你认为哪种材料最合适，为
什么?”会更恰当。让幼儿自己比较后出结论：虽然这三种材
料都能使水面上升，但是蘑菇丁、海绵都浮在水面上，堆积
在瓶子上面，乌鸦喝不到水，所以石子最好。

3.集体记录表的表格要简单些，幼儿的标记要小些记录效果
会更好。

认识“乌、鸦”等11个生字，会写“可、石”等8个字。



能力目标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通过读感悟“乌鸦找
水—喝不着水—想办法喝水—喝着水了”这一系列变化过程，
能用“慢慢”说句子，培养口头表达能力。

情感目标

使学生明白遇到困难应仔细观察，认真思考的道理

我看过许多童话，如：《龟兔赛跑》、《狼来了》《乌鸦喝
水》等，其中印象最深的那篇童话是是《乌鸦喝水》这篇。

这篇童话的大概内容是：一只乌鸦在夏季非常口渴，到处喝
水，可怎么也找不到，突然，它发现离水井不远处有个大水
罐，里面有一些水。它高兴极了，准备痛痛快快地喝水，可
水罐太深，罐口又长，乌鸦觉得吧水罐推倒，就能喝到水了，
可是推了半天，水罐纹丝不动。它一气之下想用小石头把水
罐砸烂，谁知小石头“扑通”一声就落进了水罐里，乌鸦飞
下去一看，水罐没有烂。可乌鸦发现水平面一下上升了，乌
鸦高兴地大叫起来，它赶紧用嘴衔起一块大石头，又用爪子
抓住了一块大石头飞到水罐上空，把两块石头同时投进水罐
中，水又升高了一些，但是仍然喝不到。乌鸦怀着希望，一
次又一次地把石块运来，投进了水罐中。随着石块一块一块
地投入，罐里的水也一点一点地慢慢上升，终于，水罐里的
水溢出罐了。乌鸦站在水罐旁边，美美地喝了起来，多么舒
服、多么痛快啊!

这篇童话让我明白了：碰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善于
动脑筋想办法，不可蛮干。智慧往往胜过力气。

幼儿园小班泡泡画教学反思篇四

回顾这节课的教学，发现有好几处都是我不能控制的，甚至



有时会冷场，一个问题抛出去没有幼儿搭理我。表现在以下
几点：

1．在开始上课时幼儿还没能完全进入课堂中，有的还沉浸在
刚刚的玩耍中，所以我的突然提问和问候让有的幼儿愣了一
下。如果我能够采用一个小游戏让幼儿的注意力集中，或许
一切都不会显得那么堂皇，幼儿能够一下子被我的游戏吸引
过来，从而达到我之前预想到的效果。

2．当我运用图画边讲边做动作时，幼儿觉得很新奇，听的也
很认真。可是让他们复述里面小动物对话的时候就显得吃力。
如果我能够在每段讲述后带着幼儿多练习几遍小动物之间的
对话，并让所有的幼儿跟着我做动作，例如小壁虎是怎么爬
的，小鱼是怎么游的类似于这些要求，幼儿在下面的表演也
不会显得很笨拙，肢体语言不自在。

3．我原以为在角色表演时是最尽人意的。可是事实并不是如
此，相反场面有点混乱。尤其是在最后，所有的幼儿一起表
演时，那个场面我控制不了了。因为幼儿都要去选择自己喜
欢的小动物进行表演。而且那个卡片很小，贴在袖子上很不
方便。所以幼儿在对话表演时都是先看下袖子上的卡片接着
表演。如果我能把所有的卡片做成头饰或者胸饰，或许就会
好点。而且我应该把卡片分类好放在指定的篮子里，这样幼
儿在选择卡片时就不会把卡片弄的乱七八糟。而且我给幼儿
表演的舞台很小，把他们框在了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导致幼
儿不能放开的表演。

4．幼儿表演完后，我应该及时的把卡片收回。因为好多幼儿
根本没有听我的总结，总是在那边玩弄手里的卡片。所以好
多幼儿都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导致音乐声响起了才注意到要
跳舞了。

所以，通过以上的反思，我重新把教案修改了下，又选了一
些幼儿进行上课。我的课前游戏是手指游戏——《手指开



花》，正好游戏结束时，幼儿的小手都是藏在身后的。他们
的注意力也集中了，我的课也很顺利的进行下去。并且回应
方面也有进步，幼儿能够很快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在第二环
节看图分段讲述故事的时候，我把动物之间的对话来来回回
跟幼儿说了几遍，并且在说的时候采用肢体语言。不仅如此，
我还跟幼儿进行了角色表演，我扮演小壁虎，幼儿分别扮演
小鱼、牛、燕子，这样不仅让幼儿加深了对话的内容，而且
还激发了幼儿表演的乐趣。下面的角色表演我给了幼儿足够
大的舞台空间，并且把小动物卡片所放的的位置告诉了幼儿，
方便幼儿取卡片表演。表演结束后，让幼儿分组把卡片送到
指定的篮子里，从而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最后以舞蹈
结束这节课。

经过反思后修改过的教案上起来就显得比较得心应手。幼儿
能够跟着你的思路走，虽然还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但
幼儿都能够跟着引导很快的回到轨道上。

一节课有优点的同时也必然存在不足之处。但是课后能够及
时反思就可以少走弯路，让你进步的更快。所以说一节课上
完一定要进行反思，虽然反思的这个过程很痛苦，但是反思
后的结果却是喜悦的，是美的。这份美的喜悦也只有自己可
以体会的到。所以，一切从心开始。

幼儿园小班泡泡画教学反思篇五

自主性的活动有利于孩子们循序渐进的学习。教师要做幼儿
的朋友，学会欣赏孩子，尊重他们的思维，放手让他们自主
活动。教师还要教给孩子们做事情的方法让他们去尝试，形
成合作探究式的师幼互动。在表演区，我通过几次指导幼儿
活动，在失败中逐渐让我明白孩子，并放手让他们自主活动。

一次活动观察

刚设立表演区时，我总是主观的的思维控制孩子，让孩子按



照老师的想法去表演节目。比如这次表演课的活动内容，让
孩子到表演区来复习表演。两天后，我发现孩子们对表演课
上学习的内容并不感兴趣。老师来看他们时，他们就表演，
老师不关注他们时，有的孩子偷偷的去别的区里玩，有的孩
子玩手指游戏。看到这种情况，我知道这样的开展区域活动
孩子没有兴趣，我承认自己失败了。

二次活动观察、觉醒、放手有了上一次失败的教训后，我想
那该怎样让孩子们能自主的活动起来呢？我想是不是该把老
师教给孩子跳舞的过程记录下来让孩子来表演呢？心有千种
想法不如一试。在区域指导时，我和幼儿唱一句歌，我把歌
词的内容用小人的形式画下来。一首歌编下来我感到口干舌
燥真累呀。我把这首歌的图示投放在表演区，想象着这回孩
子们能在活动区按照图示练习舞蹈了。第二天活动区时，我
偷偷的观察那几个孩子，只见他们刚开始还是看图示跳舞，
过了一会儿谁又都不跳舞干别的事情了。我走到活动区蹲下
身问孩子们：“为什么，又不活动了呢？”有的孩子不说话，
胆子大的孩子对我说：“老师，我们看不懂图示。”“看不
懂图示，那个图示是昨天老师和他们一起做的，怎么会看不
懂呢？”我心里有解不开的疑团。我给孩子们讲解图示，孩
子们边看图示边表演。有些地方孩子们还是不能按图示做出
来。“那该怎样让孩子明白图示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
我的脑海里。我想大班孩子的各方面比较强，老师不能强硬
的把自己的思维给孩子，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或许
会有新的收获。我告诉孩子们：“你们可以不按照图示跳舞，
你们可以自由的编舞蹈，自由的练习跳舞。”从孩子们的眼
睛里我仿佛看到了他们渴望自主的希望。

三次活动观察，教幼儿自主解决问题

区域活动时，我发现孩子们总是把教师的门关上。（因为我
班的表演区在教室门外。）我从门缝里偷偷的看，发现孩子
们边跳边唱可高兴了，他们反复练习这个舞蹈都不觉得累。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他们有了一些争执，都说自己跳的舞蹈



动作优美，都说自己的好。我没有及时地去解决问题，想看
孩子们会有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王磊说：“咱们做的动
作不一样怎么参加新年的活动呀？”刘雪亭说：“那咱们四
个人跳一样的动作不就行了吗？”该听谁的呢，那几个孩子
争先说听自己的。忽然李阳说：“咱们这样吧，老师总是告
诉咱们要民主，投票表决怎么样？”孩子们都表示同意。于
是四个孩子轮流站出来，另外三个孩子给他投票，最后刘雪
亭胜出。于是大家都跟着刘雪亭排练节目。在排练的过程中，
刘雪亭每次跳舞的动作都不一样，另外三个孩子对她有意见，
他们又发生了争执。有的孩子说：“咱们找老师评评理。”
我赶紧去别的区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孩子们找到我对我说
了事情的经过，我和他们走到表演区，让他们再表演一次让
我看看。他们跳到困难的地方停了下来问我该怎样办。我对
他们说：“你们能找老师帮你们解决问题我很高兴，也很愿
意帮助你们。我有一个建议，如果你们把自己编的舞蹈动作
用小人的图示画下来会怎么样呢？”孩子们接受了我的建议，
于是刘雪停摆舞蹈的姿势，其余的小朋友画她的姿势。当孩
子们画完这个舞蹈动作姿势时，刘雪亭说：“我摆姿势真累
呀，大家应该轮流摆姿势，李阳该你去摆姿势我来画你
了。”我站在一边心里偷偷的在笑。

四次活动教幼儿观察讨论解决问题

这次区域活动，表演区的孩子们接着画自编的舞蹈动作姿势。
当他们把这首歌的舞蹈动作图示贴在表演区时，请我去观看
他们的表演。我看了孩子们的图示，有的我能明白，有的图
示我根本不懂，孩子们却能按图示排练舞蹈。我想：“我不
能用成人的眼光来要求孩子，应该变成孩子的自主性的活
动……”一段争执打断了我的思路，原来孩子们又再为一句
歌词该表演几个动作引起的争执，孩子们让我帮助解决问题。
我告诉他们，一句歌词一个人表演三个人观察，看看动作多
好还是动作少好，大家商量解决问题。孩子们按照我教给他
们的方法去做，只见他们一会儿表演，一会儿商量讨论修改
不合理的图示，我觉得很有意思。当孩子们把商讨的结果告



诉我时，我表扬他们做得好，今后遇到困难时就要动脑筋想
办法，他们点点头。孩子们继续表演节目让我看，我看着孩
子们边唱边跳玩得高兴的样子时，我忽然有一种感触，几个
孩子一起做事情时都要有一个孩子头。这个头能力强，能指
挥带动别的孩子活动。

反思：

通过这几次的实践指导活动，让我体会到老师要让孩子有自
主思维、自主活动的空间，

让幼儿成为真正活动学习中的主人。在活动中老师不要直接
告诉孩子的正确答案，要让孩子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孩子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有所成长。正像《幼儿园教育指
导纲要》中指出的那样：“教师要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
和反应，敏感地察觉他们的需要，及时以适当的方式应答，
要鼓励幼儿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解决问题，不轻易放弃克服困
难的尝试。”这需要我们教师在工作中要多观察，多反思，
多总结经验教训，多虚心地向别人学习才能让自己不断的进
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