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区域活动中班教案反思 幼儿园
区域活动反思(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这里
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幼儿区域活动中班教案反思篇一

幼儿园区域活动是幼儿自我学习、自我发现、自我探索、自
我完善的自主性综合游戏活动，幼儿在轻松愉快、丰富多彩
的操作环境里自由分配角色，增长各方面的社会知识。我园
各班级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了不同的区域活动。我班开设的有：
化妆区、人间美味餐厅、美工区、娃娃家、建构区，通过一
学期幼儿的操作，对幼儿平时在操作活动中所出现的问题进
行以下反思。

1、合理投放活动材料。区域活动中的操作材料必须尽可能丰
富多样，并且符合本区域的操作特点，富有一定的趣味性。
操作一段时间之后，还应适时地调整活动材料，应充分地考
虑幼儿兴趣及个性发展的需要，可以通过与幼儿共同商量，
更新材料。此外，活动区的材料还应具有层次性和探索性，
还应根据幼儿的个体差异投放不同难度的材料。

2、教师适时合理的指导。教师在教育活动中是支持者、合作
者、引导者。在区域活动中，教师恰到好处的介入是最重要
的。在进入区域活动之前，教师应给幼儿讲明该区域的活动
要求与玩法，并且回忆上次活动中碰到的问题，如何解决的
方法。同时，教师应详细介绍新添置的活动材料，使幼儿能
大胆地尝试新内容。活动中，老师请幼儿根据自己的意愿选
择活动区域，成为区域的主人，自由分配角色，自主式、商
量式的操作。区域活动中，既考虑到幼儿之间相互交流、共
同合作，又要注意彼此之间互不干扰，从而使幼儿能专注投



入某一活动，探索问题。活动后老师与幼儿一起交流活动的
感受，使其能进一步体验倒成功得喜悦，同时有针对性的对
某一活动内容进行详细的分析。

3、培养幼儿良好的操作常规。在区域活动中，幼儿养成良好
的操作常规非常重要，比如：按照正确的操作方法进行，对
操作材料要爱惜，操作完之后应将材料整理好并且归位。从
小教幼儿爱惜物品是一种美德，这样的话，教师精心准备的
材料有一定的操作期限。活动完幼儿习惯性地将材料整理好，
提升了幼儿收拾整理物品的能力以及自理能力，幼儿自身获
得一种成就感，同时也减轻了老师的工作量。

通过一学期我班区域活动的开展情况，使我在实践中不停地
摸索总结，我认识到区域活动能让幼儿学到更多的东西，让
每个幼儿都能主动学习，主动参与。我将继续担当幼儿区域
活动中的观察者、指导者、合作者、完善者的角色，让幼儿
自主地操作、快乐地操作，在操作中学到各种知识和本领。

幼儿区域活动中班教案反思篇二

在一次游戏讲评中，我们以棉花杨和棒棒糖作为沟通点，棉
花糖是软软的，易变性。能够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在本次
游戏中，我们让小朋友们想象自我就是一个大大的棉花糖，
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一会是小白兔，一会是大灰熊，让小
朋友们充分的发挥自我的思想，可是小朋友主要还是跟着我
们所变的形象改变，缺少自我的想象力。

幼儿区域活动中班教案反思篇三

这首歌曲非常形象生动，很能激发幼儿的激情，活动效果还
是比较满意的。

1、在难点的把握上我抓得较及时到位。



在歌词教学中就用游戏的方法渗透弱起拍，为了让幼儿能理
解弱起拍的表现，我用示范的方法和孩子互动，孩子马上明
白了，既而互换角色互动，为学唱弱起拍作了充分的准备。

2、演唱风格的把握及发声方法的引导也比较成功。

更好体现进行曲的坚强有力，我引导幼儿发声时注意口型要
圆，声音要集中并做了示范，通过多次的引导、体验、孩子
有了感悟，能表现出歌曲的风格。

3、幼儿对解放军打仗的场面和动作比较感兴趣，但最容易出
现混乱，于是我给孩子一个敌人的目标进行攻击，可以用不
同的武器来攻击，这下整个场面好看又有秩序。

这个教材我已经无数次的上过，但是每次上课时都会感到新
鲜，都有不同的想法和教法，每次上完后都有新的收获和感
想。

因为我每次面对的孩子是不同的。

也许老师的快乐就在这里，是孩子带给你快乐，是孩子需要
你去创新。

幼儿区域活动中班教案反思篇四

区域活动又开始了，今天我们要求孩子利用不同材料制作小
猪，峥峥选来选去拿了一个土豆作为小猪胖胖的身体，可身
上什么也没有，怎么办呢？我就鼓励他自己想办法解决。于
是，他选了一张黄色的彩纸来做小猪的鼻子等各部位的器官，
并贴了两只大耳朵、一个大鼻子、又画了两只小眼睛，接着
开始做小猪的四只脚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做着做着就
停下来了，想了一会，还是不行，他走到我跟前对我
说：“老师，我的小猪为什么腿都瘸了呀？”我看了一下他
们桌子上都有几个小的土豆、山芋，就对峥峥说：“你去找



一找，哪些东西比较小点，能够做小猪的腿的？”他开始找
了一会没找到，于是动翻翻、西翻翻，突然发现了一小土豆，
正好可以做小猪的腿，困难解决了，他又开始做了……不一
会，峥峥开心地对我说：“老师，你看这是我做的小猪。”
我及时表扬：“你真棒！”

反思：

我觉得在我们各个主题活动的开展中，不断地在区角活动中
增添与主题活动相关的材料，让孩子随着主题活动的开展而
有东西可操作，有东西可玩，让孩子自由选择操作，发挥孩
子的自由想象。在孩子遇到问题时，我鼓励孩子自己想办法
解决，发展孩子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孩子再一次遇到问
题时，我又适当进行引导，还是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聪明
的孩子一点就通，想到了好办法。孩子在制作后体验
到www．了制作的愉快与成功的喜悦。教师及时对孩子进行
表扬，更是让孩子无比的激动与兴奋。

幼儿区域活动中班教案反思篇五

区域活动室有好几个区域，但是，我先让我们班的幼儿先从
超市开始，因为超市是最贴近生活的，他们都有相关生活的
经验，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紧张，顺序有点乱，对这个区域活
动不了解，不熟悉，导致在给孩子们讲时也讲不清楚，后来
慢慢的学会了，也就没那么乱了。

幼儿在区角活动中显现出很强的兴趣，但是幼儿的随意性比
较强，我们没有好好的指导。我们也在孩子摆弄的过程中急
于指导，让孩子自主探索的机会悄然流失。在区域活动中培
养幼儿表达表现的能力，提供机会和条件，充分展示自己。
让幼儿多利用废旧物品参与到区域活动的环境创设中来。对
于这个逛超市的区域活动主要创设相应的学习与游戏环境，
更好地与幼儿进行有效回应与推动，弥补了集体教学活动的
缺陷，给更多孩子富有个性的发展，对幼儿来说，这一开放



自主的活动形式，促进幼儿自主性的发展，提高幼儿参与活
动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也使幼儿与他人的合作交往能力得到
进一步的发展。我们进行了游戏式的教学，寓教于游戏中，
既让幼儿得到情感上的愉悦，又让孩子从中学会了按类摆放
物品。这种“寓教于乐”的教学手段对孩子的发展有很大的
帮助，也是我们教师在教学中的一个法宝。

对于区域活动的有效开展还需要在我们不断的实践中总结经
验，努力创新，以便吸引幼儿，使幼儿能自觉、主动地去获
得感性的知识，促进幼儿的发展，达到教育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