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问好教案课后反思 小班教学反
思(通用6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
方便大家学习。

小班问好教案课后反思篇一

今天天气格外晴朗，格外暖和，空气中散发出淡淡的`春意。
下午我带孩子们来到活动区玩沙包，孩子们拿着沙包，高兴
的来到草地上。

我对孩子们说：“小朋友，今天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两个小
朋友一组互相踢沙包好不好啊？”

“不好！”孩子们几乎异口同声。“为什麽呀？”我很惊讶，
孩子们是最喜欢玩沙包的呀？

“老师我想丢沙包”“我想扔沙包”……

看着孩子们那充满渴望的表情，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这个小小
的愿望，我，这次就破例了。

对孩子们说：“孩子们今天老师就听你们的，不限制你们的
玩法了，你们想怎麽玩就怎麽玩。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了，孩子们去玩吧。”紧接着一阵欢呼。

我站在一边，看着孩子们在场地上，是那样的高兴。他们在
场地上，拼命的扔，大声的呼唤着，是那样的放纵自己。

时间过的真快，一节课很快就过去了，孩子们的兴趣未尽，



嚷着还要玩，我答应孩子们，明天一定再带他们来自由玩沙
包。孩子们兴高采烈的回到了活动室。

小班问好教案课后反思篇二

古人强调：“善诱者，善导。”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学的
真正含义是变“学会”为“会学”。是啊，有效地引导宝宝，
才会让宝宝更快、更好的接受，学起来也会更顺畅、容易。

午餐的时间到了，每每到了这个时刻，也是教室里比较“热
闹”的时刻，只见地上、桌上“种满了”饭粒，老师也
在“喂饭”、“打扫”、“维持常规”中忙碌。因此，为了
让宝宝养成良好的用餐习惯，我改变了“策略”。在快要用
餐的前5分钟，我便向宝宝们“打预防针”了，提醒宝宝们吃
饭时要右手拿勺，左手扶好碗，一口饭一口菜，把饭菜全部
吃到肚子里。并告诉宝宝吃饭时，要注意不要把饭菜掉在地
上、桌上，做个讲卫生的好宝宝。尽管我天天提醒孩子们正
确的做法，但总会有“突发意外”事件，要么这个宝宝不小
心把饭翻在了地上，要么有宝宝边吃饭边掉米粒，桌子上
面“躺了”好多剩饭剩菜。如何帮助宝宝更好的养成良好的
用餐习惯呢?我一直在思考，终于，我发现了其中的问题，那
就是在宝宝吃饭时，虽然我一直向宝宝强调如何正确拿勺吃
饭以及注意的事项，但总感觉少了一个重要环节，那就
是“椅子往前挪，身体靠近小桌子!”在用餐时，再怎么好好
吃饭，身体离桌子很远，也不会使桌上干干净净啊!找到了这
个难题根源，接下来就好办了，因为，我发现孩子们对开汽
车很感兴趣，在即将用餐的时刻，我会引导宝宝坐上小汽车，
并“系好安全带”。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让宝宝能“椅子往
前挪，身体靠进小桌子”，同时，我还引导宝宝如果发现饭
菜掉在桌上、地上时，赶紧捡起来放在桌子中间的吐司盘中，
这样天天引导，在过了几天后，我发现宝宝在用餐方面进步
很大，饭粒掉在桌上的现象减少了很多。

我国教育学家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教师之为教，不在全



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相信，我们宝宝一定会健康、快
乐成长!

小班问好教案课后反思篇三

《小老鼠上灯台》是一首比较老的儿歌，但是儿歌诙谐幽默，
深得孩子们的喜爱，有很多家长在家教孩子唱的也是这首歌。
今天我在教学的时候，也有个别孩子已经会唱了这首歌曲。

活动时，老师先出示ppt小老鼠，吸引孩子的兴趣，接着老师
根据儿歌内容提问，“小老鼠在做什么?小老鼠什么时候出
来?为什么小老鼠要晚上出来?小老鼠最怕谁?为什么?”孩子
们根据我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紧接着我请孩子们再次
欣赏ppt动画，儿歌《小老鼠上灯台》幼儿边看动画边学习，
孩子的兴趣一下就提高了。在让幼儿完整欣赏儿歌的时候，
我让幼儿看课件欣赏来激发幼儿的情趣，这样孩子既能理解
故事的'趣味性，同时还能清楚的听清楚儿歌，理解儿歌的意
思。在学习时用动作表演时，我是利用课件，幼儿说出哪句，
大家就一起学哪句，老师在这个过程中，针对儿歌的难易、
孩子的掌握程度，有针对性的引导。

游戏是小班孩子的最爱，这个活动中自然也少不了。游戏
《小老鼠上灯台》配班刘老师做猫，小朋友做小老鼠，我还
帮小朋友做了老鼠的头饰，孩子的兴趣一下就提高了，在游
戏中孩子比较关注猫什么时候出现，而不是儿歌本身。我想，
小班孩子要求他们边念儿歌边游戏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孩
子的注意点不是在儿歌上，而是担心自己会不会被猫给抓住，
真的是很天真。

小班问好教案课后反思篇四

今天组织了语言活动《小蚂蚁的生日会》，我的教学目标是
借助小蚂蚁开生日会的情节，了解昆虫的主要特征。活动一
开始我就出示了精心准备的一张海报，让小朋友猜一猜海报



上写了些什么?在这一环节中我成功的吸引了所以孩子的目光，
他们都猜着上面的字，有几个小朋友忍不住地说出了“小、
生、日、的、天”等几个常见的汗字，其他小朋友也跟着说，
可见他们对汉字非常地感兴趣，然后我就把海报上的内容念
给小朋友听。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很自信地我就边放
课件边讲故事，孩子们沉浸在我精彩的故事中，讲完后我就
开始提问了，“小蚂蚁的生日会都来了哪些朋友?”小朋友的
小手像雨后春笋一样都冒了出来，看来，难不倒他们。“它
们都是昆虫吗?”这时，我发现小朋友都相互看看，好像没听
懂似的，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可是还是没人回答我，为了
打破僵局我又话峰一转，利用边讲故事边出示昆虫图片的形
式重复了一遍故事，当我问“小蚂蚁请来的朋友都是昆虫
吗?”孩子还是回答不出，这时，袁翔举起了小手，我像捡到
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让他来回答“小蚂蚁请来的都是昆虫。
”“为什么?”“因为它们都是虫子。”“是吗?那为什么小
蚂蚁会把蜈蚣和蜘蛛回去呢?”“蜈蚣和蜘蛛的脚太多了，小
蚂蚁不喜欢它们。”看来小朋友根本就不知道昆虫是什么概
念，真是失败呀。最后，我在讲到蚕宝宝时，利用蚂蚁妈妈
的话总结了昆虫的特征：昆虫都有头、胸、腹，还有六条腿
和一对翅膀，这样小朋友们都知道了昆虫的特征，他们也对
昆虫产生了兴趣。乘热打铁，我列举了很多动物，让幼儿说
一说是不是昆虫，并让他们说出为什么，这样就更加深了幼
儿对昆虫的认识，孩子们也更愿学习了。这样一来，小朋友
们对蚕宝宝是昆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我运用图片，使
孩子们了解了蚕宝宝变成蚕蛾的有趣过程。

课后，我就很快地进行了反思，觉得我的失败在于课前准备
不充分，没有让小朋友在平时了解一些关于昆虫方面的知识，
所以小朋友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我也收获，就是我发现小朋
友对认识汉字很感兴趣，真是有失必有得，有忧也有喜。

小班问好教案课后反思篇五

小班幼儿刚从家庭走向幼儿园，由于年龄小，手的动作不够



灵活，加上他们绘画的目的不太明确，不清楚应该如何画，
怎样涂色，画面怎样变得漂亮,他们只是把绘画当成一中游戏,
随自己兴趣任意涂抹,画出的物体不太规范，因此,帮助幼儿
提高绘画技能,使幼儿学会绘画的手段,表现他们内心意图是
十分必要的,在小班教学的绘画过程中,我是这样做的.

一、激发幼儿对绘画的兴趣

由于幼儿年龄小,对绘画一无所知,他们只会持笔乱涂乱抹,来
体现自己心中的喜、怒、哀、乐，伴随着这种体验，他们对
画画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这时教师千万不能急于
教孩子画些什么，也不必强调幼儿画得像不像，因为这样易
使幼儿失去绘画的兴趣和热情，而应该去引导、呵护、培养。
提高幼儿的这种兴趣，如：为幼儿提供各种绘画工具、材料，
使幼儿在高兴时能随时拿起自己喜欢的材料来自由描绘、表
达，教师应时刻鼓励幼儿“画自己喜欢的”让幼儿兴致勃勃
地自由涂画，从中感受美术活动的乐趣。

二、认识绘画工具及材料

幼儿绘画中，不能单一只用一种绘画工具来做画，这样容易
导致幼儿没有新鲜感，因此每次作画教师尽量要让幼儿感到
绘画课的新鲜和好奇。刚开始我让幼儿先用水彩笔学画画,当
孩子对水彩笔画有一定的了解,使用时幼儿便会感到不新鲜,
这时,教师便要换其他的绘画工具,如:油画棒、棉签、手指点
画、水粉颜料、调色盘等。使幼儿感觉到绘画工具的多种多
样性，使幼儿对绘画兴趣进一步提高。

三、学习简单的绘画技能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教幼儿从浅入深，由易到难的一些
简单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如：小点表示花朵、小草、树干，
用横线表示棍子、绳子、栏杆等。在教学活动中，我先让幼
儿练习画气球、泡泡、太阳等。再逐步画栏杆、格子布、房



子，使幼儿逐步掌握一些基本的用笔及对笔的控制力。

四、用儿歌、故事内容导入，调动幼儿对绘画的积极性。

五、举办画展、重视评价作品，给予表扬。

幼儿每次完成的作品，我都一一把它们布置在室内，引导幼
儿观察、分析，评价各幼儿的绘画特点、色彩、线条、比例
等画面效果，让幼儿形象、直观的欣赏作品。俗话说：“好
的孩子都是表扬出来的。”因此，孩子完整的作品好的给予
表扬，不好的应该先表扬，表扬的同时，委婉的提出不足之
处，然后再进行表扬。使幼儿在表扬中得到进步，得到发展。
当孩子们受到同伴和老师的表扬时，他们的情绪会更加高昂。
那么绘画便会在他们心中得到升华。 窗体底端。

小班问好教案课后反思篇六

xx年6月9日在平湖市行知幼儿园展开了一场以“聚焦课
堂·有效教学”为主题的幼儿园音乐教学培训活动。在活动
中聆听了2个同课异构的音乐活动，相同的内容在不同理念下
的活动设计引发了我对小班音乐教学活动组织的更多思考。

本次2个音乐活动都选取了奥尔夫音乐中的《七式音阶》。该
乐曲的旋律轻快活泼，具有一定的重复性，是典型的abab循
环的乐曲。活动的题材适合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能够激发
孩子们对音乐活动的参与性。在2个活动中2位教师分别以两
种不同的教学形式呈现了2堂音乐活动。

《3—6岁儿童发展指南》解读中指出：艺术教育就应该
从“感受和欣赏”入手，在此基础上进行“表现和创造”。
在小班音乐游戏《生日蜡烛》活动中，教师将音乐的变化部
分赋予“吹生日蜡烛”的有趣情境，引导幼儿欣赏、理解音
乐，想象并用身体动作表达自己的感受。通过游戏化的教学
活动，支持孩子们的自发表现，给予孩子充分想象与表现的



机会。

教师从活动的一开始就创设了一个孩子们喜欢的“帮小熊庆
祝生日”的有趣情境，并让孩子们通过对事物蜡烛的观察，
引导幼儿自然地去模仿蜡烛的摆动。但在这个引导过程中教
师可以更加针对性地进行提问，为接下去的律动做好铺垫。
比如：“孩子们，当我轻轻地吹一下，蜡烛有什么变化？当
我用力地吹一下，蜡烛又有了什么变化？”这样有效的提问
可以帮助幼儿在之后的活动中更加大胆地进行表现。在活动
中，教师始终将幼儿作为活动的主体，在孩子们喜欢的音乐
游戏过程中，支持他们自发地表现。

同样是该音乐，教师借助音乐的特性并结合幼儿的生活经验，
设计了一连串早上起床要做的事情。活动中通过刷牙、洗脸
和吃早餐一系列的律动激发幼儿的积极表现，在这个过程中
幼儿通过反复体验乐曲的变化，感受音乐的节奏，使他们体
验到了音乐活动带来的快乐。同样是年轻教师，有时候仍然
是避免不了相对高控制的教学课堂，但是在这样的音乐课堂
中孩子们也能从中获得游戏的快乐和体验。

在本次音乐活动的观摩活动中，，让我对音乐活动的教学和
组织有了更多的思考，学到了很多东西，意识到了自己的不
足，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更坚定了自己要不断学习，
虚心学习的决心，正如许卓娅老师所说过的一句话，站在巨
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远，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都是矮子，又
怎样给孩子搭建成长的平台呢？所以我还要努力完善自己，
让自己变优秀，只有这样才能做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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