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好吃的豌豆教学反思(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好吃的豌豆教学反思篇一

1、通过猜猜、看看，比较黄豆、赤豆、绿豆，并说说其特征
及用途。

2、了解、认识各种豆类食品，激发幼儿喜欢吃豆类食品。

3、初步了解其特性。

4、发展动手观察力、操作能力，掌握简单的实验记录方法。

1、幼儿人手一个豆罐（黄豆、赤豆或绿豆）。

2、相对应的豆制品及照片。

3、豆宝宝介绍自己的豆制品的录音。

1、激发兴趣。

（1）幼儿摇摇、听听、猜猜豆宝宝。

师：“今天，我们这里有很多的豆宝宝，你们愿意和它们一
起玩吗？”

幼齐：愿意。

师：“那好，我们轻轻把小椅子下面的豆罐罐拿起来，请你
轻轻地摇一摇、听一听、猜一猜里面藏了哪位豆宝宝？”



（幼儿自由交流）

（2）幼儿打开罐子，看看里面到底藏了哪种豆宝宝？

幼a：黄豆。

幼b：红豆。

幼c：我的是绿豆。

（评析：在这一环节中，孩子们通过摇摇、听听、猜猜，一
下子激起了他们的兴趣，把他们引入了活动中，为下面的活
动作了铺垫。）

2、自由探索。

（1）听听、看看、说说三种豆宝宝的不同。

师：“老师这边也有三个豆罐子，我来摇一摇，你们听听会
发现什么小秘密？它们发出的声音一样吗？”

幼齐：不一样。

师：“为什么发出不一样的声音呢？”

幼a：因为里面装得豆豆不一样。

幼b：有的豆豆小，有的豆豆大。

幼c：因为有的是绿豆，有的是赤豆。

师：“看看你的豆豆是长得怎么样的？和你好朋友的有什么
不一样啊？”



幼a：我的豆豆是红色的。

幼b：我的是绿色的，是绿豆。

幼c：我的是黄豆，比多多的绿豆大。

幼d：我的和米沂的也不一样的'，我的是红色的，她的是黄色
的。

（评析：孩子们在轻松愉快地氛围中自由探索、自由讨论，
通过和好朋友的豆豆的比较，发现它们的不同，不是教师一
味地灌输孩子们的知识，是他们自己找到的、自己发现的，
因此在此他们也玩得很开心，同时也自己得到了想要的知识。
）

（2）送豆宝宝回家。

师：“它们的颜色、大小、形状不一样，那把你手里的豆宝
宝送到它们的家里去吧！”（幼儿根据豆豆的标记送它们回
家。）

（3）幼儿讨论：你喜欢哪种豆宝宝？为什么？

幼a：我喜欢黄豆宝宝，它可以变成豆腐吃的。

幼b：我喜欢绿豆宝宝，我吃过的。

师：“对，豆宝宝的本领可大了，它能做成很多好吃的食品。
现在，我们就去参加一个豆制品展览会，看看你喜欢的豆宝
宝变成了什么？”

3、幼儿交流讨论：

（1）你喜欢的豆宝宝变成了什么？



幼a：我的变成了豆腐。

幼b：黄豆宝宝变成了豆浆。

幼c：我的是绿豆汤，是绿豆宝宝变的。

幼d：豆沙是红豆宝宝变的。

（评析：通过这一环节，发现孩子们的生活经验还是很丰富
的，在家常见的、常吃的一些豆制品还是可以认出来的。孩
子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食品，发挥了他们的自主性，同时激发
了他们的兴趣。）

（2）把豆制品送到相应的豆宝宝那里。

（3）看照片，请豆宝宝检查。（听录音）

（评析：孩子们自由选择，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自由送它
们回家，再看照片、听录音让孩子们自己检查、自己发现错
误，以他们为中心，提高他们的参与性，同时在集中注意力
看听时，对豆制品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

4、小结：小朋友们真棒，豆宝宝很开心，要谢谢你们。豆宝
宝不仅可以做这么多好吃的食品，而且都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所以我们要多吃、常吃豆制品，让我们身体长得棒棒的！

活动评析：本次活动采用农村特有的资源：黄豆、赤豆、绿
豆，这三种豆也是孩子们常见的、比较熟悉的，较为他们接
受。在活动中，让孩子们摇摇豆罐、听听声音、猜猜豆豆，
一系列的自由探索，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也激起了他们
的兴趣。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地氛围中，不仅掌握了一些
豆豆的特征和用途，还知道了它们所做成的相应的豆制品，
发挥了他们在活动中的主动性，以孩子为中心，自主性有了
一定的提高。



幼儿园科学活动的核心是“激发幼儿探究兴趣，体验探究过
程，发展初步的探究能力”，教师要善于发现孩子的好奇心
和求知欲，为幼儿探究活动提供丰富的教育环境和充分条件，
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动手操作”获取知识
的需要。

好吃的豌豆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能够尝试制作简易陀螺并装饰。

2、愿意在玩自制玩具的时候观察并思考转动前后陀螺颜色的
变化。

活动准备：

1、教师自制陀螺若干

2、圆形卡纸(找好圆心)，棉签(下端缠上胶带)、蜡笔、记号
笔每人一份

活动重难点：

重点：自制玩具并体验自制玩具的快乐

难点：观察并思考转动前后陀螺颜色的变化

活动过程：

环节一：认识陀螺”今天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些简易陀
螺，小朋友们想不想一起玩玩?“(展示，每桌一个)提问：

1、”小陀螺有什么组成?“(纸片、中心轴、花衣裳)



2、”小陀螺应该怎么玩?“请小朋友探索(转动并演示)

3、”你觉得如果做一个的话应该怎么做?“(部分小朋友回答
并总结)

环节二：自制玩具”今天我们一起做个小陀螺好不好?“讲解
过程：

花衣裳--中心轴指导语：

”我们一起来看看，哦，小陀螺是由一根小棉签和一个圆纸
片做成的!其实呀，老师偷偷告诉你们，这个圆纸片是小陀螺
的裙子，现在是白色的，我们一起给她设计衣服好不好?小朋
友们可以画上自己喜欢的图案，也可以直接给他们涂上自己
喜欢的颜色。“”我们的小陀螺呀非常害羞，所以呀我们要
先给她穿上花衣裳。来看这支棉签，一边有小陀螺的小舞鞋，
一边是小陀螺的头，千万别穿倒了哟!小朋友们给她们穿衣服
的时候穿到这块缠着透明胶带(有利于固定圆纸片)的地方就
行了，那是小陀螺的小内衣!“注意事项：

简易陀螺不可晃动圆纸卡，容易坏掉。

指导语：

环节三：玩自制简易陀螺并探索

1、工具，制作小陀螺

2、玩自制小陀螺提问：”小朋友们，小陀螺不仅会跳舞，而
且会变魔术!你们看一看小陀螺的小裙子不跳舞的时候是什么
样子的?跳舞的时候变成了什么样子?想一想，为什么?"(发现
问题并讨论)

活动延伸：



小陀螺舞蹈大赛：

教学反思：

本次活动是孩子们开动脑筋，自己的发现创造，他们很感兴
趣。在活动中，幼儿才是真正的活动的主人，老师只是一个
引导者、辅助者。整个活动程序的安排，能遵循《纲要》中
组织与实施中的教育性、互动性、针对性的原则，也符合中
班幼儿的学习特点和规律。因此，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孩子们不仅学会制作陀螺，而且在以后的学习中遇到困难时
也会通过动脑思考、动手操作以及与同伴交流等方法来解决
问题。

好吃的豌豆教学反思篇三

所谓科学就是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发展认识能力。
幼儿的科学教育是科学启蒙教育。重在激发幼儿的认识兴趣、
探究欲望，帮助幼儿学习运用观察、比较、分析、推论等方
法进行探索活动，教师要让幼儿运用感官、亲自动手、动脑
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让老师来告诉你。

在本活动前，我先让家长带幼儿去水果店认识一下常见的水
果，在活动时，我开始设计了和水果宝宝做游戏来激发幼儿
的兴趣，让幼儿去摸一摸，猜一猜，但再这我将水果放入箱
子让幼儿摸不合理，幼儿不会像成人一样将手伸进箱子里摸
还不偷看，因要将水果放入黑袋中让幼儿摸;接下去的环节是
幼儿猜过后把水果拿出来看一看和自己猜得是否一样，再观
察水果的颜色、外形、软硬，在这环节，我的每个层次很乱，
不清晰，把这环节和上环节合在一起讲了，导致幼儿不理解
我的问题，从而没有幼儿回应我;再往下一个环节是品尝水果
的味道并说一说，老师做总结告诉幼儿水果品种多，有营养，
吃不同的水果可以补充不同的维生素。在这该做总结而我忘
了。最后在边吃水果边交谈中结束了。



科学活动虽然是幼儿在前，老师在后。但教师也要提点或用
动作来启发幼儿，我再这点上做得很不好，我只是自己嘴巴
说，让幼儿动手，自己却没有去摸一摸，看一看，导致幼儿
无法理解就呆呆的做在那里。

通过这节科学活动《好吃的水果》，幼儿了解了各种常见水
果的特征，同时对身边的事物也有了探究的兴趣，同时我了
理解到孩子是主动学习者，不是被动学习者，老师应为幼儿
的`发展创造条件，并调动他们主动、积极学习的兴趣，这样
孩子才能在各方面得到发展。

好吃的豌豆教学反思篇四

我讲授的是人美版小学美术第三册第十三课《好吃的水果》。
讲授本课之前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所以整节课我觉得还
是可以的。可是有一些地方处理的还是不够。

一、孩子的发言少了

在讲授本课的时候有一个环节是学生来说说上台来的2名学生
吃的水果“是酸的.还是甜的你怎么知道的？”这里孩子们的
积极性很高，但是我叫了几个，就一下子打住进行了下一个
环节。孩子去描述是为了后面绘画进行回忆，这样有些孩子
在绘画的时候就表情和动作不太多。

二、教师要语言简洁

我上的二年级的课，总害怕孩子们听不明白，在描述的时候
说很多“废话”这样就显的我很累。所以在今后的教学中我
要尽量语言简练，干净利索。

其实还有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要多听别人
意见，共同研讨。



好吃的豌豆教学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知道狮子的基本构造。

2.观察橡皮泥狮子，并学会利用一些技巧：搓长、压扁、团
圆等制作。

3.体验玩橡皮泥的乐趣。

活动准备：每人一盒橡皮泥、泥工板

活动过程：

1.绘本《小老鼠的小背心》里面有谁啊?

提问：你见过狮子吗?它长什么样子的?

小结：“狮子有一个长圆形的头，一双三角眼可历害了，最
主要的是它那满头的.毛看上去很威武，圆圆的身体，四条粗
壮的腿，还有那一条像小棒一样的尾巴，尾巴末还有一小团
毛。”

2.幼儿自主尝试用橡皮泥捏狮子

提问：你们觉得可以用什么方法捏出一头狮子?

师：可以先捏出狮子的什么部位?

幼儿尝试捏出

提问：仔细观察，你觉得狮子的这个部位是什么形状的?长得
像什么?



会用到橡皮泥技巧的哪一个?

接着捏什么部位?

小结：狮子都捏好了吗?

3.评价

你觉得你捏出的狮子怎么样?什么地方可以改进?

应该怎么做?

课后反思：

狮子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比较熟悉的动物，但是考虑到狮子
的捏法对于中班的孩子来说比较困难，于是我将图片放在大
屏幕上和孩子们一起讨论一个个步骤，并和孩子们一起尝试
捏，通过整个活动的完整步骤展示，一些能力强的孩子们也
学会了狮子的捏法，但是狮子捏的平面的，如何能够捏出立
体的，可以让孩子们自己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