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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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大自然的声音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一

设计意图：

由于本班倪子乐小朋友经常因牙痛而不来园，部分的孩子开
始换牙，孩子对这些现象还很好奇。幼儿期是保护牙齿的重
要时期，为了能使孩子更好的保护好牙齿，我们有了利用家
长资源牙科医生进行资源共享的想法，于是为什么保护牙齿
这一活动便产生了。

活动目标：

1、知道牙病菌是怎样产生的，懂得保护牙齿的重要性。

活动准备：

1、课件。

2、牙刷。

3、联系牙科医生（家长）请她来参与活动。

活动过程：



一、讨论为什么会牙痛。

观看课件，讨论圆圆为什么会牙痛？

牙齿上的黑洞洞是怎么来的？不刷牙谁最高兴？（幼儿讨论）

（播放课件）学习词：牙病菌。

幼儿互相观察对方的牙齿

大家互相看看：你的牙齿有没有牙病菌呢？

幼：没有，有

要是你的牙齿上也有了牙病菌，你会怎么做？

幼：天天刷牙、找牙科医生看看、不吃甜食……

现在请牙科医生刘逸的妈妈来给我们讲讲怎样才能有一副洁
白健康的牙齿。大家欢迎（集体鼓掌）

二、牙科医生的讲解：介绍牙齿，尖牙、磨牙。

出示烂牙，介绍为什么牙齿会烂。有了烂牙该怎么办？介绍
怎么保护自己的牙齿。

教幼儿正确的'刷牙的方法。

教师小结：看课件（巩固保护牙齿的方法）

三、大家一起刷刷牙

医生阿姨是怎么教我们刷牙的啊？请幼儿上来表演师分给幼
儿每人一把牙刷。幼儿表演动作后，师带领幼儿边念刷牙歌
边学习该幼儿做刷牙的动作。



〈刷牙歌〉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小牙刷手中拿，天天都要把牙刷；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上牙往下刷，下牙往上刷；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里里外外都刷净，

保护牙齿人人夸呀人人夸。

我们大家现在到盥洗室去试试新学的刷牙方法吧！一边做动
作，一边出活动室。（播放音乐刷牙歌）

活动反思：

通过学习，幼儿了解蛀牙形成的原因以及对人身体的危害，
幼儿还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法，，有利于养成早晚刷牙的卫
生习惯，收到良好的效果，整个教学活动层层递进，从材料，
形成到组织的各个环节，教师的语言以及幼儿的表现等，都
是个性化浓郁的，不断激发孩子欲望的，孩子主动探索主动
学习发现知识的一次活动。总之，是把枯燥的科学活动和其
他领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达到了整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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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声音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二

不知不觉开学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多月时间，在每天的集体活
动中，我都会让大班的小朋友自己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如帮老师叠被子、一起洗脸洗手、一起吃点心。如果有的小
朋友不能跟着做，我会鼓励他们，加油!小朋友都穿好了,全
班几十个孩子都聚集在我的身前，等我一个一个的检查完衣
服、鞋子是否穿好，再排队去洗手间洗手，然后坐在位子上
安静地吃水果，这时我才会暂时松口气。我觉得，老师只有
这样，才是责任心强;孩子只有这样，才是常规好。但是孩子
毕竟是孩子，不让他们自由的说话、自由的玩儿肯定是不行
的，所以渐渐的在培养幼儿主动学习的过程中，我的观念发
生了变化，对教师在一日生活中太多地组织集体活动有了一
些思考，并尝试着减少对孩子的一些不必要的要求。

虽然幼儿园生活要有纪律，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让孩子生活得
轻松，给他们支配自己的权利和机会，让他们自己决定先干
什么，后干什么，这对他们今后主动适应社会生活，主动约
束自己的行为，形成一定的时间观念，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我决定在以后的日子里，要让孩子们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
让他们生活得更轻松些。

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什么时间做什么事，都是有老师安排，好
像是天经地义。为了照顾好孩子，我们要求他们一切行动听
指挥，很多活动都得集体进行。当然，班额大、班级里孩子
多，排队、等待就难免。孩子们消极、无奈地等待着，他们
的时间被白白浪费，他们的主动精神被逐渐磨蚀。为了
不“乱”，老师必然要规定(上厕所要排好队)，(上课不要随
便讲话)等等一些控制能力差的孩子，活跃的孩子，主动性、
自主性强的孩子耐不住这无聊的等待，会经常不断地影响纪
律。从而招致老师的批评。过多的批评，造成幼儿与老师的



关系紧张;过多的指责，又使得他们的自尊心受挫，失去上进
心。可见，过多的集体约束会影响幼儿的主动发展，但必要
时也要提醒一下孩子。

我们可以尝试把自主权还给大班的孩子。给孩子们自己支配
自己的权利和机会，让他们根据情况决定先做什么再做什么，
学习合理地利用时间，安排自己的活动，做一个有头脑的、
主动的人。这种锻炼，可以使孩子形成自主、主动的个性品
质。它不但为幼儿今天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有趣创造了条
件，而且为他们今后面对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大自然的声音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三

这篇文章的第一自然段是整篇文章的中心段、总起段。

学习完课文后，我提出问题：这篇文章哪些段落具体地写了
大自然的的声音？

学生一下就回答出：2—4自然段具体地写了风、水、动物的
声音。

学生想了一下便说：2—4自然段是围绕第一自然段来写的。

我相机表扬他们很会动脑筋，并告诉他们，第一段就是这篇
文章的中心段，而它又是第一段，在文章的开头，所以它又
叫总起段。

这篇课文结构严谨，第一自然段概括地说明了“大自然中有
许多美好的声音”，作为文章的总起。第二、三、四自然段
均以总分的方式构段，介绍了风、水、动物的声音 。

因此，我以“大自然有哪些声音”为主线展开教学，在小组
汇报时，我有所侧重地引导学生学习第三自然段“水的声
音”，抓关键词、重点句进行朗读、体会，然后观察发



现“顶针”的句式，“小溪淙淙地流向河流，河流潺潺地流
向大海，大海哗啦啦地汹涌澎湃”，当然“顶针”这样的术
语不能直接告诉学生，只能让他们去发现句子的结构特
点“前一个句子的末尾成为下一个句子的开头，自然连接”，
进而有规律地背诵。

另外两个自然段我采用扶、放的过程，“风的声音”侧重对
比的写法，“动物的声音”运用了排比的手法，都是展示了
声音的魅力，我意在培养学生独立阅读和团结合作的能力。

大自然的声音的评课语大自然的声音教学反思短篇

大自然的声音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探索纸的秘密的兴趣。

2、培养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和比较能力。

活动准备：

各种各样的纸若干，如卡纸、宣纸、绘画纸、皱纹纸、牛皮
纸等。多媒体课件、即时贴、每组一盆水。

活动过程：

1、带领幼儿欣赏手工制品，引出活动主题。

2、幼儿自由玩纸，引导幼儿用较完整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发现。

引导幼儿摸一摸、吹一吹、撕一撕、听一听，放到眼睛上看
一看等方式来发现纸的不同。



3、和幼儿一起做实验，了解纸的特性。（易撕碎、揉皱；怕
水、吸水性强；怕火、易燃烧）

4、请幼儿说出生活中那些东西使用纸做成的，教育幼儿在日
常生活中正确使用纸。（不要把纸弄湿、不在火旁看书、）

5、通过观看多媒体课件，了解特殊功用的纸。

教师小结：纸在我们生活中用处特别大，不同的纸有不同的
用处，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希望小朋友好好学习，
长大后发明出更多特殊作用的纸。

活动延伸：

启发幼儿利用小篮子里的纸进行手工制作。

在美工区投放各种类型的纸，供幼儿操作，进一步感受纸的
特性。

请家长为幼儿讲解纸的用途。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从幼儿熟悉的事物入手，幼儿在摸一摸、吹一吹、
撕一撕、听一听、做实验等过程，使幼儿发现了质的特性。
活动中教师的积极引导，幼儿的主动探索表现得非常明显。
幼儿明白纸的用途非常广泛，接下来让幼儿看录像，激发了
幼儿对科学家的崇敬，活动目标完成的很好。

大自然的声音教学反思课后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认识蜘蛛及蜘蛛的各种本领。



2、培养幼儿的好奇心及对周围事物的探究及观察能力。

活动准备：

1、关于蜘蛛结网的影像资料

2、蜘蛛网的图片、仿真玩具蜘蛛

3、毛线若干条

活动重难点：

活动重点：认识蜘蛛及蜘蛛织网的特点，促使幼儿养成对周
围事物的探究和观察能力。

活动难点：延伸活动――幼儿用毛线织网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稳定情绪，律动《小蜘蛛》。（这一环节是为了引出主题。）

二、基本部分。

1、观察玩具蜘蛛，提问：你们知道蜘蛛的丝从哪里来的？让
幼儿猜想，发表不同的.看法。

（这一环节是引发猜想，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2、观看一段蜘蛛结网的录像，让幼儿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眼、
耳自已寻找答案。

（这一环节是调动幼儿的各种感官，带着问题自己寻找答案。
）



4、蜘蛛是益虫还是害虫？（幼儿自由发表意见。）

（这一环节是扩展幼儿的思维，培养幼儿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

三、结束部分。

分组用毛线学习蜘蛛织网。（把幼儿分成四组，分发毛线，
学习蜘蛛织网）

活动反思：

活动结束后，我认真反思了这节课，教育活动应以幼儿的需
要、兴趣，尤其是幼儿的经验来进行，学决定教，在活动中
我对自己角色的定位是一个参与者，我希望和孩子共同发现、
探讨、寻找，让孩子在观察时享受探索的快乐。一节课下来，
我个人认为，我设计的这节课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

在活动中，孩子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特别高，因为这是他们
感兴趣的问题，只是个别孩子对这方面的知识欠缺，但是在
活动中，他们能充分调动自己的各种感官来参与活动，我个
人认为，这节课还是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