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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有趣的动物教学反思篇一

“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公民的必备素质”，它既是一个人智
慧的反映，也是一个人随身携带的永不过时的魅力。口语交
际能力的强弱，对一个人的发展与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合课程标准的要求和学生的口语发展实际，我想，一堂好
的口语交际课，应该达到让学生敢说、会说、乐说的境界。

口语交际的核心就是双向互动。我在这堂课的教学活动中，
想方设法实现课堂教学中的双向互动。首先是师生互动，教
师必须转变角色与学生进行平等的交流。这次口语课中，我
以动植物的一员——大象阿姨的身份参加这次聚会，从一开
始和孩子们的相互问好，活动中大象的示范介绍，课堂中对
学生发言的评价，老师与学生互交朋友，无不体现了老师与
学生的双向互动。

本着这样的理念，我设计了这次口语交际课的教学方案。教
学过程中大部分学生都积极参与课堂，愿意与别人交流，并
能认真听别人说，然后作出评价。这堂课也让我收获了很多，
原来我很怕上口语交际课，通过这次的实践，我觉得口语交
际不再那么遥远、那么神秘，其实也能让老师喜欢教，让孩
子们喜欢上。综合自己整堂课的教学，我觉得有以下几点比
较成功：

1、情境的创设。



这一堂口语交际课上，我为学生的交流创设了情境，把教室
变成动物园，让孩子们扮演自己喜欢的动物，一起参加在动
物园举行的“有趣的动物大聚会”，我则扮演大象阿姨受狮
子大王之托来当这次聚会的主持人和评委，准备评选有趣的
动物。大象阿姨主动向动物精灵大声打招呼，孩子们很快进
入情境，大方地介绍自己的名字，并向身边的“小动物”打
招呼问好。通过大象阿姨的自我介绍，引导动物从名字、样
子、特点等方面进行自我风采展示。然后进入快乐的交朋友
活动，最后评选、颁奖。通过这些有意思的活动把学生带入
到情境中去，在生动逼真的情景中展开交际，大大激发了孩
子们的表达欲望，孩子们都能畅所欲言。

2、引导学生学会倾听。

在口语交际中，倾听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巧。在本节课上，
我特别强调对学生“听”的要求。在老师示范自我介绍和猪
笼草介绍的时候，我都先对学生的听提出明确的要求：“认
真听，边听边记；如果有问题可以礼貌插话。”聚会结束还
会评选出几名“最佳听众”。孩子们很认真地倾听，并礼貌
地质疑，比如：只有“手指”大的“绒猴”喜欢捉“虱子”
吃，这“虱子”是什么东西呀？这么小的“绒猴”怎么敢吃
那么大的狮子呢？孩子你一言，我一语地问开了，把课堂引
向高潮。孩子们都听得很认真，在评价他人时也能从语言和
介绍的内容有趣在哪儿进行评价，并能对同学的发言进行补
充。

有一部分学生交流水平有待提高，还不能比较详细地介
绍“自己”。在今后的口语交际中还要注重从字到词，从词
到句子，从连贯的句子到一段话的练习，这样孩子们就会循
序渐进，步步跟上，为今后更好地进行口语交际打下坚实的
基础。

发挥多媒体课件与课堂的整合作用，让学生在口语交际的同
时感受到了图、文、音、动、色等多种信息的综合刺激，如



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整个课堂形成了充满活力、愉快而有成
效的交流氛围。

有趣的动物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用多种方法玩皮球，体验参与体育活动的乐趣。

2.让幼儿在观察，比较中学习，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

活动准备

1.人手1份皮球，体操圈;

2.指偶1个。

活动过程

1.游戏“小鸭拍皮球”

师：“小朋友，我们来玩拍皮球的游戏，好吗?你们做皮球，
我来拍。”

2.引导幼儿用多种方法玩皮球

(1).幼儿独自玩皮球

师：“你们的耳朵真灵，我要送礼物给你们了，这是什么
呀?”

师：“你们会玩皮球吗?皮球可以怎么玩，谁来说一
下。”(幼儿练习)

师：“还可以怎么玩呢?谁来说?”幼儿练习抛接球，夹球走，



接球。

(2).两个人合作玩球

师：“刚才我们是自己在玩皮球，现在我们来找一个好朋友
一起玩，好吗?”

师：“请你们先试一试两个小朋友可以怎么玩?”

幼儿练习滚接球，合作抱球走等。

师：“我们变成小火车吧!”

(3).借助器械玩皮球师：玩的.有点累了，我们坐在皮球上休
一下吧!(集中)

师：你们看，这是什么呀?(皮球)

师：谁来试一试，体操圈和皮球可以怎么玩游戏呢?

1名幼儿示范，其余幼儿练习。

3.结束活动“开火车”

师：“小朋友想的办法真多，我也来想一个好办法。"我们来
开火车吧。请你们把皮球放在体操圈里，我们绕着走。”

师：“呜……火车到站了。”

活动反思

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对球的分类不是很清楚，对活动参与积
极性很高，小朋友的身心得到了发展在生活常识上，获得了
新的认识，为以后认识新事物打下了基础。



有趣的动物教学反思篇三

设计意图：

小班的孩子特别喜欢跳跃，而泡沫地垫则是孩子们日常生活
中的常用的物品。将这两样结合起来是看见孩子们在区域活
动中用垫子跳着玩，《纲要》指出活动内容的选择既要贴近
幼儿的生活又要有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所以我设计了这节
小班健康活动。

活动准备：

泡沫地垫(长宽均为30厘米)、幼儿头戴小兔头、红萝卜卡片
若干张

活动目标：

通过游戏，幼儿练习行进跳，尝试跳过60厘米的宽度。

活动重难点：重点：练习行进跳难点：尝试跳过60厘米的宽
度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听音乐《兔子舞》入场。

教师：孩子们，今天天气真好，和妈妈一起出去锻炼一下吧。

教师带领幼儿听音乐进入活动场地。

教师带领幼儿做徒手操：

今天天气真正好，小小兔子起得早。

伸伸臂，伸伸臂，弯弯腰，弯弯腰，踢踢腿，踢踢腿，蹦蹦



跳，蹦蹦跳。

天天锻炼身体好，身体好。

二、基本部分：小兔学本领。

教师：兔宝贝们，今天妈妈要教你们学习跳的本领。;咱们去
练一练吧。

1、跳过30厘米远(一块垫子)。

每个幼儿一块垫子，放在地上练习双脚跳。

2、跳过60厘米远(两块垫子)。

两块垫子拼在一起练习跳跃。

教师：兔宝宝们真棒，一下子就跳过去一块垫子，那么现在
两块垫子放在一起试试。

幼儿俩俩结合练习双脚跳。

3、练习跳高。

两块垫子相互支起来。

4、游戏：小兔运萝卜。

教师：树林里的萝卜熟了，我们去运萝卜吧。

场地布置：

起点石头(一块垫子)壕沟(两块垫子)丘陵萝卜地教师讲解游
戏玩法:



幼儿分两队，先跳到石头上过河，再跨过壕沟，跳过丘陵来
到萝卜地运一个萝卜从旁边返回。比一比那队幼儿运的萝卜
多。

三、结束环节。

教师：兔宝宝今天真能干，来咱们一起来跳个舞吧!随音乐做
放松运动。

教学反思：

小班是游戏化的一日生活，在本此活动中大部分幼儿轻松完
成活动目标，但对个别年龄较小幼儿吸引力还不够。本次活
动还可以在环节设计上多变幻些方式，例如:可让年龄小的.
幼儿加入钻爬动作;可让较大的幼儿辅助小的完成难度较大的
动作。另外可以将器械的距离和高度调整为大小、高低不一。
本次活动还可以继续延伸到晨间活动中。

有趣的动物教学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认识细菌的危害

2、能说出细菌躲藏的地方，能说出清除细菌的.方法。

3、培养他们对故事的兴趣

4、教育幼儿养成清洁卫生的好习惯。

5、初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活动准备：



自制细菌道具一个，已有经验《洗手歌》

活动过程：

1、游戏《小手拍拍》导入

“小手小手拍拍，我的小手拍起来;小手小手拍拍，我的小手
摆起来;小手小手拍拍，我的小手转起来;小手小手拍拍，我
的小手藏起来”最后一句藏起来让幼儿充分发挥想象力，把
小收藏起来。

2、讲故事《细菌躲猫猫》

师：其实他是细菌宝宝，细菌宝宝很会藏，它藏在哪里呢?小
耳朵听好了

讲述故事第一段，提问：细菌宝宝是不是很坏啊?它藏到哪里
去了?

师：细菌宝宝藏在指甲缝里，我们要不要把他赶出去?

讲述故事第二段，提问：故事里的小朋友怎末把它赶出去的?

师：洗手能赶跑细菌，你们会洗手吗?把小手伸出来，我们一
起来洗一洗

“搓搓搓，搓手心;搓搓搓，搓手背;换只手，再搓搓，甩三
下，一、二、三”

3、主题升华

师：其实，细菌宝宝不止躲在指甲里，他还会藏在别处，小
朋友们想一想，它会藏在哪里?

师：你们真棒!找出那么多细菌藏的地方，那我们怎末才能赶



出去呢?

小结：细菌会藏在身上，衣服上，头发里，手上，脚上，肚
子里，小朋友们要勤洗手，勤洗头，勤剪指甲，勤洗澡，勤
换衣。

4、在游戏中结束活动

老师用粉笔在地上画一安全区，只要进入安全区就算安全。
选择一名幼儿做“带菌者”其他人散立场中。老师发布命令后
“带菌者”可以随意追逐其他人，用手轻拍身体部位，被拍
到的人就变成“带菌者”，可以去拍其他小朋友。

教学反思：

整个活动过程，思路比较清晰，教态自然，能够根据教案的
流程来上课。但是整个活动过程的气氛有点沉，不能够体现
幼儿对活动的乐趣。

有趣的动物教学反思篇五

“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公民的必备素质”，它既是一个人智
慧的反映，也是一个人随身携带的永不过时的魅力。口语交
际能力的强弱，对一个人的发展与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合课程标准的要求和学生的口语发展实际，我想，一堂好
的口语交际课，应该达到让学生敢说、会说、乐说的境界。

口语交际的核心就是双向互动。我在这堂课的教学活动中，
想方设法实现课堂教学中的双向互动。首先是师生互动，教
师必须转变角色与学生进行平等的交流。这次口语课中，我
以动植物的一员——大象阿姨的身份参加这次聚会，从一开
始和孩子们的相互问好，活动中大象的示范介绍，课堂中对
学生发言的评价，老师与学生互交朋友，无不体现了老师与
学生的双向互动。



本着这样的理念，我设计了这次口语交际课的教学方案。教
学过程中大部分学生都积极参与课堂，愿意与别人交流，并
能认真听别人说，然后作出评价。这堂课也让我收获了很多，
原来我很怕上口语交际课，通过这次的实践，我觉得口语交
际不再那么遥远、那么神秘，其实也能让老师喜欢教，让孩
子们喜欢上。综合自己整堂课的教学，我觉得有以下几点比
较成功：

1、情境的创设。

这一堂口语交际课上，我为学生的交流创设了情境，把教室
变成动物园，让孩子们扮演自己喜欢的动物，一起参加在动
物园举行的“有趣的动物大聚会”，我则扮演大象阿姨受狮
子大王之托来当这次聚会的主持人和评委，准备评选有趣的
动物。大象阿姨主动向动物精灵大声打招呼，孩子们很快进
入情境，大方地介绍自己的名字，并向身边的“小动物”打
招呼问好。通过大象阿姨的自我介绍，引导动物从名字、样
子、特点等方面进行自我风采展示。然后进入快乐的交朋友
活动，最后评选、颁奖。通过这些有意思的活动把学生带入
到情境中去，在生动逼真的情景中展开交际，大大激发了孩
子们的表达欲望，孩子们都能畅所欲言。

2、引导学生学会倾听。

在口语交际中，倾听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巧。在本节课上，
我特别强调对学生“听”的要求。在老师示范自我介绍和猪
笼草介绍的时候，我都先对学生的.听提出明确的要求：“认
真听，边听边记；如果有问题可以礼貌插话。”聚会结束还
会评选出几名“最佳听众”。孩子们很认真地倾听，并礼貌
地质疑，比如：只有“手指”大的“绒猴”喜欢捉“虱子”
吃，这“虱子”是什么东西呀？这么小的“绒猴”怎么敢吃
那么大的狮子呢？孩子你一言，我一语地问开了，把课堂引
向高潮。孩子们都听得很认真，在评价他人时也能从语言和
介绍的内容有趣在哪儿进行评价，并能对同学的发言进行补



充。

有一部分学生交流水平有待提高，还不能比较详细地介
绍“自己”。在今后的口语交际中还要注重从字到词，从词
到句子，从连贯的句子到一段话的练习，这样孩子们就会循
序渐进，步步跟上，为今后更好地进行口语交际打下坚实的
基础。

发挥多媒体课件与课堂的整合作用，让学生在口语交际的同
时感受到了图、文、音、动、色等多种信息的综合刺激，如
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整个课堂形成了充满活力、愉快而有成
效的交流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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