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教学反思记录神奇的树叶(优
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幼儿园教学反思记录神奇的树叶篇一

1、尝试用洗涤用品调出泡泡水，知道洗涤用品在水里能溶解，
会产生泡泡。

2、体验自己动手制作泡泡水，与同伴一起吹泡泡的快乐。

盆子、水、肥皂、洗衣粉、洗洁精等洗涤用品、搅拌棒、吹
泡泡的工具

一、开始部分

教师与幼儿谈论，导入新课。嗨，小朋友们好！今天，张老
师和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游戏。

二、基本部分

1、老师和幼儿一起玩水，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2、老师吹泡泡，引起幼儿兴趣。

3、老师引导幼儿探索实验吹泡泡

老师：小朋友，你们能把盆子里玩水的泡泡吹到天上去吗？
老师请2---3名幼儿尝试从盆子里吹泡泡。



老师：为什么吹不上去呢？为什么没有泡泡？幼儿讨论

老师引导幼儿用牌子闻一闻，用手摸一摸，比较两种水的不
同。

5、启发幼儿调制泡泡水

老师：怎样来调制粘粘的、滑滑的泡泡水呢？用什么来调制
呢？

小结：们可以用洗涤用品调制泡泡水，比如说肥皂、洗衣粉、
洗洁精等。

6、师生共同来调制泡泡水。（注意引导幼儿调制的洗涤用品
的比例，提醒幼儿注意搅拌时不要用力，不要洒到外面）

三、结束部分

老师：小朋友，泡泡水调制好了，让们一起来吹泡泡吧，看
看谁吹的泡泡最大最圆，看看谁吹的泡泡最高。

幼儿园教学反思记录神奇的树叶篇二

活动目标：

1、了解面粉的来源和用途。

2、乐于自己动手，体验和面。

3、能认真倾听同伴发言，且能独立地进行操作活动。

4、培养幼儿乐意在众人面前大胆发言的习惯，学说普通话。

活动准备：



1、水

2、面粉

3、盆

4、围裙

5、歌曲《大馒头》

活动过程：

（一）出示面粉，猜猜玩玩

2、教师：究竟是什么？在你们的桌上也有这样一份神奇的东
西，请你去看一看、闻一闻、尝一尝！

3、幼儿初次尝试操作。

4、教师揭晓答案：原来这白乎乎的、细细的、像雪花一样的
东西叫面粉呀！

（二）知道面粉的来源和用途

1、教师：你们知道面粉是哪来的吗？它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你只要听完一首有趣的儿歌就知道了！（音乐《大馒头》）

2、教师：原来面粉是小麦磨出来的，它除了可以做出大大的
馒头，还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3、（欣赏面粉制品图片）教师：看，老师还从网上找到了很
多用面粉做成的美味点心呢！（幼儿欣赏）

（三）操作“和面”



1、教师：看，这是面粉，这是水，现在它们两个要来做好朋
友咯~（教师示范和面）教师：面粉和水两个好朋友亲亲热热
在一起，揉呀揉呀，变成了什么？（面团）教师：我看好多
小朋友也迫不及待地想来试一试了，那好吧，给你们一个机
会也去尝试一下，注意加水的时候要慢慢的噢，不然就会搞
砸啦！

2、幼儿亲自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3、教师：软软的面团揉好了，小厨师们，刚才我们不是已经
欣赏了很多用面粉做成的美味小点心么，那我们快来也用这
软软的面团做一些特别的小点心吧！

4、幼儿尝试用面团做出各式点心。

（四）擀面

1、教师：刚才小厨师们可真厉害，黄老师也迫不及待地想来
试试手艺了，诶，我今天想给大家展示的是“手擀面”，知
道什么是手擀面吗？（介绍手擀面的含义：用擀面杖擀出来
的面就叫手擀面）

2、教师：手擀面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仔细瞧好了！"
（出示擀面杖和已擀好的`面饼介绍一下，教师示范操作）

（五）品尝

2、教师：请小朋友们闭上小眼睛，从十开始倒数，当数第一
时，美味的手擀面就会出现咯！（师幼倒数）

3、教师：美味的手擀面来啦，大家快尝一尝吧！（人手一碗
手擀面品尝）

教学反思：



从小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提高科学活动能力，培养
爱观察、善思考、勇探究、乐合作、勤表达等良好习惯，对
其日后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幼儿园教学反思记录神奇的树叶篇三

1、尝试使用各种洗涤用品制作能吹出泡泡的水，激发幼儿对
溶解现象的好奇心。

2、通过操作活动探索出不同的洗涤用品混合后能吹出更大的
泡泡。

3、感受参加吹泡泡活动的快乐，体验成功的愉快。活动准备：

洗衣粉、洗手液、洗发水、沐浴露等常见洗涤用品（一组一
种）；人手一杯清水；吹泡泡的工具；搅拌棒；座位安排
（前面放一排操作台）实物图标记。

1．提问引起幼儿兴趣。

(1)师：小朋友有没有吹过泡泡?

(2)引导幼儿讨论：在清水中加些什么可以吹出泡泡?

(3)幼儿认识洗涤用品。

2．制作泡泡水，引导幼儿观察各种洗涤用品在水里溶解的现
象。通过操作活动探索出不同的洗涤用品混合后能吹出更大
的泡泡。

（一）第一次操作（引导幼儿观察各种洗涤用品在水里溶解
的现象）

（2）幼儿交流操作过程



（3）教师示范，解释溶解现象，小结：洗涤用品加入水搅拌
后就在水里溶化了，们把这种有趣的现象叫做溶解。

（4）吹泡泡玩一玩（你们做的泡泡水吹出泡泡吗？），小结：
洗洁精更容易处出泡泡，泡泡水浓就容易吹出泡泡，适时进
行安全教育。

（二）第二次操作（通过操作活动探索出不同的洗涤用品混
合后能吹出更大的泡泡。）

（1）把刚才小朋友介绍的方法用一用。

（2）也可以加入两种或者更多种的洗涤用品混合后再吹泡泡，
你发现了什么秘密？

（3）幼儿交流经验

总结：不同的洗涤用品混合后能吹出更多更大的泡泡。

3．结束部分

播放音乐，幼儿随教师出活动室

幼儿园教学反思记录神奇的树叶篇四

1、尝试用洗涤用品调出泡泡水，知道洗涤用品在水里能溶解
会产生泡泡。

2、激发幼儿对科学的探索兴趣，使幼儿产生愉快的情感。

3、培养幼儿以小组为单位动手探索的能力，提高团结协作能
力。

1、塑料吹管、小勺、小碗若干。



2、洗衣粉一袋、餐洗一瓶、洗手液一瓶（都贴有数字标签），
泡泡水两瓶（吹具形状不同）

3、塑料小盆三个（贴有数字标签），凉水一桶，水杯一个。

一、导入：

教师吹泡泡，让幼儿观赏，激发幼儿学习兴趣，引入课题。

二、展开：

1、要求幼儿三人一组分工合作。教师讲解合作规则。要求幼
儿一定负责好自己的工作。

2、幼儿认识操作材料。教师：今天准备三种洗涤用品，他们
是1号、2号和3号？猜猜一号是什么呢？妈妈洗衣服的时候把
它撒进去，是什么呢？（2号和3号教师给予相关提示）

3、幼儿初次尝试用洗衣粉调制泡泡水。

（1）为幼儿分发同样多的水，幼儿每人舀一勺洗衣粉，然后
小棒搅拌，试吹。

（3）把洗衣粉的.水倒进1号小盆，并冲洗干净

4、尝试用餐洗净和洗手液制作泡泡水（步骤同上），用自己
制作的泡泡水吹泡泡，分享成功的喜悦。

5、你是怎样弄出泡泡来的？泡泡为什么能飞起来？为什么有
的泡泡大？有的泡泡小？寻找泡泡与吹具的关系，引导幼儿
认识不同形状的吹具。 小结：形状不同的吹具吹出的泡泡都
是圆形的。

6、游戏体验——吹泡泡



（1）幼儿用自己制作的泡泡水吹泡泡，分享成功的喜悦。

（2）教师引导说出泡泡的特性。引导幼儿手拉手围成大圆圈，
模仿泡泡飞高、飞低、爆炸等动作。

三、带领幼儿到户外吹泡泡，进一步观察泡泡。

幼儿园教学反思记录神奇的树叶篇五

1、感知不同糖果的特征。

2、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发现。

3、建立保护牙齿的意识。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能大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体验成功的快乐。

重点：运用多种感官感知不同糖果的特征。

难点：表述自己的发现，并愿意与教师、同伴交流、分享。

物质方面：

1、设置糖果王国的场景。

2、软糖、硬糖分类盒各一个。

3、棉花糖、水果软糖、咖啡糖、话梅糖、薄荷糖等。

4、垃圾桶若干。

经验方面：鼓励幼儿在家练习独立剥糖果。



一、进入糖果王国

小熊要邀请小朋友们到糖果王国去做游戏。

二、感知糖果的特征，体验认识糖果的乐趣

（一）幼儿自由的感知，初步探索糖果的特征，与同伴交流

跟同伴说一说你的糖果朋友是什么样子的？”

（二）进一步感知糖果的特征，交流自己的发现

1、摸糖果、捏糖果，感知糖果的质地

（1）用手摸一摸、捏一捏，你的糖果宝宝是什么样的？”

（2）分清软糖和硬糖：软糖可以捏动，硬糖捏不动。

（3）互动游戏：送糖果宝宝回家。

出示两个分类盒，一个为软糖宝宝的家，一个为硬糖宝宝的
家，请幼儿把自己的糖果朋友送回自己的家。

（4）请小熊检查幼儿送的情况。

2、看糖果：了解糖果的外形、颜色

（1）用手摸一摸、捏一捏，你的糖果宝宝是什么样的？”

（2）介绍糖果宝宝的颜色、形状。

3、剥糖果、闻糖果：感知糖果的气味

闻闻看，糖果宝宝有什么气味？”



4、品尝糖果：了解糖果的味道。

（三）糖果的特征

有不同的气味，吃到嘴里甜甜的，酸酸的，凉凉的，有许多
种味道，真是太神奇了。

三、吃糖的益处和害处，建立护牙意识

（一）情景引入：这时小熊捂住嘴说：“哎哟，我的牙齿怎
么这么疼呀？”

（二）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小熊为什么牙疼
呀？”

请幼儿说一说该怎样做才能保护牙齿。”

（三）小结：吃完糖以后一定要刷牙漱口；要少吃一些糖

保护牙齿很重要；保护牙齿的方法多。

《神奇的糖果》的教学内容源于幼儿的日常生活，源于幼儿
的兴趣。整个活动以游戏化、情节化的形式展开。活动中创
设了良好的游戏情节，提供了丰富的、开放性的可供小朋友
进行探索的材料，充分调动了大家学习的主动性，使小朋友
始终在积极的状态中自主地学习。活动改变了以往传统数学
教学的模式，更加注重对幼儿能力、习惯及情感等非智力因
素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