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袋鼠旅行记教学反思中班(通用5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袋鼠旅行记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计算活动《动物旅行社》是《动物，我们的朋友》这个主题
中的一个教学活动，主要是让幼儿认识月历，了解一年有12
个月，大部分有30天或31天，一年共有365天。引导幼儿知道
日历是记录或查看时间的工具，学习查看它们的方法。

在这个活动的教学中，我创设了爸爸妈妈要出去旅行这么一
个故事情节，以幼儿熟悉的旅行引出课题，让幼儿根据机票
知道旅行的具体日子。直观的出示月历或台历，引导幼儿去
观察这些数字的排列顺序，并数一数，知道每个数字代表一
天，对比不同的月历，知道每个月基本上有30或31天，一年
有12个月。结合游戏情节，要求幼儿根据小动物机票上的'日
期在月历上找到相应的日期。将台历放于数学区域中，引导
幼儿在区域活动中多看看，学会查看日期的方法。

经过上面这些环节下来，孩子们都能说出每个月有30天或
者31天，也知道哪几个月是30天，哪几个月是31天，还有一
个2月份是28天或者29天，一年有12个月。大多数小朋友都知
道自己的生日是几月几日，但是也有个别的小朋友只说出自
己是几号，不知道是几月，所以在月历上查找自己的生日所
相对应的日期的时候出现了麻烦，找不到自己的生日，因为
每个月都有这个日子，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下，在孩子的档案
里找到了他出生的月份，终于这个孩子也找到了自己的生日



日期。

这个活动，给予了孩子们一个生活的常识，是孩子们终生都
享用的知识，我觉得这个教学内容我们可以把它放进我们的
区域活动中的益智区域，在那里投放上一个日历，台历，一
些飞机票、火车票等活动的操作材料，让幼儿在区域活动中
经常地去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

小袋鼠旅行记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设计思路：数学是抽象性、思维性很强的一门学科。但有时
候其实数学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经常的接触，只有长期的积
累和运动，才能促进其幼儿的智力发展。日历在我们的活动
中是经常见到的，然而对于大班的幼儿而言，能真正了解、
看懂日历，并非易事，因此我巧妙的运用生活经验，让幼儿
与小动物一起认识了“年”、“月”、“日”，并学会了看
日历。

活动目标：

1．观察、发现日历上的数字排列规律，根据已有条件找到相
应的日子，

了解一年有12个月，并学会看月历。

2．能读出每月的日期，知道不同的月份天数是不一样的，并
体验日历给我们带来的乐趣。

活动重难点：学会看日历，知道日历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甚
广，并能感受到日历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活动准备：

挂历一份、自制飞机票人诺干份、《数学》册、铅笔、橡皮



活动过程：（一）借助日历，帮助幼儿复习对年、月、日的
认识

1.谈话引题，为了考考幼儿，教师出示字“年”，让幼儿认
读这个字。

再次出示一个字“月”，继续让幼儿认读。

最后出示一个“日”字，幼儿继续认读。

教师总结：小朋友们都很聪明能认
识“年”、“月”、“日”，那你们知道今年是“20xx年”呢？
对了xx年，今天老师还带来了一张日历，我们一起来看看。

2.在投影仪上出示日历，让幼儿认读“xx年”。

那一年有几个月，你们知道吗？（12个月）你是怎么知道的？

看着投影仪上的月份数读一遍。（1月、2月、3月……12月）
原来一年有12个月。那明天有几个月呢？原来每年都是有12
个月。

4.太神奇了，原来日历中有那么多的`秘密。

（二）示范讲解，初步让幼儿了解对日历价值的认识

1.那你们知道上次我们去秋游是x月x日吗？（11月16日）我
们在日历上找出来，先找月后找日，为了记住这天，我们可
以把它圈出来。

2.巩固练习，那你们知道今天是x月x日吗？（20xx年11月25
日），请一个小朋友来找出来，并也圈出来。

3.教师小结：我们想了这个办法后，以后就不会忘记这些重



要的日子了。

（三）进一步让幼儿学会认读日历，能根据已有条件找到相
应的日子

1.小动物们也很聪明，他们也跟你们一样学会了这个办法，
我们一起看一看。

2.最近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很喜欢干一件事情，那就是到处去
旅行。小动物们纷纷去动物旅行社报名，拿着飞机票高高兴
兴的去旅行了。

3.小猫、小狗、小兔最先拿到了飞机票，飞机票上有出发的
日期，我们一起去看看。（11月30日、12月19日、12月27日）

5.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还可以用这样方法记录更多的东西，比
如：记录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生日，也可以用这个办
法，今天回去后也可以来试一试哦。

（四）数学练习《动物去旅行》，巩固加深幼儿对日历的认
识

1.杨老师为了检验一下你们有没有学到这个方法，又有题目
考考你们了。

2.教师把数学册放到投影仪并讲解要求：等一下把数学册翻
到第21页。

3.我们先一起看一看：左边是日历，右边是飞机票，动物们
拿着飞机票要出发了，我们一起去帮他们找找吧，注意：找
到这个日期后，圈出来后要画个不同的标记。并在已找到的
这个动物旁边打个小勾。这样我们就不怕会漏掉了。

4.幼儿操作。



5.你做完作业后可以请你的爸爸、妈妈帮你检验一下。

展开阅读全文

小袋鼠旅行记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语文课程标准》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和自信
心”，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作文最重要的
内驱力”。因此，我认为要把“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和自信
心”放在作文教学的首要位置，让学生愿意写作、热爱写作，
变“要我写”为“我要写”。

本节课的作文教学内容为写一种动物，对于五年级学生来讲，
这次习作要求为：

1、能读懂例文，知道作者是抓住鸽子的外形和动作两个方面
的特点，把鸽子写得很有情趣的。

2、观察小动物，并模仿例文的写法，写自己喜欢的一种动物，
把动物的外形特点和生活习性写具体。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抓住小动物的特点进行描写，课前我让学
生观察小动物，并收集关于描写动物的好词不达意好句，读5
篇关于描写动物的好作文。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激发学生的
写作欲望，我还请杨志杰和易铭豪同学分别从家里带来小乌
龟和小兔子，课前准备时让他们去观察。课堂上，我引导学
生从动物的外形特点、生活习性等方面抓住小动物的特点进
行介绍，然后层层深入，引导学生讲出与小动物相处时的难
忘情景，再让他们动笔习作。临近下课时，我又出示一组动
物与人和谐相处的图片，学生看后感慨万千，我以此为契机，
激发学生从内心去感悟：原来人与动物也可以和谐相处，创
造如此美好的境界！这样，再让学生把自己的感悟写到文章
的结尾，使中心得到升华！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成功的欢乐是一种巨大的情绪力量。
它可以促进学生学习。”儿童心理学也告诉我们：获得成功，
体验乐趣，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手段。在作文教学中，应
该积极运用这种激励理论。强烈的成就感使人前进的动力会
更大，学生写作也是如此。以前我的作文评讲课大多是教师
的一言堂：先念一两篇优秀作文，再不点名地批评一下学生
作文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几点今后作文应注意的问题。
在这样的作文评讲课上，学生总是处于被动地位，而且课堂
气氛是比较沉闷的。最近，我对自己的作文评讲课进行了反
思，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作文评讲课
也应该以学生为上作，即尽量让学生参与作文评讲；作文评
讲课也应体现出对尽可能多的学生的.鼓励，而不只是老让少数
“写作尖子”频频亮相；作文评讲课应该充满民主气息，面
对作文，师生平等对话，其至可以争鸣；作文评讲课在形式
上也应尽可能新颖生动活泼，以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

于是，在现在的作文教学中，我也经常给学生提供一个佳作
欣赏的交流平台，在平时的作文批改中，我特别注重积累讲
评资料。比如在批改作文时，要及时记下学生作文中的优缺
点、典型的例子、某种有倾向性的问题等。在课上，学生经
过评改实践，准确地记住了写作的共同要求，深刻地理解了
写作方法，并且学会了取长补短。新颖的评改形式激发了学
生的写作欲望，增强了练笔兴趣。同时，学生每写完一篇文
章，积极鼓励学生在作文后面写上自评，促使学生再度审视
文章，更好的自我评价、自我反思、自我修改。如自己的字
是否有进步？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优点在哪里？哪些地方
不太满意？是否表达了自己的真情实感？有无创新之处？可
评为几类文？使作文评改成为自己再学习、再创作、再提高
的过程。

小袋鼠旅行记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晶莹剔透的水滴，是天使的眼泪，这些水滴跑到松软的云朵
里化成雨，滴答!滴答!当小水滴们正要落下来的时候，似乎



还不知道他们即将展开一场深远的旅行。

它们的第一站是高楼大厦的屋顶，它们一起手拉手等待着每
一个同伴的到来，好像户外教学集合等待到齐一样。“哇！
你来啦？”“我们一起走吧！”“你们好”它们即将进入不
可预知的下一站。

它们的第二站是鸟语花香的花园，这里有五彩缤纷的花草树
木，也有路过此处避雨的燕子，还有撑着粉红小伞的小女孩，
它们滋润了花园里的花草树木，接下来向燕子们招招手，打
个招呼，之后又在小女孩的伞上尽情的跳着踢跶舞，在花园
里停留了许久，才进入第三站。

第三站是巨大无比的水库，这里有不可计数的水滴朋友们，
它们叠在一起玩着好玩的叠罗汉游戏，接着是最好玩的溜滑
梯，溜到每一个家里，洗涤着他们需要清洗的东西，接着踏
上最后一站。

水滴们回到了天空，回到了朵朵白云的怀抱，他们已经疲惫
不堪，它们躺在洁白的云上面休息，他们经过了一场深远的
旅行，他们正期待着下一次的旅行会更精采，会更有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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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袋鼠旅行记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1.课前预习，提供学习助力。

做好课前预习，提前准备好整本书《骑鹅旅行记》，在老师
的积极引导下，学生都在读这本书，还认真地作批注和摘记，
为学习课文做好铺垫。

2.重点词句，感悟人物形象。

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词语，如“不怕他、凶他、
吼他”，结合句子进行品读，通过有针对性的提问，把学生
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和想象能力充分调动起来，对学生进
行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

3.结合文本，从课内到课外。

指导阅读文章中的精彩篇章，掌握阅读方法，提高学生的阅
读理解能力和欣赏能力。鼓励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阅读
整本童话名著，可以写续集，可以做摘记，可以把自己喜欢
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角色用画画出来，可以讲一讲，演一演。
这样不仅加深了对整本书的理解，也让学生学到了阅读的方
法，激发了阅读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