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雪景教案反思 幼儿园教学反思(模
板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
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
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雪景教案反思篇一

一次教学观摩活动，主题是“有用的调味品”。幼儿兴致很
高，纷纷选择食物加入调味品，然后品尝自己调制的食物。
教师随之与幼儿进行交流。

师：你加了什么调味品?吃起来怎么样?

甲：我在西红柿里放糖了，好甜!

师：是呀，放了糖更好吃了!

乙：我放了沙拉酱，真好吃!

师：是呀，调味品真好!

(许多幼儿说自己放的调味品好吃，教师都积极回应，给予充
分肯定。)

丙(小声地)：不好吃的，好酸!

(几个幼儿也接连应声说自己的调味品不好吃，“好
成”、“好辣”……教师看看他们，没有任何反应，顾左右
而言他。)



师：我们再尝尝别的调味品吧

(幼儿再次操作。)

带着疑问，我仔细看了教案，顿时明白了。原来活动目标的
第一条是“让幼儿感受到调味品能让食物变得好吃”。看来
是这个“指挥棒”在起作用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教师念
念不忘活动目标，以目标的达成为最终目的，因而在活动实
施中尽量避免节外生枝，极力促使幼儿直奔目标。

那么，这些“逆耳”的言语真的有悖于目标吗?未必!调味品
能让食物好吃，不假，但有前提：调味品必须使用得当。那些
“逆耳”的言语给出的信息是：调味品如果使用不恰当，食
物就不好吃。这不正是从另一个角度对目标的探索吗!为什么
教师听着觉得不顺耳呢?因为教师片面追求目标的实现，没有
准确地理解与把握目标的内涵，因而把这些有价值的言语看
作背离活动目标的、没有价值的、不和谐的音符。

现实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教师往往会积极回应顺耳的言
语，而对逆耳的言语听而不闻，甚至表示不满。无怪乎有人
说，“在教育活动中，儿童很多时候在附和老师。老师希望
他们说什么，他们就努力说什么，以求得到权威的认可。”

教师听不见的病根在哪里?就在于片面追求目标，只见目标、
不见幼儿，急于寻求符合标准的答案，千方百计牵着幼儿顺
应目标。这导致“预设”与“生成”势如水火，活动中闪现
的生成“火花”也被无情地扑灭。

提倡目标意识有其积极意义，但把握不好也有一些负面作用，
如一切围着目标转，过分追求目标达成等。那么，要不要关
注目标呢?回答是肯定的，但决不能片面地理解。

一不能死扣目标。既定目标终究是预设的，还需在活动中检
验。检验的依据就是幼儿的反应。教师要从幼儿的实际出发，



及时修订目标顺应幼儿，而不是强求幼儿符合目标。

二不能目标在前，幼儿在后。教师不能片面以目标的达成
为“终点”，而应该“幼儿在前，目标在后”。也就是说，
目标要来自幼儿，追随幼儿，顺应幼儿。

三不能片面评价活动的成败。评价是杠杆，起导向作用。目
前，对活动的评价往往以目标是否达成为基点，以成败论英
雄，这导致教师唯目标是从。因此我们要改变这种评价取向，
关注教师对活动的组织和把握，对活动中“生成”价值的捕
捉和利用，以及对幼儿行为的引导与反馈。

雪景教案反思篇二

《小白兔和大黑熊》是一个很有趣的中班音乐游戏，aba式的
音乐分别表现出小白兔和大黑熊不同的出场时间和动作特征，
如何让孩子们在欣赏过程中，去感觉音乐所表达的内容？针
对这个活动，我做了尝试。

我们都知道中班孩子的思维以具体形象为特征的，需要直观
的教具和具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理解音乐。所以在音乐欣赏
之前，我先在网上搜索到了该活动的ppt。活动时，我边出
示ppt，边讲述故事。然后，播放音乐，请孩子们辨别音乐分
几段，分别是谁在走路？孩子们很快就辨别出开头和最后是
小兔子在走路，中间是大黑熊在走路，一共三段。

接下来我分别播放小兔子和大黑熊的音乐，让他们用动作来
表现出这两种动物走路的明显特点。在孩子们幼儿掌握好动
作后，我引导他们再次完整地欣赏音乐，一起用动作来表现
音乐的内容，孩子们做得可投入了。最后，我们分角色进行
游戏。请个别幼儿扮演大黑熊，其他幼儿跟随我一起扮演小
兔子，我们一起尽情地游戏了好几遍，孩子们还意犹未尽地
说还要玩。



整个活动进行下来，我和孩子们都觉得非常酣畅淋漓。我的
感觉是：活动中，孩子们主动积极，游戏时角色意识强，非
常投入。孩子们则是玩得很高兴。

总结本次活动成功之处：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采用了直观
的教具，结合语言引导，配上旁白式的音乐，引导幼儿充分
感受了音乐的内容和两种角色的不同特点。如此层层递进的
方法，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每个孩子都体验到聆听和
表演的快乐。

雪景教案反思篇三

糖果是小朋友都熟悉并喜欢的，各种口味的糖果让幼儿一直
都口留余味，如果能有吃不完的糖果那该多好呀。故事《糖
果雨》就让幼儿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对于糖果，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所以在引出话题时，
我就鼓励幼儿一起回忆自己的经验：你吃过糖果吗？你吃过
那些口味的糖果？“牛奶味、草莓味、香蕉味、巧克力
味....”听小朋友这么一说，我发现原来糖果的种类和口味
还真是多呀，有了生活经验的铺垫，小朋友一起开始理解故
事内容。

看到天上突然飘来的神奇的糖果云，糖果云还一直下糖果雨，
赶快去捡呀！于是我抛出一问题：小朋友赶紧去捡糖果呀，
你可以用什么去装糖果呢？小朋友一下子来了兴趣，有的说：
用汽车装，有的说：用篮子装，心大些的孩子说：用大篮子
装，更有些朋友说：我用飞机装飞机飞到天上把云上的糖果
全装下。真是人小心大，这显然是脱离实际的盲目幻想而已。
我说：“我们还是像个切实可行的办法，要知道，这片云朵
一会就要飘走了哟。”小哦朋友还是不肯就此罢休，都在想
用更大的东西来装。我就示范了一句：“要是我的话，我就
抓紧时间抓住机会，用自己的衣服，帽子和鞋子来装糖果了。
“小朋友见我这么说都笑了。我趁机说：“要知道即使是自



己喜欢的东西，也不能一下子要很多哟。”我想作为语言活
动，再让幼儿理解了故事内容基础上，还应给予幼儿更多，
比如：谦让，懂得适可而止，懂得满足。

糖果云最终还是要飘走的，小朋友们失望了，接下来却有来
了一个提高兴致的问题：“假如你是魔法师，你想下什么雨，
下到哪里去？”小朋友的回答都是围绕自己的生活圈来说的，
“我要下巧克力雨，我要下到幼儿园里，让小朋友们全都能
吃”、“我要下蛋糕雨，下到外婆家去，让外婆吃。”我就
赶紧补充一句：“要是我呀就想下一场米饭雨，让那些没有
东西吃的人可以吃得饱饱的。”于是孩子们也你争我抢的说，
“我要下场快乐雨，让大家都开心起来”。“我要下棉袄雨，
穷孩子就不会被冻死。”突然间孩子们想到了为他们着想，
而不是只顾自己，收获的是比说教得来的更多的真情流露。

雪景教案反思篇四

班里孩子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孩子有19个，女孩子却只有5
个。男孩子活泼好动的天性，导致整个活动室经常是乱烘烘
的。而且，我发现，我们的孩子总喜欢扯着嗓子大声说话，
使得一次好好的交谈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对于整个集体，若是天天生活在这一嘈杂的环境中，不仅会
影响孩子的听觉，更加会影响他们的情绪以及注意力。研究
表明，一个人若是经常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易形成焦虑、
烦躁不安的情绪。尤其对孩子，原本是无忧无虑、轻松自由
的他们，却过早地感叹染焦虑，那是地孩子多大的摧残啊!

那么，孩子为何会这么大嗓门地说话呢?天生这样吗?遗传的
因素固然有，但更多的是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有时，几个孩
子在共同讨论一个话题，大家都有很强的表现欲，都急于表
达自己的观点。于是争先恐后，互不相让，你一言我一语。
而这时候，有的孩子为了引起同伴的注意，往往会采用大声
嚷嚷的方法，以为只要自己大声地喊，就能超过别人的声音，



就能被大家所听到。你的声音这么大，我的声音比你还要大。
这样就造成了“一浪高一浪”的现象。

仔细反思，孩子中间产生这种现象，作为老师的我们，其实
也有着不可推卸是责任。活动中，我们往往会忽视很多个体
的存在，无视他们的反应，无视他们的心理，更无视他们的
语言。其实，就在某个角落里，有一双充满期望的眼睛正在
看着你。就因为老师的忽视，而使他们失去了表现自我的机
会，剥夺了他们表达的权利。这个时候，那些表现欲强烈的
孩子往往会大声地把自己的想法喊出来。因为，在他看来，
只有这样，才能引起老师的注意，才会让大家听到自己的声
音。而我们的老师，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为了维持
“你是学生，我是老师”的师幼关系，则会用更高分贝的音
量来压倒孩子，稳定局面，觉得只有这样做才不失老师的尊
严。殊不知，下面有着一双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在注视着你，
你的一言一行都将成为他们效仿的对象。

久而久之，这一切都将成为一个恶性循环。孩子的声音越大，
老师也就越想压过他们。而老师的声音越大，孩子也会试图
用更大的音量来引起老师的注意。

雪景教案反思篇五

这是一首简单的诗歌，整节课幼儿在学习诗歌理解诗歌内容
的过程中，能够较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能够用简单的
动作表现小雨点以及花园里的花儿、池塘里的小鱼、田野里
的麦苗的快乐心情，在快乐中我真切感受到他们对春天的喜
爱。

1、教师当的语言运用是语言活动的关键。

语言活动的本生应该具有生动性、准确性、趣味性，这样对
于幼儿认知和情感态度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本节
课中开始的时候我先让孩子听了沙沙沙的春雨声音，引导幼



儿回忆已有经验，然后用较为生动的语言，我边做动作表达，
这么美的画面，我讲的仔细，孩子们也听得认真。

2、恰当的环境和材料，是目标达成的基准。

本节课为了让孩子在教师语言的表达过程中我还准备了丰富
的教学图片资料，幼儿通过观察画面探索问题，感知到春天
的快乐。在准备图片材料的时候，为了让孩子有大胆不同的
想法，我作画准备的图片没有局限于教学内容中，还加入了
森林，果园等内容，为了让孩子更好感知，还准备了“小雨
点”。

3、运用多中语言教学策略。

在语言活动的认识方面，我进行的时候加入了游戏“小雨点
找朋友”，让幼儿为小雨点找朋友，找到朋友后大胆鼓励幼
儿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