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可爱我的家乡教学反思中班(优质5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
大家分享阅读。

可爱我的家乡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我们班的孩子们在平时玩球的时候总是愿意用来扔,所以我想
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条件,让他们扔得更开心,并且能锻炼幼
儿的手眼协调能力。这次的体育游戏，我选择了球类，本来
我想用大的皮球的，但是我又考虑到孩子的手臂力量还不够，
皮球的体积过大，孩子们对于皮球的抓拿和扔、投，未必会
掌握的很好，所以我还是选择了体积比较小的小皮球，这种
小朋友可以比较方便于幼儿的抓握，可以先引导幼儿学习球
类的抛投。

纲要中指出科学教育的目标是：“对周围的事物、现象感兴
趣，有好奇心和求知欲。能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交流探索的
过程和结果。”科学教学应该是从幼儿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知
识背景出发，向他们提供充分从事科学活动和交流的机会。
我首先用舒缓的音乐形成轻松的活动气氛，认识时钟时，为
幼儿准备足够多的材料，说明时钟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用性和
普遍性，使幼儿充分感受时钟就在身边的生活中，认识时钟
对学习、生活有很大帮助，从而激发幼儿学习情趣和学习动
机，促进幼儿主动去探究新知。

教学之余，我除认真参加学校及教研组组织的各种政治业务
学习外，还订阅了教育教学刊物，从理论上提高自己，完善
自己，并虚心向其他老师学习。



可爱我的家乡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最多的省份，其中人口在5000以上的民族
有26个，出汉族外有25个少数民族。每个少数民族有着各自
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丰富多彩的艺术生活，歌舞、绘画、工艺
等艺术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我们文山州的孩子从小在少数民
族聚居的地方生活，甚至自己就是少数民族，对于各种民族
特别是苗族和壮族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3--6岁儿童学习
与发展指南》中社会领域的目标中指出：5--6岁的幼儿应知
道自己的民族，知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还能说出自己
家所在的省、市县名称知道家乡的代表性特征。特设计此活
动让幼儿能更加深入的了解云南、了解家乡，从而激发幼儿
热爱家乡的情感。

二、活动名称与内容

可爱我的家乡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本周有一节认识少数民族的社会活动《民族村》。这节活动
中需要孩子对常见的少数民族有初步的认识，为了给孩子铺
垫足够的经验，我特意做了一份调查表《我知道的少数民族》
分发给孩子，并叮嘱他们和爸爸妈妈一起收集资料，讨论了
解这些少数民族的特点和习惯等。孩子们拿到调查表都十分
兴奋，纷纷说：“我要和妈妈一起调查藏族！”“我要调查
维吾尔族！”看到他们的反应，我觉得这节社会活动一定是
在孩子畅所欲言的分享中进行的。

周一孩子们将自己的调查表交到我手里，填的满满当当的调
查表让我感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认真的态度，还有的家庭收
集了图片资料、用画笔画出来......我对今天的活动更有信
心了，然而到了今天的'活动中我才发现现实与想象仍存在一
些差距。当我请孩子们来分享自己的调查结果时，一些孩子
说出了令我哭笑不得的话：“老师，我不认识字，我不知道
写的是什么。”有近乎一半的孩子调查表都是父母当做作业



填写的，孩子根本不清楚内容。

当然，有一些孩子也能够生动形象的将自己的调查大方的分
享给大家，甚至还有孩子用了少数民族的行礼方式给大家问
好，特殊的问好方式将大家的兴趣带动了起来，我索性临时
改变了教学计划，将活动重点从讨论分享转为师幼共同了解
交流，通过观看图片、视频、讨论交流等对几个常见的少数
民族进行初步的了解和认识，调整之后整个活动幼儿的兴趣
较高，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初步萌
发幼儿热爱祖国大家庭的情感，活动整体效果较好。

当然这节活动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幼儿与家长在前期收集
资料阶段较为仓促，部分幼儿分享自己调查结果时略显不足。
教师前期应与家长加强沟通，明确在亲子作业中家长更多的
是陪伴、合作而不是代替，让家长对于亲子作业重视起来。

可爱我的家乡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活动目标

1.能用语言、舞蹈、游戏等多种形式表现自己对祖国少数民
族的情感。

2.积极参与“民族大联欢”活动。

3.能与家长共同活动，感受联欢活动的快乐。

活动准备

1.幼儿对我国汉、藏、蒙古、维吾尔等主要民族的风俗习惯、
代表性歌舞已有一定了解。

2.活动前幼儿已按自己的意愿准备好一种少数民族的服装及
歌舞，并绘制好表现各民族特色的门票。



3.活动前幼儿园准备好各民族的风味小吃，并和幼儿一起将
操场四周布置成各民族的场景。

4.发放通知，邀请家长参加“民族大联欢”活动。

活动过程

1.智力大冲浪(分班进行)。

――以抢答的形式进行“祖国之最”的知识问答。

――出示相关物品，说出是哪里的特产。

――教师或幼儿表演简单的、具有代表，性的动作或语言，
让幼儿猜测他表现的是哪个少数民族。

2.民族联欢舞会(全园大班幼儿)。

――做准备工作。教师、家长协助幼儿按自己的角色化妆。

――藏族舞：北京的金山上。

――维吾尔族舞：掀起你的盖头来。

――朝鲜族舞：苹果舞。

――蒙古族舞：骑马。

――汉族舞：秧歌舞。

――集体舞：《歌声与微笑》和《爱我中华》。

3.品尝风味小吃。

――和爸爸妈妈一起凭自制的门票品尝风味小吃。



――边吃边说说是什么民族的风味小吃。

活动建议

1.这个活动由大班年级组联合举办，需二课时。组内老师分
工合作，分别担任主持及各民族舞蹈的负责工作。幼儿可打
破班级界限，自愿参加其中一种民族舞蹈的.表演及准备活动。

2.活动中的演出服装可由幼儿与家长共同准备，也可由幼儿
园提供。

3.活动中的第一环节可由主持人提问，也可由幼儿出题。

活动反思

活动始终把对幼儿的情感教育一直贯穿其中，结合教学内容，
充分挖掘社会资源，联系幼儿的生活经验，有效拓展孩子们
的心灵空间，从而充分发挥教学资源的效能。利用现代化的
教学手段，让幼儿了解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让幼儿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等。通过活动的教
学实践，认识到教学成功与否，幼儿掌握程度如何，关键在
于教师如何创造性地设计活动教学。

可爱我的家乡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1、知道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省份，初步了解几个
典型少数民族的'习俗，感受家乡多民族的特点,激发幼儿热
爱家乡的情感。

2、感受参与集体活动的快乐。

重点：知道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省份，初步了解
几个典型少数民族的习俗。



难点：风俗与民族的对应。

四、活动准备

1、知识准备：请家长帮助幼儿查阅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的资料，
让幼儿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自己是少数民族的幼儿。

2、物质准备：

（1）请幼儿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上幼儿园。

（2）3--4种少数民族音乐各40秒左右。

（3）各民族图片课件和各民族习俗图片课件。

五、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1、请幼儿观看图片，说说自己知道的民族有哪些？（师幼交
流）

2、教师小结：大家说的民族大部分我们云南都有，云南是中
华民族最多的省份。

（二）基本部分

1、初步了解云南少数民族服饰。

（1）教师结合幼儿穿的民族服装重点介绍壮族、苗族、彝族、
佤族、傣族的服装特点。（幼儿有自己讲解的时间）

（2）请穿民族服装的幼儿表演服装秀。其他幼儿说出他们的
民族。



2、初步了解云南少数民族的习俗。

（1）教师结合课件简单介绍云南少数民族的不同习俗。

（2）请少数民族小朋友介绍自己民族的习俗。

（三）结束部分

播放各少数民族音乐，全体幼儿一起跳舞。

六、活动延伸

幼儿外出旅游带回有少数民族服饰与习俗的图片集体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