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学路上大班教学反思(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上学路上大班教学反思篇一

一年级的小朋友特别喜欢上《品德与生活》课，每到这节课，
他们会异常兴奋，摇着手里的书跑来问：“老师，今天上什
么课呀？”所以每逢上课，总要好好准备一番。在《上学路
上》的教学设计中，我将学生的生活引入课堂，创设生活情
景，让学生体验真生活，感受真教育，并且是在快乐中体验
和感受。

我利用生动形象的课件播放《康康熊在上学路上》和《小熊
和小猴的故事》，这种模拟生活的场景，学生感觉特别有意
思。然后就像孙悟空一样火眼金睛地发现小熊小猴上学路上
出现的问题，在愉快中去感受，去体验，去思考。这节课人
人学习情绪高涨，个个争先恐后，在这种心态下学习，事半
功倍。

通过录像中的片段来层层展开，让学生辨析是非，讨论应该
做些什么，在做的过程中应注意什么。一个个简单生活情景
的再现，引导了学生进行自我发现，自我批判，从而深化了
上学放学路上不能玩的道德认识。

让学生把课堂上明白的道理落实到行动上，实现了课堂教学
回归生活这一理念，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我觉得这样的课
虽然看上去不是热热闹闹，然而却是实实在在的，是从生活
体验中激起了学生真正的思考。

另外，通过画上学路线和玩交通安全棋，培养了学生的自我



保护意识，知道了上学不能迟到，掌握了一些基本的交通规
则。学生表演指挥，玩棋等多种多样的方式，掌握了本课的
内容，达到了应有的效果。

上学路上大班教学反思篇二

新一轮的课程的方向就是让课程回到生活，让课程联系生活，
让课程关怀学生，让课程走近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课
程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复兴。陶行知先生说：“从定义
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的
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而“教育要回归儿童生活”，这
也已经成为品德课教学追求的一个基本理念。《品德与生活》
课程标准指出：儿童品德的形成源于他们对生活的认识、体
验和感悟。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必须贴近儿童的生活，反映
儿童的需要。在《上学路上》的教学设计中，我试图将生活
引入课堂，创设生活情景，让学生体验真生活，感受真教育。

著名教育家顾泠沅说：“在课堂教学里对教师最有意义的是
孩子学习动机的激发，也就要使学习的内容让孩子感兴趣，
对有了兴趣的事，孩子就会认真把它学好。”这话表明，热
爱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最大的动机。我先让学生说一说自
己每天上学要经过哪些地方，学生积极发言，再让学生把它
们画下来。学生一看自己每天都要走过的那条熟悉的路搬到
图画上来了，特别感兴趣，画出来的画也就很逼真。学生探
索学习的积极性得以发挥，课堂教学活动就变得灿烂和丰富
多彩。

儿童品德的形成源于他们对生活的感受、认知、体验和感悟，
他们对生活过程体验的越充分、越细腻，感悟的就会越到位、
越深刻。在教学中，我们要重视儿童已有的生活经验，找准
教材内容与儿童生活实际的联系，让学生充分联系自己的生
活实际，在回顾生活过程中，深化道德认识。我通过再现学
生在上学路上玩卡片、玩蚂蚁；在零食摊上吃零食；在小店
里玩摸奖游戏，买小玩具等情境，请学生演一演，进行劝说，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有的`说：“老师，我觉
得在马路边的小摊上买东西吃太不卫生了。汽车开过灰尘都
粘在食物上了，太不卫生了。”有的学生说：“我觉得在路
上玩卡片、玩蚂蚁，不卫生，而且玩着玩着上学的时间都会
忘记了。”有一个学生难为情地说：“老师，我就在路边玩
蚂蚁，结果迟到了，下次我再也不在上学路上玩耍了。”一
个个简单生活情景的再现，引导了学生进行自我发现，自我
批判，从而深化了上学放学路上不能玩的道德认识。使学生
懂得在上学途中要注意安全，学会自我保护。教学活动情境
丰富、优化，让学生开动多种感官，对多媒体情境设计进行
全面细致的观察。学生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生活，用自己的方
式研究生活，培养了儿童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情感。

游戏竞猜、模仿交警叔叔指挥交通、玩交通安全棋，使他们
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认识了交通安全标志，学会了交通安全
规则，懂得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珍爱生命。真实生活情景
的再现牢牢地吸引住学生注意力，学生愉快地去感受，去体
验，去思想，人人学习情绪高涨，个个争先恐后，在这种心
态下学习，事半功倍。

总之，我们要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过真生活”，学生只有在
他们能感受到的、观察到的、正在过的生活基础上，才能过
更有意义的生活。《品德与生活》课只有真正走向生活，才
会使学生受到真教育。

上学路上大班教学反思篇三

1、知道自己的上学路线及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2、能运用各种标志、符号形象地设计上学路线图，并清楚地
进行讲述。

3、让幼儿尝试运用色彩来表现不同的情感，抒发内心的感受。



4、能学会用轮流的方式谈话，体会与同伴交流、讨论的乐趣。

绘制上学路线图、画纸、笔

1、你们都上哪所学校?

2、从家到学校都路过哪儿?

3、你们上学的路线一样吗?

1、出示一张上学路线图，引导幼儿注意观察路线图上每一个
地方运用的标志，与幼儿一起讲述。

2、提出画图要求。

(1) 画路过的地方、建筑物时，不仅自己要知道这是哪儿，
而且要设计一些标志让别人一看也知道这是哪儿。

(2) 画路线图时要画出路过的主要地方和建筑，而且这些地
方要画得大、清楚，标志要明显。

3、启发幼儿发挥想象设计路线图上的方向标志。

1、帮助能力弱的幼儿完成路线图。

2、具体指导、提示个别幼儿标志设计要清楚、明显。

1、小组之间讲述，交流上学路线。

2、展示全体幼儿作品， 请标志设计清楚、画法新颖的幼儿
为全班幼儿讲述。

1、交通安全常识。

上学过马路时，应该注意点什么?



2、要遵守公共道德。

有些小朋友上学要坐车，坐车时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我要上小学》这一活动是以幼小衔接为主，情感为主线的
一系列生动的活动。。，我们以幼儿参观小学掀开主题活动
的帷幕，到对小学的好奇、想要上小学，再到对幼儿园的依
依不舍、对老师朋友的分别，都体现了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
情感发展。与此同时，一系列活动中教师、家长的参与也是
我们作为成人参与者心灵受到了孩子们的触动，萌发了想要
为孩子留住幼年回忆的想法。

“走近小学”——我们组织孩子参观了回民小学，观摩了小
学的环境、操场、实验室等场景，并通过小学教师的见面、
解疑，消除了幼儿对小学的陌生感，担心自己没有办法适应
小学生活的无安全感，通过对小学生活、学习、交往的了解，
逐渐萌发了孩子们“我想上小学”的崇敬、兴奋的心理。在
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为孩子提供了一系列小学的材料、背景，
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歌曲、画面等等为孩子做了入学前
的心理适应工作。

“了解小学”——我们以墙饰创设为载体来了解孩子的真实
想法，孩子自己提出有关小学的问题，自己设计“了解小
学”的方案，并大胆实践，通过墙饰设计来表达丰富的情感，
来解答心中的各种疑惑。孩子在利用各种途径寻求知识、丰
富经验的过程中，各方面能力得到发展，他们以主人的身份
参与了整个环境的改变，满足了探究的需求，也对小学生的
生活、学习有了更多的了解。当墙面作为作品展示空间出现
在孩子面前时，是一种信息的传递。这种信息作用于幼儿头
脑中碰撞出新的生活经验，看到自己的成果能够与更多的小
朋友分享，他们是多么激动和开心，幼儿真正成为学习的主
人。

“离园时刻”——随着上小学的兴奋渐淡，离园的忧伤逐渐



提升，对幼儿园的不舍：滑梯、操场、玩具、乃至桌椅，都
是那么的依恋;对老师的笑容、声音、亲切，都是那么的难以
忘怀;对朋友的嬉戏、玩笑、生活，都是那么的难舍难分，孩
子们开始从对小学的模拟到一次次认真地模拟幼儿园的生活，
他们想要把幼儿园深深的刻在脑海，作为幼时最美好的回忆。
这时的我们，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尽力得想要为孩子们
做点什么。带着对孩子们的不舍，我们准备了大量的活动：
设计名片、离园纪念册……都以情感、友谊、亲情为主线的，
家长们更是积极参与，给孩子们准备了离园小礼物、拍照、
摄像，通过多样的方式为孩子留住这一切的美好。

通过这次主题活动的开展，给了我们不少启示。孩子的兴趣
与需求是活动的生长点。作为教师，我们要满足孩子的兴趣
与需求，并为孩子提供展示的物质条件和实现想法的精神空
间。主题是孩子积累经验，学习知识的过程，教师是活动的
主导，对于孩子表现出的愿望想法给予积极回应，并将活动
的目标与孩子的需求相结合，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丰富孩子
的经验，使活动深入开展。相信孩子，将孩子作为主体，老
师要真正成为孩子活动的观察者、倾听者、提问者、合作者，
并为孩子的发展提供一切可能性。

上学路上大班教学反思篇四

生活中不乏观察的眼睛，品生课源于生活，反映生活——这
是我在上这节课后最深的一个感触。

课上，在跟着可可、乐乐的录音与照片一起从家到学校的整
个路线展示后，绝大多数的孩子就已经能看着图，完整地把
上学路线说的清清楚楚。

就上学路上一些孩子的行为做辨析时，孩子们的思维可活跃
了，他们清楚地知道哪些行为是不正确的，会引起怎样的后
果。会被老师批评，会被同学笑话，会拿不到奖励卡，会得
不到奖品……，千奇百怪的答案引人发笑，也让人深思。孩



子的自尊心其实很强，他们不喜欢被老师批评，也不希望被
别人嘲笑。

在认识交通标志时，孩子的知识超出了我的想象，有些标志，
孩子看过就反应过来，还能说出是在哪看到的呢！这让我看
到了孩子细腻的心思，谁说生活不缺美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这些孩子让我看到了最真的心、最亮的眼。

反倒是我自己，以前一直觉得孩子的多动多言很不好，现在
突然发现，活跃的气氛，肢体语言的表达很有效果，可以让
孩子把一些知识在游戏中、在娱乐中、在放松中理解、渗透
和熟记。

上学路上大班教学反思篇五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的方向就是让课程回到生活，让课程联系
生活，让课程关怀学生，让课程走近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说，
新课程改革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复兴。陶行知先生
说：“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
育，为生活的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而“教育要回归儿
童生活”，这也已经成为品德课教学追求的一个基本理念。
《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指出：儿童品德的形成源于他们对
生活的认识、体验和感悟。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必须贴近儿
童的生活，反映儿童的需要。在《上学路上》的教学设计中，
我试图将生活引入课堂，创设生活情景，让学生体验真生活，
感受真教育。

一、创设生活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著名教育家顾泠
沅说：“在课堂教学里对教师最有意义的是孩子学习动机的
激发，也就要使学习的内容让孩子感兴趣，对有了兴趣的事，
孩子就会认真把它学好。”这话表明，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兴趣是最大的动机。我先让学生说一说自己每天上学要经过
哪些地方，学生积极发言，再让学生把它们画下来。学生一
看自己每天都要走过的那条熟悉的路搬到图画上来了，特别



感兴趣，画出来的画也就很逼真。学生探索学习的积极性得
以发挥，课堂教学活动就变得灿烂和丰富多彩。

二、注重情感活动的实践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儿童品
德的形成源于他们对生活的感受、认知、体验和感悟，他们
对生活过程体验的越充分、越细腻，感悟的就会越到位、越
深刻。在教学中，我们要重视儿童已有的生活经验，找准教
材内容与儿童生活实际的联系，让学生充分联系自己的生活
实际，在回顾生活过程中，深化道德认识。我通过再现学生
在上学路上玩卡片、玩蚂蚁；在零食摊上吃零食；在小店里
玩摸奖游戏，买小玩具等情境，请学生演一演，进行劝说，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有的说：“老师，我觉
得在马路边的小摊上买东西吃太不卫生了。汽车开过灰尘都
粘在食物上了，太不卫生了。”有的学生说：“我觉得在路
上玩卡片、玩蚂蚁，不卫生，而且玩着玩着上学的时间都会
忘记了。”有一个学生难为情地说：“老师，我就在路边玩
蚂蚁，结果迟到了，下次我再也不在上学路上玩耍
了。”……一个个简单生活情景的再现，引导了学生进行自
我发现，自我批判，从而深化了上学放学路上不能玩的道德
认识。使学生懂得在上学途中要注意安全，学会自我保护。
教学活动情境丰富、优化，让学生开动多种感官，对多媒体
情境设计进行全面细致的观察。学生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生活，
用自己的方式研究生活，培养了儿童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和
生活情感。

三、以谈话、游戏小组合作等教学方式寓道理的认识于游戏
活动之中，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游戏竞猜、模仿交
警叔叔指挥交通、玩交通安全棋，使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
中认识了交通安全标志，学会了交通安全规则，懂得上学路
上要注意安全，珍爱生命。真实生活情景的再现牢牢地吸引
住学生注意力，学生愉快地去感受，去体验，去思想，人人
学习情绪高涨，个个争先恐后，在这种心态下学习，事半功
倍。



总之，我们要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过真生活”，学生只有在
他们能感受到的、观察到的、正在过的生活基础上，才能过
更有意义的生活。《品德与生活》课只有真正走向生活，才
会使学生受到真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