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阅读中班教案总结与反思(汇总5篇)
工作学习中一定要善始善终，只有总结才标志工作阶段性完
成或者彻底的终止。通过总结对工作学习进行回顾和分析，
从中找出经验和教训，引出规律性认识，以指导今后工作和
实践活动。什么样的总结才是有效的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
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阅读中班教案总结与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初步尝试你将纸条粘成圈状，并发挥想象添画成有趣的圆
圈画。

2、积极参与活动，体验创作圆圈画的乐趣。

3、培养幼儿有礼貌、爱劳动的品质。

4、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活动准备：

1、蜡笔、胶水、剪刀、抹布、搓好的长纸绳、圆圈底稿

2、已完成的圈圈图画：太阳、钟、毛毛虫

活动过程：

一、律动导入活动

1、师：我们一起来找个朋友跳舞吧!(音乐：洋娃娃与小熊跳
舞)



2、师：我们刚刚跳的是什么舞?(圆圈舞)

二、教师示范纸绳黏贴成圈状

1、出示圆圈底稿，师：今天老师带来了谁?(圆圈宝宝)

2、师：我们的圆圈宝宝想穿上漂亮的衣服，和我们一起来跳
舞，我们请来了谁来帮助它?(出示纸绳)

3、师：我们怎么来把纸绳穿在宝宝的身上呢?需要请谁来帮
助它?

4、教师示范：手指亲亲胶水，沿线抹一抹，拿起纸绳一头，
沿线粘一粘，小手按一按。

(粘好后用抹布把小手擦干净)

三、教师示范创作添画

(一)圈外添画

1、师：我们的圆圈宝宝现在想变得更漂亮，我们可以请谁来
装扮它?(蜡笔)

2、出示粘好纸绳的圆圈纸张，师：我们看看这个圆圈宝宝变
成了什么?变变变!

(将纸张反转，出示太阳)

3、师：变成了什么?蜡笔宝宝是怎么帮助它的?在圆圈的哪里
画的?

(二)圈内添画

1、出示粘好纸绳的圆圈纸张，师：这个圆圈宝宝也想变漂



亮!我们一起来变!变!变!(将纸张反转，出示钟)

2、师：变成了什么?蜡笔宝宝是怎么帮助它的?在圆圈的哪里
画的?

(三)圈内圈外添画

1、师：我们来看看这个圆圈宝宝变成了什么?(出示毛毛虫)

2、师：圆圈宝宝是怎么变成毛毛虫，蜡笔是怎么帮助它
的'?”“在圆圈的哪里画的?

四、幼儿创作

1、师幼一起回忆圆圈宝宝变漂亮的过程。

五、活动评价

六、活动延伸请小朋友和穿上漂亮衣服的圆圈宝宝一起跳圆
圈舞。(音乐《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活动反思：

将幼儿的兴趣、求与活动内容有机整合起来。在主题活动中
善于发现幼儿的兴趣和关注是我们教师实施教育的基础，幼
儿的兴趣和需求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幼儿的好奇心强。
常常对这件事感兴趣，对那件事感兴趣，有的孩子个性差异
不同会产生不同关注点，同时根据课程的需要不断提炼和分
析有价值的内容。

阅读中班教案总结与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学习画人物半身像。

2、通过绘画学习用简单线条描述记忆形象，画也自己妈妈的
突出特征。

3、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4、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活动准备：

人物纸型一个，各式发型若干，绘画用具。

活动过程：

1、向幼儿介绍“三八”妇女节的意义，使幼儿了解这个节日
是谁的节日。

2、请幼儿说出自己妈妈长的什么样子。(可请几名幼儿在全
班讲述，然后分组都来说明自己妈妈的特征是什么)。

3、教师出示纸型人物，再将若干种头发型式分别配在头上，
让幼儿清楚各种发型的特点及画在头部的主要位置。

4、请幼儿想想自己的`妈妈平时最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教师可根据本班幼儿的绘画能力请幼儿自己画也衣服并选择
颜色，也可以为幼儿示范两至三种服装形式让幼儿选择。

6、力求把妈妈半身像画得端正，在绘画中教师用亲切鼓励的
语言调动启发幼儿爱妈妈的情感，使幼儿身心投入。

活动反思：

优点是孩子们在提到喜欢妈妈什么时，都比较活跃，气氛比
较热烈。因为孩子们对自己的妈妈印象比较深，所以老师与



孩子的互动性比较强。

美中不足是在画画过程中，孩子的画具缺的比较多，这主要
是我准备不充分，因此影响了活动的最终效果，所以一个活
动之前的准备对于一个活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好好准备每
一个活动对于我们教师来说更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准备也
是宽泛的，不仅仅指教学具的准备，更包括每一个问题，每
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的准备。

阅读中班教案总结与反思篇三

设计意图：

每个小朋友对自己的好朋友都具有独特的情感，但大部分幼
儿都不能会向好朋友表达自己的情感，于是我通过这种绘画
的方式向幼儿表达自己的情感。

活动目标：

1、在观察认识五官的基础上，能画出好朋友头部的特征，并
装饰画像。

2、会用从整体到局部有序的观察方法进行观察，能用描述的
语言讲述自己的观察。

活动准备：

水彩笔、纸、人手一份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活动：

夸夸我的好朋友(通过这一方式可以拉近小朋友之间的感情，



增加彼此的亲近感)

二、请幼儿讲述自己的好朋友的大概特征。

(讲述好朋友的特征，为下面幼儿绘画的环节打下了铺垫，便
于幼儿进行更好的绘画)。

(1)、请幼儿相互讨论、观察自己的好朋友

(2)、引导幼儿与自己的好朋友两两相对，并能相互观察对方
头部的基本特征。

三、讲解示范：

请幼儿讨论，你的好朋友长什么样子，脸上都长着什么.

四、幼儿练习

鼓励、启发幼儿根据好朋友的性别、特征进行绘画

五、教师、幼儿点评，展示

活动反思：

第一环节以夸夸好朋友的形式导入，幼儿参与的.积极性特别
高，幼儿讲述好朋友特征时也讲述的特别的详细，这为幼儿
后面的绘画打下了很好的铺垫。再第二环节中请幼儿相互讨
论，观察自己的好朋友，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拉近幼儿之间的
情感，再绘画中发现幼儿画的特别的认真，把五官画的特别
的形象，幼儿刚过渡到中班刚开始对人物轮廓回话还不是很
了解但通过老师的讲解与示范后幼儿都能大体上将绘画的人
物呈现出来。



阅读中班教案总结与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运用蛋壳进行装饰画创作。

2、通过欣赏感受蛋壳画的艺术美。

3、在创作时体验色彩和图案对称带来的均衡美感。

4、能展开丰富的想象，大胆自信地向同伴介绍自己的作品。

活动准备：

1、蛋壳画范例三幅（螃蟹、熊猫、蝴蝶）；简笔图案每人一
份。

2、幼儿人手两个蛋壳（有淡浅之分），浆糊每组一盘，棉签
每人一份。

3、在活动前，先在桌上铺报纸，以免弄脏桌面；展示板。

活动过程：

一、欣赏蛋壳画，感受蛋壳画的艺术美。

师：（出示背景）小朋友，森林里阿有几只小动物，想和我
们一起做游戏，你们愿意吗？（分别出示蝴蝶、熊猫、螃蟹）

师：这几只小动物和你以前看到的一样吗？

允许幼儿摸一摸图画，再说说自己的感受（蛋壳）

二、对蛋壳装饰画的分析



（1）师：对了，它们呀都是用蛋壳贴出来的，我们给它一个
好听的名字——蛋壳画。我们先来看一下蝴蝶这幅图画，说
说你发现了什么？（师引导，指出蛋壳颜色的不同，这样画
面更加清楚，漂亮）

（2）师：熊猫（师引导，小结：熊猫的眼睛和耳朵是黑色的，
脸上是白色毛，所以在贴的时候耳朵和眼睛处不用粘贴了，
以此把眼睛耳朵和脸区分开来，画面也更加漂亮）

（3）师：螃蟹（师引导，小结：螃蟹的身体和腿是两个部位，
所以可以用两种蛋壳的颜色来进行装饰，螃蟹腿是从粗到细
的.，所以在装饰细的地方时蛋壳要掰得碎一点，而且要认真、
有耐心）

三、引导幼儿探讨如何用蛋壳来制作蛋壳画（出示步骤图）

师：那你知道它们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吗？（先……再……）

1、让幼儿自由讲述，出示步骤图，教师简单小结，讲述制作
过程：

1）用记号笔画出线条图案；

2）小心的捏碎蛋壳；

3）用棉签将浆糊涂抹在图画内；

4）最后贴上打碎的蛋壳。

2、请2~3名幼儿上前示范操作。

四、幼儿操作活动，教师指导、帮助动手能力差的幼儿

师：我们小朋友真棒，都知道怎样来制作蛋壳画了，现在想
不想来试试啊？（想）



在桌子上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材料，选一张你喜欢的图案，
开始吧。

提醒幼儿作画时不把浆糊弄到桌子上、衣服上。

五、展示幼儿作品，与幼儿分享蛋壳画的特殊效果。

师：请完成蛋壳画的小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课后反思：

本节课学习的内容是选用生活中的废弃物品——蛋壳作为材
料通过设计、粘贴制作出来的画面。在学习过程中我及时对
学生加以表扬，使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增强自
信心，从而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创造活动。

蛋壳是生活中被遗弃的东西，但是如果充分利用不仅能变废
为宝还能装饰美化我们的生活，培养学生发现美、创造美的
能力，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

阅读中班教案总结与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学习画人物半身像。

2、通过绘画学习用简单线条描述记忆形象，画也自己妈妈的
突出特征。

活动准备：

人物纸型一个，各式发型若干，绘画用具。

活动过程：



1、向幼儿介绍“三八”妇女节的意义，使幼儿了解这个节日
是谁的节日。

2、请幼儿说出自己妈妈长的什么样子。（可请几名幼儿在全
班讲述，然后分组都来说明自己妈妈的特征是什么）。

3、教师出示纸型人物，再将若干种头发型式分别配在头上，
让幼儿清楚各种发型的'特点及画在头部的主要位置。

4、请幼儿想想自己的妈妈平时最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教
师可根据本班幼儿的绘画能力请幼儿自己画也衣服并选择颜
色，也可以为幼儿示范两至三种服装形式让幼儿选择。

6、力求把妈妈半身像画得端正，在绘画中教师用亲切鼓励的
语言调动启发幼儿爱妈妈的情感，使幼儿身心投入。

活动反思：

优点是孩子们在提到喜欢妈妈什么时，都比较活跃，气氛比
较热烈。因为孩子们对自己的妈妈印象比较深，所以老师与
孩子的互动性比较强。

美中不足是在画画过程中，孩子的画具缺的比较多，这主要
是我准备不充分，因此影响了活动的最终效果，所以一个活
动之前的准备对于一个活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好好准备每
一个活动对于我们教师来说更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准备也
是宽泛的，不仅仅指教学具的准备，更包括每一个问题，每
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