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美术滴滴答答反思 小班教学反
思(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班美术滴滴答答反思篇一

刘平是我们班的“小公主”，不仅仅长得干净漂亮，并且聪
明懂事，深得教师们的喜爱，异常是有一头洋娃娃的'头发，
每当看到她的头发乱了我就给她梳梳，并给她扎好看的小辫，
她似乎也很清楚这是教师对他的偏爱，总是跟我形影不离。

这天早上，我看到宁宁的头发乱蓬蓬的，梳也没梳，我叫过
她来问：“你为什么不梳头发?”宁宁说：“教师我是故意不
梳的，让你给我梳，你为什么每次只给刘平梳小辫，我也要，
”一时间我竟不知说什么好了。

我恍然大悟，无意中我犯了一个错误，梳头事虽小，但在孩
子们心中却造成了不平等的感觉这样对谁都不好。

小班美术滴滴答答反思篇二

1、在游戏活动中通过对应比较的方法感知物体的长短；

2、在操作中学习比较物体的`长短，找出最长和最短；

3、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体验学习的快乐。

1、教具：长棒

2、学具：



（1）、长棒

（2）、长短一样的3根铅笔

（3）、长短不一样的3根吸管

（4）、长短不一样的3条毛线

一、预备活动：

走线：学生随着优美的旋律轻轻地走在线上。

二、以“长棒城堡”引入活动。

1、感知长短。

师：小朋友们，欢迎来到“长棒城堡”！今天是长棒国王的
节日，我们的长棒娃娃已经等候多时了。

师：长棒过欢庆节日。看他们多高兴！这些长棒哪里不一样
呢？（教师引导幼儿说出“长短”的不同）

2、认识最长和最短。

师：三根长棒娃娃谁最长呢？（教师引导将“长棒”一端对
齐进行比较，找出哪根最长哪根最短。）

三、出示铅笔、吸管、毛线，让学生找出最长和最短。

师：咦，铅笔朋友、吸管朋友，还有毛线朋友也来比长短了，
请

小朋友帮忙找找看谁最长，谁最短。你怎么知道？用什么方
法知道的？



四、学生操作：

1、教师提出要求：

（1）、比较时一定要将长棒一端对齐进行比较。

（2）、能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出哪根棒子最长；哪根棒子最短。

五、游戏活动：比一比

师：盛大的舞会就要开始了，请小朋友们每人邀请一根长棒
娃娃一起跳舞吧。和你的好朋友比一比，并要说出：我的最长
（短）。

六、收拾学具，活动自然结束。

师：长棒娃娃要回家了，现在请小朋友轻轻地把它们送回家
吧。

小班美术滴滴答答反思篇三

在上周开展的教学活动中，从整体上来看，幼儿们玩得比较
开心，大部分幼儿都能积极地参与到活动中。但也存在着许
多不足之处，《纲要》指出要让幼儿在教学活动中“玩中学，
学中玩”，而我这堂课下来，幼儿基本是处在玩的心态中，
学到的知识却几乎是没有的，从而导致了活动目标的达成度
不到位。另外，在上这堂课之前，由于这个活动是借鉴来的，
对活动设计的意图、活动的每个环节、活动的要求没有掌握
好。最主要的一点综合活动是在活动中要有一个主领域为主
的，而我在整个活动中重难点没有明显突出来，导致了会出
现这么多的错误。

最主要的不足是：



3、在幼儿与瓶宝宝一起玩的过程中，我组织的不够好，常规
比较乱，当时面对这一情况，我是用拍打铃鼓解决的，而这
一举动恰好影响了整堂课的气氛，这是很不应该的，应该可
以用最合适的教育方法去解决，对宝宝说，瓶宝宝要睡觉了，
我们应该要轻一点，没有声音，不要影响瓶宝宝睡觉了。

通过胡老师、汤老师的指导和自己的反思，自己的经验确实
不够，在设计活动时也欠缺深入的思考，为幼儿考虑的太少，
没有以幼儿为中心，而且对《纲要》的学习和领悟方面还需
不断提高。

小班美术滴滴答答反思篇四

一天下午体育游戏时，我正按着既定的方案进行游戏，兔宝
宝们一听到“菜地到了，这萝卜长得又大又红，就说：“妈
妈、妈妈，我们拔萝卜吧。”我一边应和着，一边说着开始
吧，一边做着拔的动作，我以为他们也会像我一样自顾自地
拔，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们自然地分成若干个组，完全打乱
了我的计划。有的在我身后一个拉着一个，有的自觉地站到
某个幼儿身后拉着，就这样一队一队拔萝卜的队伍出现，就
像拔萝卜那首歌里的情境一样，仿佛再现“拔萝卜”。我也
来了劲头，顺势抓住易盛（他正在我的跟前）的小拳头，领
着幼儿一仰一合动着，幼儿还一边拔一边唱出了那首歌，像
劳动场面的吆喝号子一样，幼儿兴奋到了极点，游戏也掀起
了一个小高潮。激动的我，对这个意外油然而生一种喜爱，
心想这些小家伙还真有意思。幼儿这个自然生成的结果既在
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中。意料之外是我并没有事先设计这个，
更不会有丝毫的引导，情理之中是幼儿们有这方面的经验积
累，因为在看好书画好画时，根据绘画内容，我在图书选择
上做了调整，我班幼儿观看拔萝卜故事视频，所以他们自然
而然的进行这样的迁移。当然，我们的宝贝还真的很聪明。

幼儿活动现场上的自然生成也让我这个老师兴奋不已，不知
不觉我也进入意境。当我班的大灰狼来了的时候，幼儿们四



散逃，高潮再次掀起，只见幼儿们慌慌张张，能逃多远就逃
多远，我只能按着目力所及追随着他们。操场上到处是他们
奔跑的身影，嬉笑、尖叫不绝于耳，那场面很是热闹。当我
看到大灰狼抓住一只小兔时，我对幼儿们说：“大灰狼捕到
猎物了，不会很快回来的，我们再去拔萝卜吧。”游戏再次
进行，又一次再现前面的情景。

这一次大灰狼出现，我不知怎的，突然灵光一现，我对幼儿
们说：“快！快躲起来，快到妈妈这边来！”也许是我放手
（没有限制逃跑范围）过于大胆了，下意识地想收吧。没想
到这又成了一个意外生成。幼儿们迅速围了过来。我一边对
他们说妈妈来保护你们，一边说藏好了吗？幼儿回应着，迅
速地坐在地上的一个圆圈内，安静下来。有时灵感瞬间迸发，
自己也解释不清，而且，越是刻意越不出现。 而此时我居然
又冒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一反常理，让幼儿们改变兔子那
胆小懦弱的形象。我对幼儿们说：“我要保护你们，妈妈去
赶走它。”我跳到“大灰狼”跟前，朝着它比划几下，那
个“大灰狼”还真的煞有介事地凶巴巴地对着我比划。这时，
我又招呼那些兔宝宝“我们一起把它赶跑吧！”兔宝宝们蜂
拥而至，群情激昂。活动再次进入高潮。有些男兔宝宝们还
真的很勇猛呢，处处显示勇者的斗势。最后，在我的授意下，
以大灰狼逃走了而告终。

宝宝们回到班级，有的说渴了，有的说真热呀。我想，这不
就是我们体育活动所要的结果吗。活动量虽然没有测量，我
想幼儿的表现也告诉我们这个量也差不多达到了。意外生成
让我的这个活动有了动、静的'结合；使体育活动达到了动静
的统一和谐；大胆地改变又让这个活动有了新意。

这个活动的意外生成让我觉得有时活动的创新是需要教师灵
活机智抓住现场某一切入点，根据现场随机大胆的改变既定
方案，哪怕是活动并不圆满，广开我们的思路也是值得的。
就拿这次活动来说吧。我们在赶跑大灰狼时，我们的宝宝真
的进入了情境，尤其是男宝宝，仿佛忘记了是在游戏，还蛮



来真的，当大灰狼的小朋友更甚，后来，还告诉我不想当大
灰狼了。当时的情景，真让人担心发生什么意外。（有一幼
儿拉着狼的衣领跑）如果那时摔倒，碰到脸部肯定会破皮的，
我也顾不了在活动了，只能打破情境，告诉他们是假装的。
我想，这也会使活动打折扣的，但我觉得还是有收获的。

这活动一结束，我就想好好总结总结。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
意外，太多惊喜，太多的收获。不过更多的是为我的宝宝们
骄傲。我爱他们的活泼，爱他们的聪明，爱他们的顽皮，爱
他们的“强悍”。

小班美术滴滴答答反思篇五

撕贴也是学前儿童手工活动的常见形式之一。撕纸的目的是
最大限度地锻炼学前儿童的手指肌肉动作及其控制能力。它
与剪贴的最大区别在于撕贴把手指作为工具利用双手手指的
配合来撕出所需形象再贴成平面的画面。用手撕出来的形象
其轮廓线蓬松、柔软、毛茸茸的具有自然、浑厚、稚拙的独
特美感这是其他造型手段所无法比拟的。

一、选材简易，贴近生活

1.材料简单

在撕贴画中一般我们使用的材料有旧挂历纸、各色蜡光纸、
手工纸、包装纸、牛皮纸、胶水等，小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要来选择材料然后根据活动要来进行撕贴，撕好以后，可
以看看、想想这撕出来的东西到底像什么？也可以稍作添加
变成另一种新的事物，让小朋友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进行创
作。如在手工《苹果》活动中，我就利用身边幼儿熟悉的蜡
光纸让幼儿进行活动，因为蜡光纸相对而言较松软，对于小
班的幼儿易于撕开，同时也降低了幼儿操作的难度。

2.色彩鲜艳



马克思说过：“色彩的感觉是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根
据这一心理特点及遵循学习的原则，首先教小朋友认识三原
色，明白“红黄蓝“是三种基本的颜色。幼儿期对色彩尤为
敏感，喜欢鲜艳亮丽的颜色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如撕贴《苹
果》活动中，我选择了红、黄、绿三种生活中常见的苹果的
颜色。在撕贴的过程中那五颜六色的色彩和变幻无穷的表现
形式把孩子带入了美丽的天堂，使他们尽情地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