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科学活动食物的旅行教案及
反思(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大班科学活动食物的旅行教案及反思篇一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借
助教案可以更好地组织教学活动。那么写教案需要注意哪些
问题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班科学活动种子旅行记
教案，欢迎阅读与收藏。

1、发现植物的种子，初步了解种子的特殊传播途径。

2、尝试分类记录种子传播的方式。

3、对于植物的繁殖和生长充满好奇心和兴趣。

１、带领幼儿去农村参加寻找秋天的活动。和幼儿一起收集
农村比较常见的植物。

（苍耳、蒲公英、刺毛球、豌豆荚……）

２、多媒体课件《种子旅行记》

３、各种种子、记录表等。

一、寻找、发现种子，感知种子的特征。

１、谈话导入，引出主题。



提问：上次我们去农村旅行，在田野里，你看见了什么？寻
找到了什么？

今天这些小客人来我班旅行了，瞧，它们来了？（出示苍耳、
蒲公英、刺毛球、豌豆荚。）

2，寻找、发现种子。

a、带着问题进行第一次探索活动：蒲公英、苍耳和刺毛球、
豌豆荚的种子藏在哪里呀？ 把它们的种子找出来。

b、幼儿互相交流：

刚才你找的是哪种植物的种子？

苍耳的种子藏（豌豆的种子长）在哪里？它们的种子是什么
样的？

教师小结种子的特征，了解种子的大小、颜色、形状等不同。

二、探索了解，感知种子的传播方式。

1、带着问题进行第二次探索活动：猜猜它们是怎样来到我班
的呢？

2、欣赏故事《种子旅行记》

逐步展示课件。

（1）欣赏课件第一、二段：了解种子靠风和动物的传播方式。

谁带蒲公英去旅行？为什么风能帮它？它的种子最后怎样了？

经验转移。苍耳浑身长满刺，谁会帮它传播种子？



（2）欣赏课件第三段：了解其它（粪便、水、植物的自身弹
力等）传播方式。

（3）教师小结，拓展经验：蒲公英身体轻轻靠风来传播；仓
耳身上有刺，它粘在的动物的`皮毛上去旅行；有些硬硬的小
种子被鸟吃表后不消化，能随粪便排出来；还有些种子成熟
以后，果实外皮裂开，种子通过自身弹力把自己弹出去旅行；
莲蓬象小船一样能浮在水上，它的种子可以靠水传播；）

3、尝试分类记录种子传播的方式。

第三次分组探索活动：教师出示另外一些有趣植物提问：它
们传播种子需要谁的帮助呢？

(1)出示表格，讲解操作要求，

（a）先认识一下传播标记。(b)：认识一些种子（这是什么？西
瓜籽是怎么传播的？我们把它贴在相应标记的下面。）

(2)幼儿探索记录，教师巡回指导。

(3)幼儿讲解自己的操作表格，教师评价小结种子传播的方式，
提升幼儿的经验。

三、观察、照顾种子，感知种子的变化。

延伸活动中把种子种植在教室的自然角，让幼儿观察、照顾
种子，感知种子的变化。（大自然的植物真奇妙，它的生长
过程又是怎样的呢？让种子在我们班安家，让我们来照顾它
们吧！）。

附表格：

人类播种标记 风传播标记 动物传播标记 水传播标记



种子实物粘贴（西瓜籽等） 种子实物粘贴（蒲公英等） 种
子实物粘贴（苍耳等） 种子实物粘贴（莲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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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欣赏科学童话《小水滴旅行记》，理解故事内容，了解水
的循环过程。

2、根据故事内容，尝试用简单的图形表现出小水滴旅行的过
程。

3、乐意参与小水滴游戏活动。

4、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准备：

幼儿用书人手一册，实物展示仪一台，电视机；白纸、蜡笔
每人一份。

活动过程：

一、通过谜语，引出小水滴。

二、欣赏科学童话《小水滴旅行记》，初步了解故事内容。

1、你们知道小水滴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吗？

2、教师讲述故事，提问：请你说说，故事里说了些什么？

三、教师引导幼儿边看书，边听教师讲故事。



1、通过提问，使幼儿进一步了解故事内容。

（1）这是一篇科学童话故事，请你说说故事里有谁？

（2）小水滴从哪里来？流到哪些地方？后来又到哪里去了？

（3）小水滴在大海里，高兴吗？后来小水滴变成了什么？

3、幼儿自主的阅读童话故事《小水滴旅行记》。

四、启发幼儿用绘画的形式记录小水滴旅行的过程。

2、幼儿在纸上进行绘画记录小水滴旅行的过程。教师个别指
导。

3、展示幼儿的记录材料，放在实物展示仪上，让大家互相交
流，讲述小水滴旅行的过程。

五、游戏活动：太阳和小水滴。

活动反思：

我鼓励孩子用自己的方式讲故事记录下来，这不仅加深和巩
固了幼儿对水的循环过程的理解，其实也能帮助幼儿提升逻
辑思维能力及动手能力。孩子们的展现出多种记录方式，大
多数孩子并能根据自己的记录过程来讲述故事，这次的活动
让孩子们感受到了活动带来的快乐，又增长了自己的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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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知识技能

初步感知水蒸发以及水蒸气液化等一些科学现象。

过程与方法

发现自然界的小规律，尝试用实验探索生活中的科学现象。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观察和分析活动体验科学探究的乐趣，体验生活中的乐
趣。

教学重点：

理解水变成水蒸气，再从水蒸气变为水的原理。

教学难点：

掌握蒸发和液化。

教学准备：

1.课件



2.电热水壶

3.镜子若干

4.卡片

教学过程：

一、讨论话题，引出活动内容

1.师：小朋友，你们看，裴老师手里抓着的是什么呀？(冰)，
你们再观察一下，冰有怎样的变化了呢？（水滴）

2.师：哦，冰变成了小水滴了呀，你们在哪儿见过小水滴了
呢？（幼儿讲述）

师：那你们知道小水滴有什么用呢？（幼儿讲述）

（提前在杯子里倒上热水，把镜子盖在杯子上面）

【设计意图】将幼儿难以理解的科学实验转化成幼儿喜欢的
游戏活动，增强幼儿学习的兴趣。

二、实验游戏，观察现象

1.小朋友玩游戏。教师走到小朋友中间指导，引导幼儿观察
镜子上面有什么变化。

2.师：小朋友，你看到你的镜子上面有什么呢？

3.教师小结：小水滴蒸发变成了水蒸气，那个白色的烟呀，
就是水蒸气。水蒸气越积越多，遇到冷的镜子就变成小水滴。

三、视频欣赏，探索知识



1.师：小水滴很高兴认识大家，它有句悄悄话想和小朋友们
说。

（播放录音，小水滴小朋友，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去旅行吗？）

师：小朋友，你们愿意吗？

（播放《小水滴旅行记》的视频，以帮助幼儿更好的认识小
水滴变化的过程。）

【设计意图】根据视频内容，让幼儿进一步探索水变化的秘
密。

2.师：小水滴都带着小朋友们去过什么地方了？

3.带着小朋友们分析，根据幼儿的回答，出示图片（小水滴
水蒸气云雨）。

4.教师小结：画箭头，小水滴蒸发成了水蒸气，水蒸气遇冷
变成雨落下来，又变成了小水滴，就这么循环着，就是这么
旅行的。

四、念儿歌，巩固知识

1.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我们之前学过的一首关于小水滴的
儿歌吗？让大家一起站起来念一念，可以加上可爱的小动作
哦。

小水滴旅行记（自编）

小水滴，滴滴响，我们快乐去旅行。

遇见太阳，点点头，飘到蓝蓝的云朵里，

遇见风儿，弯弯腰，飞向清澈的小溪里。



小水滴，真神奇，

会蒸发，会结冰，还会变成小雨滴，

我们保护小水滴，做个环保的小朋友。

【设计意图】把整节课的内容融化在儿歌里，让科学知识也
插上美妙的声音。

2.小朋友，我们排好队，一起到我们美丽的校园里找一找小
水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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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人体的消化系统，了解各种消化器官的功能。

2.合作完成消化系统模型，并用清晰地语言进行讲述。

3.知道保护自己的消化系统，有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充分体验“科学就在身边”，产生在生活中发现、探索和
交流的兴趣。

活动重点：

认识人体的消化系统。

活动难点：

了解各种消化器官的功能。

1.西红柿每人一份。



2.《西红柿旅行记》课件。

3.不同消化器官拼图、人体消化系统模型每组一套。

1.出示食物

师：孩子们，今天我请你们吃美味的西红柿，我们排好队去
拿西红柿吧。

2.师幼交流

师：想一想，你吃的西红柿哪里去了？（幼儿自由回答）

3.教师小结

师：刚才有人说西红柿到了胃里，有的说到了肚子里，还有
的说到了肠子里……

1.倾听故事

师：那么，西红柿到底去了哪里呢？我们听听故事里是怎么
说的。

2.教师提问

师：谁来说一说西红柿去旅行经过了哪些地方？

3.个幼回答

4.教师小结

师：西红柿的旅程真奇妙！首先从嘴开始，经过一条像水管
的通道，来到一个像大口袋的地方，接着去了细细弯弯的小
肠，来到一条比小肠粗的地方，最后没被吸收的被排除到体
外。



1.观看图片

师：谁知道这些消化器官都叫什么？

2.个幼回答

3.教师提问

师：那你知道每种消化器官各自的功能都是什么吗？现在请
你和身边的伙伴说一说吧。

4.幼儿讨论

5.个幼回答

6.教师小结

师：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消化器官共同组成了一个系统，叫做
消化系统。口腔中的牙齿负责咬碎及初步嚼磨食物；食道是
输送食物的通道；胃会不停地蠕动、分泌胃液，把食物消化
成为食糜；小肠可以把食糜分解为养分，吸收食物的营养；
大肠可以吸去食物残渣内剩余水分，使食物残渣成为粪便。

1.提出要求

师：今天我们玩一个和消化系统有关的拼图游戏，我为每组
准备一套消化器官的拼图和一个消化系统模型，完成拼图后
将消化器官粘贴到消化系统模型上，最后每组选出一位代表
用清晰的语言给大家说一说每种消化器官的名称和功能，接
下来开始行动吧！

2.幼儿操作

3.小组介绍



师：现在请小组的代表到前面来说一说吧！

4.教师小结

师：通过大家的合作，我们从口腔、食道、胃、小肠到大肠，
共同完成了一个人体消化系统的模型。

1.提出问题

师：消化器官非常重要，谁来说一说我们应该怎样保护它们
呢？

2.个幼回答

3.教师小结

师：消化系统非常重要，平时我们吃完东西一定漱口，坚持
早晚刷牙；饭前便后要洗手；饮食要有规律、定时定量，少
吃刺激性食物、少吃零食，多吃饭菜；饭后不要进行剧烈运
动，这样我们的身体才会越来越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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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感知磁铁两端与中间磁力的不同，发现条形、u型及断开的
磁铁都是两端的磁力大。

2、能用较准确的语言描述自己的操作和发现。

教学准备：

1、磁铁；在每种磁铁的两端和中间贴上颜色不同的小标志，
表示磁铁的不同位置。



2、铁制品若干。

3、《科学》下p.29。

教学过程：

一、经验重温。

请幼儿回忆磁铁能吸起什么东西，不能吸起什么东西。

二、猜测探究。

2、按照画册《哪儿的磁力大》，试一试磁铁离曲别针多远就
不能吸起来了。

4、实验中培养幼儿通过结果获得认识科学的态度。

三、交流讨论。

1、教师和幼儿共同讨论，说说自己的发现和实验结果。

2、小结：条形、u形和断开的磁铁都是两头的磁力大。

活动延伸：

磁铁的用途大幼儿将自己的认识告诉大家，在生活中磁铁是
怎样帮助人们故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