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中班教案详案 幼儿园中班科学教案
例子(通用6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优秀的教案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
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中班教案详案篇一

1.滚动各种物体，探究能滚动的物体的形状特征。

2.尝试用不一样方法把不能滚动的物体变得能滚动。

活动准备

1.玩具城(能滚动和不能滚动的玩具或物品若干)。

2.贴有能滚动或不能滚动标识的大筐各一个。

3.以小组为单位，给每组供给操作材料，进行不能滚动变滚
动的尝试。

4.幻灯片。

5.笔、纸、双面胶、柜子、幼儿使用的桌子若干。

活动过程

一、幼儿玩玩具，引出"滚动"

师：今日我给你们带来了小礼物，期望小朋友能喜欢。(把玩
具事先放在幼儿的椅子下头)



师：请把小椅子下的礼物拿出来，玩一玩!(幼儿玩玩具)。

师：刚才你们的玩具是怎样玩的?(幼儿回答，引导幼儿说出"
滚动"。幼：皮球能够拍。师：皮球除了能够拍还能够怎样玩
呢?幼：还能够滚?师：你们手中的玩具哪些也是能够滚动
的?)

二、围绕"滚动和物体形状的关系"讨论交流

师：你们发现了吗?这些能够滚动的物体它的形状有什么特
点?(幼儿回答)

总结：原先这些能够滚动的物体它的形状都有圆形的一面所
以能够滚动。

三、幼儿设计标志

1、幼儿想象用什么标志表示"滚动"和"不滚动"，为下个环节
铺垫。

师：其他的礼物就是不能滚动的。此刻请小朋友帮教师设计
标志，你们觉得"滚动"标志应当怎样来表示呢?(幼儿想象，
说出好的标志立刻采用其想法，并画下来。)

师："不会滚动"的标志又应当怎样表示?(幼儿想象，教师画
下来。)

四、幼儿送玩具回家

1、送礼物回家

师：礼物要回家喽!请小朋友将能够滚动的礼物送到贴有滚动
标识的筐子里，不能滚动的礼物送到贴有不能滚动标识的筐
里。(教师检查幼儿是否送错，幼儿自我纠正。如：我觉得这
件礼物有疑问?)



五、尝试让不能滚动的物体变得能滚动

1.明确任务(每组分别供给报纸、硬纸、橡皮泥、气球、两个
半圆，能够滚动的器皿，双面胶也带去)。

师：刚才我们说到，滚动的物体都有圆形的一面，徐教师还
供给了一些物品，我们看看它们能不能滚动?(幼儿回答：不
能)

师：今日我们就要挑战这个任务，把这些不能滚动的物体变
得能滚动，请小朋友走到自我的座位进行尝试，成功了举手
告诉我哦。

2、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滚动尝试

总结：小朋友们都想出了好办法，你们真棒!此刻让我们一齐
看看我们生活中还有哪些地方也运用了滚动。

六、结束：滚动乐园

出示幻灯片

师：哇，原先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多地方运用到了滚动，此刻
让我们回自我教室去找找，教室里有哪些物体也能滚动吧!

幼儿中班教案详案篇二

活动目标：

1.能积极动手动脑参加探索电线的活动，对螺旋形有一定的
认识。

2.学习关注周围生活中有趣的事物与现象。



活动准备：

1.人手一根电线、圆柱体积木、铅笔若干。

2.螺旋形实物若干。

活动过程：

一、电线变变变——了解平面螺旋形。

2.幼儿探索活动：用一根电线大胆造型。

3.集中交流：

师：请你告诉大家，刚才你变了什么？

（可能会出现：数字、爱心等等）

4.了解平面螺旋形。

师：（出示螺旋形画）看看老师用电线变了什么？像什么？

它有个名字叫螺旋形，从中间往外，一圈一圈，越来越大，
也叫平面螺旋形。

5.师：（出示蚊香）这是什么？它是什么形状的？

6.幼儿再次探索：用电线变平面螺旋形。

师：现在，请你再用电线变一变平面螺旋形。

二、电线变变变——了解立体螺旋形。

1.师：（再次出示蚊香）蚊香要变魔术啦！（向下拉蚊香）
变变变，现在变成什么形状啦？与平面不一样，这叫立体螺



旋形，就象螺蛳壳上的纹理一样。

2.师：（出示电话线）这是什么？上面有没有螺旋形？电话
线一圈一圈的，它也是立体螺旋形。

（可能会出现：在身体的某个部位上变，如手臂、手指或脚
上等部位变出立体螺旋形。）

三、螺旋形物品的大聚会。

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有螺旋形，回家后和爸爸妈妈
一起找一找，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带来与同伴分享。

四、幼儿尝试如何使电线站起来。

幼儿中班教案详案篇三

活动地点：各班活动室、大操场

活动对象：中班幼儿

活动目标：

暑期即将来临，为了进一步提高家长及幼儿的安全警觉性，
增强幼儿的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我们中班年级组
于6月21日开展了“防骗防拐”安全教育的系列活动。

活动过程：

系列活动一：“防拐防骗”安全演练

1、年级组发动家长参与到活动中来，专门请平时不怎么来接
送幼儿的家长来幼儿园充当“骗子”，利用诱人的美食，新
颖的玩具去“诱拐”孩子们。



小结：从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孩子经不起诱惑，乖乖地
跟着“骗子”走，这说明部分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是比较淡
薄的。

2、老师们利用照片和录像等形式记录下活动的过程，然后根
据活动的具体情况，各班再有针对性地开展防拐防骗的教育
活动，如：“一个人在家有人敲门了怎么办”、“出门旅游
或逛超市时与大人走散了怎么办”、“路上有陌生人跟着你
怎么办”、及“怎样拨打报警电话”等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问
题及应对方案。

系列活动二：举行“防拐防骗”家长座谈会

活动结束后，班级老师与所有的幼儿家长进行了交流和总结。
通过这次的`演练活动，帮助幼儿了解和掌握一些和陌生人相
处的方法，让孩子知道如何应变可能遇到的危险。知道仅仅
告诉幼儿“不接受陌生人的糖果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远
远不够的，还必须向孩子描述可能遇到的情况，然后指导孩
子如何去做。家长们更要提高警惕防范，在大忙季节更要关
注孩子，让孩子随时在自己的视线之内;入园时要将孩子送到
班级老师的手里才能离园，家长委托别人接孩子，不仅要带
好接送卡，还要事先给班级教师打电话预先告知。

反思：

这次“防拐防骗”的安全系列活动，不管是对教师、家长还
是对幼儿都是一次特殊的经历，更起到了警醒和呼吁的作用。
安全教育需要幼儿园、家庭共同努力，在引导孩子们增强自
我保护意识的同时，教师及家长也应提高防范意识，将安全
教育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不断强化自我安全保护意识和辨别
是非的能力，培养幼儿在紧急情况下的自救能力和处理问题
能力，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幼儿中班教案详案篇四

活动目标：

1.初步培养幼儿的想象本事，学会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
读儿歌。

2.感受晴朗夜空的美丽，生发热爱大自然的情感，激起幼儿
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培养好奇心。

活动准备：图片两张(船、月亮)

活动过程：

1.今日，范教师请来了一位新朋友到我们班来做客，大家欢
迎吗?(欢迎)它是谁呀?(出示图片：船)

2.让幼儿学习一首儿歌：〈小小的船〉

“月儿弯弯，像只小船，摇呀摇呀，越摇越圆。月儿弯弯，
像个银盘，转呀转呀，越转越弯。”

(1)教师先念一遍儿歌

(2)之后让幼儿轻轻跟念

(3)让幼儿自我念儿歌

3.理解儿歌里的资料

(1)儿歌里的船，真的是一艘小船吗?(不是)

(2)那指的是什么呢?(月亮)

(3)出示图片(月亮)，小朋友什么时候能看见月亮，都看见过



它吗?(夜晚，看见过)那月儿是什么样貌的呢?(弯弯的，两头
尖尖的)。

4.做游戏：

此刻，正是夜晚，深蓝色的天空有闪闪的星星，弯弯的月亮，
而这弯弯的月儿多像一只小小的船啊!让我们张开双臂飞呀飞，
飞向蓝天。小朋友如果坐在这只船上，你看见了什么?(闪闪
的星星、蓝蓝的天)。

幼儿中班教案详案篇五

教学形式：团体或小组数学。教学方法：情景表演法 行为辨
析法。活动目标：1. 通过学习参与他人活动的礼仪技巧，使
幼儿学会与他人合作游戏。2. 培养良好的社交礼仪习惯。

核心要素：小朋友 做游戏 要参与 求同意

勤沟通 互帮助 多谦让 好相处

活动准备：1.玩具。

2.班级教师事先商量示范此活动的流程与细节。

基本过程：

(一)导入活动

通过提问引出活动主题，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教师提
问：“如果你想参加别人的活动，应该这样做?”

(二)关键步骤：

1.请小朋友说出自己的做法。



2.讨论：“谁的方法最好?为什么?”

3.教师示范正确的参与活动时的礼仪，要经过他人的同意才
可加入活动。

一位教师扮演“小朋友”正在玩玩具，另一位教师走过去，
对她说：“对不起，打扰一下，我也想玩这个玩具，我可以
和你一起玩吗?”“可以。”于是两个人一起玩了起来。

4.与幼儿团讨：

“平时你是如何加入他人活动的”

“你会用什么方式打扰他人的活动并提出要加入的请求?(轻
拍一下对方的

肩膀、小声说话等)

(三)幼儿自由活动：

在幼儿活动自由活动中，教师引导幼儿互相合作，共同协商。

活动延伸：

1. 给幼儿创造活动的机会，帮助幼儿在活动中学会合作的技
巧。

2. 每周评选“礼仪之星”，树立榜样，强化幼儿的正面行为。

家园互动：

1. 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家长在要参与他人的活动时，要
做到主动征求他人意见，在同意的情况下才加入活动，为孩
子树立榜样。



2.闲暇时，应与幼儿一起合作游戏，引导幼儿学习与他人合
作的技巧。

3.家长对幼儿应进行隐性教育，注意自己的行为和语言修养。

注意事项：

幼儿要征求他人同意后才能参与他人的活动。但如果对方拒
绝了请求，也应尊重他人的意愿，不能生气或说一些不友好
的话，而应有礼貌地离开，继续选择别的活动。

幼儿中班教案详案篇六

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提高小朋友的安全意识，

2、通过生活中发生的被拐骗及走失案例，引起孩子对防拐骗
防走失的重视。

3、了解一些基本的防拐骗防走失知识和走失被拐骗后的自我
解救方法。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活动准备：

1、关于防拐骗走失的ppt课件，情景视频。

2、请客人老师扮演陌生人。

活动过程：



一、情景导入：

1、教师组织幼儿去超市，走到超市门口时，教师假装接电话
说有事离开一会。并叮嘱幼儿不要乱跑、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2、客人老师拿着糖果贴纸玩具，充当陌生人过来假装问路说，
哎!小朋友，你们知道新宏幼儿园在哪吗?如果孩子用手指方
向老师只给陌生人，那么陌生人要请求孩子帮忙带路，把陌
生人送到新宏幼儿园。

3、另一位客人老师将拐骗演练情景录成视频作为案例放到课
上讲解。

二、结合视频，讲述走失及被拐骗的事例

三、结合图片，向幼儿介绍防拐骗防走失知识。

四、幼儿分享自己经历过的走失经历及处理办法。

五、小结

告诉孩子记住家庭住址，父母工作单位的全称以及电话号码
要记住，要告诉孩子因迷了路和或被拐骗、被绑架时，应找
警察或拨打110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