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节能宣传周简报内容 节能宣传周
宣传简报(大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
大家能够喜欢!

幼儿大班科学公开课教案风篇一

1、知道长颈鹿、马、牛、羊是草食动物，初步了解植物、动
物、人类之间的关系。

2、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3、在活动中，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发现现象，并能以实证研究
科学现象。

4、对科学活动感兴趣，能积极动手探索，寻找答案，感受探
索的乐趣。

版图，各种动物卡片、草地。

一、请听一首儿歌(看版图)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绿绿的草地动物跑，长颈鹿吃树叶，马儿、
牛儿和羊儿，都爱把那草儿嚼，草儿嚼。

提问：

1、这首儿歌中都有哪些动物?

2、它们喜欢吃什么?



3、树叶、草儿都叫植物，以植物为食的动物叫草食动物。

4、你还知道哪些动物也是草食动物?请你找一找，互相说一
说。(投放动物卡片，幼儿找一找，说一说。)

二、游戏：分辨草食动物

小朋友特别的聪明，现在咱们来玩一个《分辨草食动物》的
游戏。(教师学动物的样子、或出示动物卡片幼儿分辨。)

三、讨论：

1、小朋友可真棒，如果没有了植物，草食动物会怎样?

2、草食动物对人类有什么好处?请大家互相讨论一下。

(1)骑，拉车

(2)皮衣、羊毛衫

(3)可以喝奶、吃肉

(4)粪便可以做肥料

3、如果没有了植物，没有了草食动物，人类将会怎样?

4、游戏：动物、植物与人类的关系。

我们要爱护植物同时还要保护动物，不随意捕杀它们我们的
世界才能越来越好，越来越和谐。

四、游戏：送草食动物回家。

今天有许多草食动物迷路了，请你们把它们找出来并且送回
家。(幼儿找出草食动物的卡片，把它们送到草地上，幼儿互



相检查)

五、结束部分

草食动物回到了家，很快乐，让我们一起唱起来跳来吧!

幼儿大班科学公开课教案风篇二

1.知道一些天气变化与动物习性之间的关系。

2.能通过细心观察以及与同伴交流各自对天气变化与动物习
性之间关系的认识。

3.乐于用语言和肢体表达自己的认知。

1.幼儿用书：《动物和天气》。

2.教学挂图：《动物和天气》

3.幼儿活动前做关于天气变化与动物习性的调查，丰富相关
经验。

（一）教师通过提问，引起幼儿对动物能预报天气的兴趣。

4.教师出示教师挂图《动物与天气》。

教师：它们是谁?它们在干什么？它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引
导幼儿描述图片）

（二）通过观看幼儿用书《动物和天气》，引导幼儿了解各
种动物"预报天气"的方法。

1.看幼儿用书的图片，引发幼儿思考。

教师：今天教师还请来了两位小客人，他们就不相信小动物



能预报天气，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看
的时候请你注意观察天气有什么变化，小动物都有些什么特
别的地方。

（三）教师提问，引导幼儿进一步了解动物习性变化与天气
之间的关系。

1.教师提问。

教师：小朋友们说了这么多小动物预报天气的方法，到底小
姐姐是怎么样知道的呢？和你们想的一样吗？我们来看一看。

2.教师：原来乌龟流汗、燕子低飞、蚂蚁搬家都是在告诉我
们天气要变化，要下雨了，这些小动物真能干。

（四）引导幼儿扩展动物预报天气的知识。

1.教师：除了这些小动物，你还知道哪些小动物也会预报天
气呢？

2.教师请幼儿在小组内自由介绍自己知道的关于动物与天气
关系的知识。

3.请个别幼儿在大家面前介绍，鼓励幼儿说出与别人不同的
内容，教师在黑板上用简单图标记录幼儿讲述的动物。

4.教师：你最喜欢哪种小动物预报天气的方法，请你用动作
表演出来，让我们大家也来猜一猜。

教师引导幼儿运用绘画的形式，与同伴合作制作"动物与天
气"的天气预报。

1.知道一些气象变化与动物习性变化之间的关系。

2.能根据动物的特殊表现来推断并预报天气。



3.对探索天气奥秘感兴趣。

1.关于天气变化与动物习性变化的录像，如下雨前蚂蚁搬家
的录像。（如果教师找不到天气变化与动物习性变化的录像，
可以用图片替代，并给幼儿讲述关于"雨天蚂蚁搬家"的故事。
）2.幼儿活动前做关于天气变化与动物习性变化的观察，丰
富相关经验。

3.纸、笔、展板。

（一）教师通过提问，引起幼儿对动物能预报天气的兴趣。

教师：明天会不会下雨？怎样才能知道天气会不会变化呢？

教师：除了天气预报会告诉我们天气的变化，还有谁会告诉
我们？

教师：小动物们知道天气要变化了，会有哪些反常的'举动呢？

（二）教师引导幼儿讨论哪些动物能预报天气。

1.教师播放下雨天蚂蚁上树的录像，引导幼儿观察蚂蚁在下
雨天的表现。

2.师：它们是谁？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

3.教师讲述"蚂蚁搬家"的原因。

4.讲述 "蜻蜓燕子" 低飞的故事。"除了蚂蚁能预报天气外，
你还知道哪些动物能预报天气，它们是怎样预报天气的？"5.
请个别幼儿在大家面前介绍，鼓励幼儿说出与别人不同的内
容，教师在黑板上用简单图标记录幼儿讲述的动物。

（三）教师请每组幼儿选一名幼儿在集体中介绍本组幼儿讨
论的内容。



1.教师引导幼儿用展板的形式介绍动物预报天气的情况。

2.教师引导幼儿将自己知道的能预报天气的动物及它们怎样
预报天气的，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布置成展板。

（四）教师和小朋友一起总结成一首儿歌，并游戏。

1.动物世界真奇妙，它能预报天下雨。蚂蚁搬家要下雨，小
鱼水上游要下雨，燕子低飞要下雨，蜻蜓低飞要下雨，乌龟
冒汗要下雨，天晴青蛙捉虫静悄悄，树上知了声声叫，下雨
知了无声响，青蛙呱呱叫。真有趣！哗啦哗啦天下雨。

2.小朋友扮演动物玩下雨的游戏。

活动延伸：

事先请家长和孩子一起收集关于天气与动物的关系。

幼儿大班科学公开课教案风篇三

１、激发幼儿对“弹性”这一科学现象的兴趣，培养其关心
周围事物的习惯。

２、通过探索有弹性的物体，初步认识物体的弹性，并了解
弹性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３、尝试改变物体的弹性，体验科学探索的乐趣。

1、丰富幼儿的生活经验。

（1）教师、家长、幼儿共同搜集若干有弹性的物体，如弹簧
及带弹簧的物品（弹簧秤、拉力器等）、松紧带、橡皮球、
海绵等，投放在科学区中，供幼儿自由活动时操作。



（2）搜集有关物体弹性的图画或文字资料。

2、记录纸、笔、展示板等。

１、幼儿自由探索，感知物体的弹性。

（1）认识材料。

“小朋友，桌子上有老师给你们准备的许多东西，快看看都
有些什么？”（引导幼儿一一说出桌子上的材料）

（2）自由探索弹性物体，并进行记录。

“请小朋友们都来玩玩这些东西，看看会有什么发现？请把
你的发现用你喜欢的方式记下来，可以画，也可以用文字表
示。”

（3）幼儿将自己的记录纸张贴在展示板上。

２、分享交流，了解物体的弹性特征。

（1）个别幼儿介绍自己的发现与记录。

“谁来介绍一下你发现了什么？”（教师有针对性地请记录
具有代表性的幼儿到前面来介绍）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在幼儿介绍的基础上进行汇总记录，将
幼儿的发现及时记在大记录表中。

（2）讨论幼儿的发现，了解物体有弹性。

“小朋友们的发现我们都记了下来。大家仔细看看，从结果
里你发现了什么？” 请幼儿充分讨论，自由发表自己的想法。

（3）小结弹性经验，提升所有幼儿经验。



3、扩展幼儿经验，了解弹性与人们生产、生活的关系。

“有弹性的东西在我们生活中可以用来干什么？它有什么好
处？”引导幼儿联系实际，回忆生活中弹性的作用，给我们
的生产与生活带来的方便等。

4、发散幼儿思维，将幼儿弹性经验提升。

“弹性有这么多好处,如果让你来当设计师，你想用弹性的东
西做些什么?让我们的生活更舒服更方便？”

5、尝试将铁丝变成弹性物体，引发新经验。

（1）观察铁丝，提出挑战。

“铁丝有没有弹性？我们能不能把它变得有弹性？大家一起
来试试。”幼儿自由探索。

（2）小结：铁丝弯了几圈后就有弹性了。弹簧就是这么做成
的。

组织幼儿用弹簧、松紧带、海绵等进行一些小制作。

幼儿大班科学公开课教案风篇四

1、通过分类活动让幼儿感受到磁铁能吸引铁之类的物体。

2、让幼儿感悟到磁铁不同磁极的相斥作用。

大小不一的磁铁若干，幼儿钓鱼玩具，可以吸住和不可吸住
的材料包若干。

1.出示不同形状的吸铁石，请幼儿识别——它是吸铁石
吗?(是或不是)



2.提问，让幼儿根据已有经验，说一说自己知道的吸铁石的
作用。(上课时黑板上要用，妈妈包包上的暗扣等)

3.主要问题：吸铁石能吸住什么?

1.出示各种可吸住和不可吸住的物体，请幼儿猜一猜它们跟
吸铁石相遇会产生什么情况?

2.让幼儿自主验证刚才自己的结论，两人一包材料。

3.让幼儿通过实验，将手上除磁铁外的材料分成两队，并请
一名幼儿给大家演示自己的实验过程，老师和幼儿帮他集体
验证。

4.引导幼儿正确区分可以吸住的材料和不可吸住的材料。

5.总结幼儿的操作结果，帮助幼儿了解吸铁石的相关知识及
它的学名——磁铁。

1.出示幼儿常见的“钓鱼”玩具，吸引幼儿兴趣。

2.与幼儿一同分析该玩具中磁铁的位置及作用。

1.出示两块有n、s标志的磁铁，演示“同极相斥，异极相吸”。

2.利用小型的两极磁铁制作磁性小火车，让幼儿体验同极相
遇和异极相遇的变化。

3.让幼儿实验，根据同极和异极的原理制作磁性小火车。

4.请幼儿说一说，自己知道了磁铁的哪些新本领。

1.通过同极相斥，异极相吸的原理，利用圆环形磁铁和长棍，
制作弹簧磁铁。



2.找一找社区中可以吸住和不可吸住的物体，下次和小朋友
分享，比一比谁找到的多。

幼儿大班科学公开课教案风篇五

我们幼儿园旁边的社区有个大型的玩沙池，孩子们在平时的
聊天中对于玩过沙子的事，总是津津乐道，说明孩子对沙有
着浓厚的兴趣，于是我便抓住这一幼儿感兴趣的课题，生成
了此次探索活动。意在让幼儿在玩沙的过程中了解沙的特性，
通过幼儿自己主动探索，发现沙的许多有趣的现象和变化，
同时享受到成功的快乐、合作的温馨，并且获得丰富的生活
经验。

1、运用各种感官感知沙子的特性。

2、感受玩沙的快乐，体验同伴合作、分享的快乐。

3、正确认识沙子的作用与危害，初步树立正确的环保观。

1、一次性桌布、湿巾、玩沙大盆、筛子若干；

2、玩沙的工具：小铲、小桶、装水的瓶子等；各种小玩具。

3、实验用品：透明玻璃杯、污水、沙子等。不同直径的管子。

4、制作沙画的材料：绘有环保图案的底板、胶水、彩色沙子
等。

5、摄像机、电脑、ppt课件等。

一、出示沙滩的图片，引出沙子，激发幼儿的兴趣。

出示ppt中的沙滩图片，帮助孩子回忆自己对沙子的了解。



二、分5组操作，提升孩子对沙子特性的了解:

1、感知沙子“细小”特性：用筛子分离芝麻和细沙。

2、感知干沙“轻”的特性：用吸管吹一吹干沙与湿沙,体验
干沙轻的特点。

3、感知沙子“不溶于水”的特性：把细沙倒入透明杯中,搅
拌体验沙不溶于水的特点。

4、感受干沙松软的特点：通过用手在干沙和湿沙中扒开沙子
找玩具，用对比的方法让孩子充分感受干沙的松软。

5、感知沙子“会流动”的特性：让孩子在管子中塞沙子。

三、通过录像进一步提升与了解沙子的特性

2、在水中搅拌，水的颜色有什么变化？水中能看到什么？说
明了什么？

四、孩子们再次操作（互相流动与交换），进一步证实与感
知沙子的各种特性。互相交流并用湿巾擦手。

五、了解沙子的作用：

讨论并讲述：你知道沙子有什么用吗？

根据孩子们的讲述，我点出几大类的ppt。沙画、沙球、沙包、
沙坑、沙漏、种花、造房子需要泥沙、螃蟹、乌龟喜欢在沙
子里等。分体育类、艺术类、实用类等几大类有代表性的图
片。

六、了解沙子的危害，初步树立正确的环保观。

出示北方被沙尘暴侵害的图片、泥石流、沙漠等图片。提问：



1、沙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但如果过分多的话，
会怎么样呢？

通过ppt，让幼儿了解害处:沙尘暴、河流泥沙、沙漠等对环境、
人类带来的危害。

2、那我们该怎样阻止沙子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呢？通过看ppt，
懂得植树造林的作用，增强环保意识。

七、我们一起呼吁，一起保护环境：分组合作沙画，每组完
成一副关于环保的沙画。

幼儿大班科学公开课教案风篇六

1、了解电话、对讲机等通讯工具的使用方法。

2、知道现代化通讯工具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1、各种电话、对讲机模型若干。

2、事先在生活中对电话等有一定了解。

3、《科学》下p.16~17。

1、小明的爸爸外地出差，小明很想他，用什么方法可以很快
的联系上爸爸呢？

2、你使用过什么电话？各有什么特点？

3、请幼儿根据原有经验讨论并回答。

1、教师小结幼儿的发言，进一步讲述电话的用处和功能。

2、介绍近距离童话时使用的另一种通讯工具：对讲机。



1、请幼儿认识一下手机上的按键，了解特殊按键的功能及其
使用的方法。

2、试一试，手机怎样通话，它都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3、我们什么时候要使用电话？

1、幼儿在观察中了解电话的发展是怎样的。

2、知道几种应急电话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