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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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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活动找朋友教学反思篇一

此次活动是大班主题活动《奇妙的水》中的一次常识活动，
这个主题对孩子们来说很感兴趣，非常喜欢动手操作。

活动目标：

１、了解水由于温度的高低，会发生变化的物理现象。遇热
会变成水蒸气，遇冷会结成冰。

２、通过实验验证水的三态变化，发展探究能力。

活动准备：

1、请幼儿在家里用冰箱做“水和冰”的实验。

２、准备一只煤炉、锅、烧杯。

３、挂图一幅。

活动过程：

一、朗诵散文诗《会变的水》，引导幼儿思考水是否真的会
变，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引发幼儿的探索兴趣。



二、回忆生活经验和在家做的“水变冰”的小实验，讲
述“水是怎样变成冰的”。

三、幼儿观察水遇热的变化

教师操作实验，引导幼儿观察：

１、你们发现水烧热后有什么变化？

２、你们看到杯口冒出了什么？

３、水气是从哪里来的？

４、水变成水蒸汽后到哪里去了？

５、杯子里的水有没有少？

６、水在什么时候变成水蒸气的？

四、引导幼儿讨论“怎样把水蒸气变成水？”

１、

提问：我们能不能把水蒸汽变成水？

２、幼儿讨论，提出自己的想法。

３、利用实验材料进行操作验证。

五、帮助幼儿梳理有关水的.三态变化规律的经验：当水的温
度在“０”度

以下时，水就变成冰。冰融化了变成水。水热了就会变成水
蒸气了。水蒸气遇冷又会变成水。



六、跟读散文诗《会变的水》，启发幼儿在日常生活中进一
步观察水的变化。

幼儿的注意力能集中。

当我出示孩子们自己带来的冰块问“水是怎么变成冰”时，
由于从冰箱中拿出来有段时间了，小朋友看到冰有些融化了，
就开始争论：“冰怎样变成水了？”“这个冰块怎么这么小
了？那块还很大呢？”……这是我在教学中没有设计到的，
显然大家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决定把这个问题
交给孩子们讨论，将幼儿分成小组，进行小实验。鼓励他们
用各种办法把冰块变成水。如太阳晒、暖气烤、开水浇、凉
水泡、小手捂等。让幼儿比较哪种方法能让冰融化得快一些。
引导幼儿发现温度越高冰融化得越快。

在把水蒸气变成水的实验当中，有小朋友想出把手放在水蒸
气上，水蒸气也会变成水时，小朋友都围过来试一试。这时
我很犹豫，是阻止还是支持呢？结果我没有阻止他们，而是
在一旁提醒他们注意安全，等他们都一一亲自实验过，然后
与他们一起讨论这是为什么。就这样循序渐进地将引导幼儿
回到主题。

存在问题：

１、我在课前还应为幼儿提供丰富的便于操作观察的材料，
如每组准备一只酒精炉、烧杯，让每个幼儿都能亲自进行实
验探索，从而能更加引发孩子们的探索欲望。

２、在活动中还应认真的观察孩子，倾听他们的谈话，在于
他们的谈话中发现他们的兴趣和经验，激发孩子们主动学习。

３、对活动的组织调控能力还有待提高，调整的教育行为还
比较谨慎，不够大胆。如在这次活动中的生成课程转换得比
较犹豫。



４、及时反思、整理思路的能力还不足，活动后立即反思显
得条理性不够强。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大班科学活动教学反思。

科学活动找朋友教学反思篇二

在课一开始引入的谜语和创设的情境，学生都很感兴趣，接
着提问题也比较积极，列式也还行，上课认真听讲的孩子都
学会了如何计算两位数加减整十数，对于有些上课不会听讲
的'孩子来说就没那么简单了，他们感到数学很难，然后就不
想学，产生一连串的不良反应。我是试着争取听讲率达
到100%，可是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来锻炼，慢慢来，相信
孩子们会越来越好。

科学活动找朋友教学反思篇三

好的地方：

1.在这个活动中，我给孩子们提供了每组一桌的小乌龟可以
让孩子们仔细观察、探究。整个过程，多数的时间让给孩子
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2.在孩子们小组探究的环节，我提供了足够多的时间让他们
探究，孩子们也能在观察探究中发现自己想要了解乌龟的种
种问题，孩子在活动中的专注、投入、采用的方法使我感动。

不足之处，应该如何改正：

1.在探究乌龟的过程中，虽然孩子们很专注，但是也有个别
幼儿忘记了小组合作研究的问题，也有的因遇到困难而转换
了目标，我可以适时提醒他们。



2.环节的细节问题还需要考虑地更周到一些，比如座位安排。
我这次活动整个环节都让孩子们坐在了桌子旁边，桌上的乌
龟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以至于后面的几个环节，请他们
交流观察的结果，很多孩子的注意力还在乌龟地方，没有跟
着我的节奏走。如果这次的教学活动，在集体交流时，让孩
子们围坐在我周围，在观察时围在桌子旁，那可能效果会更
好！这些细节问题，也是我以后上课要多考虑的地方。

科学活动找朋友教学反思篇四

一、 案例：《小手的秘密》是小班的一次科学活动。活动重
点就是在游戏中，探索自己小手的秘密;难点是知道大拇指的
作用。我采用实验法让幼儿去探索、去发现。为了使活动能
顺利地实现预期目标，我在活动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为了让
幼儿清楚地观察指纹，我每组都放着放大镜，能保证两位小
朋友有一只放大镜。为了保证实验的顺利进行，我挑选统一
大小的积木，在积木上妥善安置着胶带，很容易取用。

活动第一环节，通过实验，了解大拇指的作用。首先，我让
幼儿用自己的小手把操作筐里的黄豆、纸片、牙签放到自己
的位置上，一瞬时间，孩子们就放好了，还为自己的成功而
高兴。然后，我就边讲解边演示把透明胶布把一只手的大拇
指固定，于是，小朋友们就纷纷动手将大拇指固定在手心里，
可是，只有一部份幼儿固定了，还有一部份幼儿只是用胶布
捆-绑在大拇指上，而没有将大拇指与手心固定。最后，我让
他们把纸片、牙签等放回到操作筐内，大部分小朋友都无法
完成。

二、反思：

1.细节不能疏忽。小班幼儿小肌肉发育正在完善之中，故取
放特别细小的'东西有一定的困难，如果把大拇指固定，肯定
是无法捡东西了，据此，采用固定大拇指捡东西的实验有一



定的科学性，它能让孩子真切地体验大拇指的作用。为了实
验，课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孩子取用胶布非常方便。但是，
老师在讲解演示时高估了幼儿的能力，造成一部分幼儿只用
胶布邦住了大拇指而没有将大拇指固定于手心，这对实验的
效果大打折扣。如果老师讲解让幼儿来演示，也许这个问题
就没有了。因此，要充分估计幼儿的己有经验，细节虽小，
也会影响活动效果。

2.谨慎使用教具。根据小班幼儿思维具体形象的特点是，科
学活动使用实验法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在一备时，我准
备的实验材料是颜料和纸，让幼儿按下手印来比较，在课程
审议时，大家对实验的材料进行了探讨，考虑到避免不必要
的意外，实验材料改为放大镜，使用了放大镜，避免了许多
意外，效果很好。

科学活动找朋友教学反思篇五

本活动我们首先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实际水平选取，活动
准备充分，层次清楚。幼儿通过观察、操作，认识了时钟，
能区分时针、分针，学会了看整点、半点。  在本活动的导
入部分，我所选的音乐《小闹钟》富有感染力且贴近活动内
容，把孩子立刻吸引了过来，接下来的提问又把幼儿的思路
引发到钟表上，很自然的就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通过充
分的学具让幼儿很轻松的认识了时针、分针。又通过演示时
针、分针赛跑，引导幼儿感知了时针、分针的运转规律，并
在此基础上认识整点、半点。

1.问题缺少变幻性

在活动中，我都采用了拨好时间点然后提问幼儿：“这时几
点？”幼儿的积极是蛮高的，但我发现这样的形式在幼儿操
作的环节中碰到了困难，有的幼儿只知道几点但不知道在钟
上怎么拨。在课后我想了想如果在课堂中先采取我的方法提



问幼儿“这是几点钟？”等幼儿掌握后，再以另一种形式提
问：“那8点钟应该怎么拨呢？分针、时针走到那个数字上
呢？”这样变换形式相信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2.教师的高控制

本活动的重点在于认识整点及半点，认识半点是活动的难点。
在备课时，我认为整点和半点是一样的，认识了整点，半点
理所应当也是很容易的。而真正在活动中我才发现事实并不
是这样，对于整点，孩子们能很快地理解、学会，但到了学
习半点的环节，好多幼儿都搞不清了，这时怎么回事呢？活
动后我思考了，我认为还是我自身的问题，作为一个新教师，
对幼儿的了解不够，教学经验也不足，活动大多都是在我的
高控制下进行的，因为有时会觉得自己不说，孩子会不会说
不出？会不会不顺着我的思路回答？当孩子说出奇思怪想时，
我应该怎么去应答，所以总是忍不住说出问题的答案？在半
点这个环节中，总结下来，没有让幼儿去探索，而只是我一
味的讲，这个效果是远远小于幼儿自己探索获得的。仔细想
想，如果我能给点时间孩子，让他们自己去探索一下，讨论
一下，效果一定会大大不同的吧！

作为一名新教师，我对幼儿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对幼教事业
还没有深悟的理解，教学经验乏乏，这些都意味着我还要深
入地学习、领会，从书本中去学习、从有经验的老教师那去
取经，相信教师之路我会越走越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