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蒲公英秘密 大班科学活动教案螃
蟹的秘密(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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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蒲公英秘密篇一

设计思考：

螃蟹是孩子们喜欢的小动物，滚爬动作也对孩子充满了吸引
力，但身体的横滚、横爬动作对大班孩子具有一定的难度。
不过只要把我们活动设计得合理、有序，就能提高幼儿锻炼
的兴趣，幼儿会不惧困难地努力尝试，在挑战中体验运动带
来的乐趣和自信。

目的要求：

1．探索学习手脚着地横爬和横向侧滚的基本动作。

2．通过爬、滚的动作练习，促进身体协调发展，灵活进行多
种爬的姿势练习。

教学重点：

掌握手脚着地横爬，仰卧横向侧滚动作要领。

活动准备：

录音机，音乐磁带，桌子，垫子。

活动过程：



准备部分：

1.教师带领幼儿一路纵队入场。

（1）围绕场地学小鱼游进行小跑、中速跑热身。

（2）进入场地中自由模仿不同动物的动作、姿态等进行热身。

2.跟着教师在音乐声中做动物模仿操：上肢、体转、腹背、
踢腿、下蹲、跳跃活动。教学与练习部分：

3.“小动物爱锻炼”自由探索尝试。

（1）教师：小朋友们，哪些动物会跳？哪些动物会跑？哪些
动物会飞？哪些动物会游泳？大家都来学学这些动物的本领。

（2）幼儿分散在场地中，自由模仿不同动物的动作、运动。
教师巡回观察、指导，提醒幼儿注意安全。

（3）集中幼儿，请几名幼儿给大家展示自己的模仿动作，教
师进行讲解并给予鼓励。

（4）指导幼儿有选择地对示范动作进行集体模仿练习。

4.小螃蟹学本领。教师：八只脚，抬面鼓，两把叉叉向前舞，
横行霸道挺着肚，嘴里常把泡泡吐。这个谜语说的是什么，
请大家猜一猜。

5.小螃蟹横着爬。

（1）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螃蟹是怎样爬的吗？你们
来试试，看谁爬的最像。教师鼓励幼儿大胆尝试，请幼儿挑
出模仿的最像螃蟹爬的动作，进行学习体验。

（2）幼儿集中在场地一侧四肢着地，当老师发出“开始”口



令后，幼儿一起学螃蟹从场地一侧爬向场地的另一侧。教师
提示要保持手脚着地、双脚弯曲的姿态，横着爬行。

6.小螃蟹学打滚。

（1）教师：小朋友们，老师告诉你们有一个秘密，小螃蟹高
兴的时候还会打滚呢！

（2）教师给幼儿做示范后，请个别幼儿上前模仿。

（3）幼儿四散在场地中自由练习侧身滚的动作，教师巡回指
导。

7.小螃蟹过沙河。

（1）教师演示、介绍游戏名称、玩法。

（2）幼儿分两组进行接力赛，先手脚着地横向爬钻过桌子，
再从垫子上侧身滚过去，最后返回目的地，依次接力。教师
应及时肯定个别幼儿动作的标准及速度。

结束部分：

8.教师带领幼儿在舒缓的音乐中学水中的小鱼游，放松头颈、
四肢、腰腹等身体部位。9.集中幼儿进行活动总结，收拾场
地后带领幼儿离开操场。

教学建议：

蒲公英秘密篇二

活动目标

1、对树桩上的年轮感兴趣，简单了解年轮与树木生长的`关



系。

2、喜欢发现问题，并能和同伴通过探讨交流寻找问题的答案。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使幼儿对探索自然现象感兴趣。

活动准备

1、有年轮的大树桩图片。

2、彩笔、毛线、纸张：（画有树桩图案）。

活动过程

1、谈话形式导入。

2、组织幼儿让幼儿讨论。

3、教师解释：树桩上的圈圈就代表大树的年龄，这些圈圈就
叫做年轮，他每长一年就多一个圈，代表一岁，圈圈越多就
证明这棵树越老。

4、引导幼儿探讨树的年龄，简单了解年轮的含义。

5、请幼儿观看课件，了解世界上最古老的树，拓展幼儿的知
识经验。

6、操作游戏。



蒲公英秘密篇三

世间万物都离不开空气，空气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大班
幼儿对生活中的有趣现象充满好奇，经常玩一些与空气相关
的小游戏，在玩中很多问题会引发他们的猜想，如：为什么
塑料袋会鼓起来？里面到底有什么？一连串的“为什么”激
发了幼儿探究“空气”奥秘的兴趣。为了让幼儿亲身感知到
空气的存在，本活动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操作材料，引导幼
儿运用多种感官，在操作实践中感知空气的存在，发现空气
流动的特性，探索空气的秘密，体验空气压力在生活中的应
用。

【活动目标】

1.知道空气的作用及会流动的特点，了解空气流动形成了风，
空气能传播各种气味，空气压力作用能产生各种有趣的现象。

2.能运用吹、扇、装、闻等多种方法探究、发现空气的存在，
主动探究、自主发现空气是有力量的。

3.萌发“从我做起，净化空气”的环保意识。

【活动准备】

1.大型吹气玩具（如塑料吹气动物）、塑料袋、气球、吸
管4?5根、水1盆、硬纸板等每组1张、空气清新剂1瓶。

2．“幼儿学习材料”——《身边的科学》。

【活动建议】

1、玩游戏“亲亲小脸蛋”，引导幼儿感知空气的存在。

请幼儿闭上眼睛，教师迅速打开大型吹气玩具的气孔，对着



幼儿的小脸蛋轻轻放气，引导幼儿体验气流吹在脸上的感觉。

提问：脸上有什么感觉？猜一猜，是谁在亲你的小脸蛋儿？

2、引导幼儿尝试用多种方法寻找空气，感知空气的流动。

（1）提问：你知道空气在哪里？你用什么办法证明它的存在？
引导幼儿探索用不同的方法寻找空气。

（2）用塑料袋找空气。将塑料袋张开口，然后猛地扎紧，塑
料袋鼓了起来，说明空气跑了进去。

（3）用气球找空气。吹气球，气球鼓了起来，说明空气跑了
进去；将气球对准幼儿的脸蛋慢慢放气，幼儿会感到一阵风，
这说明空气又跑了出来。

（4）用吸管找空气。将吸管在空中吸一下，迅速插人水中，
产生的泡泡说明空气来过了。

（5）用硬板找空气。对着硬纸板吹气、吸气，脸上会有一阵
风吹过，这就是空气流动形成的风；扇动硬纸板，请幼儿再
次感知空气的流动与存在。

小结：原来空气就在我们身边，空气无处不在。

3、引导幼儿通过嗅觉感知空气流动能传播各种气味。

（1）请幼儿感受空气的流动为生活带来的芳香气味。

小结：原来空气是流动的，能够为我们传播各种气味。

（2）请幼儿回忆生活中遇到过的难闻的气味，讨论出现难闻
气味的原因，激发幼儿的环保意识。

4、了解空气的作用，知道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空气。



(1)请幼儿闭上嘴巴，捏紧鼻子，感受憋得喘不动气的感觉，
引导幼儿讨论为什么会喘不动气。

小结：因为身体里缺少空气，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感觉，说明
人离不开空气。

(2)幼儿经验迁移：除了人类需要空气外，还有什么也需要空
气？

小结：除了人类需要空气外，动植物也需要空气，凡是有生
命的事物都需要空气。

5.引导幼儿完成实验“倒不出来的水”、“浸不湿的手帕”，
感知空气是个“大力士”。(1)出示玻璃杯和厚卡纸，边讲解
演示边引导幼儿讨论。

先往玻璃杯里倒满水，盖上卡纸，然后把杯子倒过来。

提问：会有什么现象发生？鼓励幼儿大胆猜测并动手操作实
验。

小结：将卡纸盖在倒满水的杯子里，把杯子倒过来水也不会
倒出来。

(2)出示一个放有手帕的空杯子，引发幼儿猜想。

提问：如果把杯子扣到盆中，手帕会不会湿？为什么？

鼓励幼儿动手尝试，要求幼儿把手帕塞到杯底，杯子要垂直
放到水中。

小结：杯中充满空气，当杯子垂直放入水中时，杯子里的空
气把水顶了出来，所以杯中的手帕不会湿。空气可真是
个“大力士”！



【活动延伸】

结合《身边的科学》第11页，引导幼儿继续探究、记录空气
的秘密。

蒲公英秘密篇四

活动目标：

1、学习随音乐合拍地做出“螃蟹跳舞、吐泡泡、挠痒痒”动
作。

2、在教师的语言、动作的提示下能随音乐的变化，做出与音
乐相匹配的动作。

3、在做螃蟹横行、躲藏动作时能寻找空的地方，不影响同伴。

活动准备：

录音机和音乐磁带，捉螃蟹的一只。

日常生活中引导幼儿观察、了解螃蟹的基本特征。

活动过程：

一、倾听a段音乐，创编螃蟹跳舞的动作。

1、通过谈话导入活动。师：你们见过螃蟹吗？看，我是一只
大螃蟹。螃蟹有很多的脚，你们有吗？2、创编螃蟹跳舞的动
作。师：伸出一只脚，动一动。螃蟹的小脚可多了，这儿还
有一只(教师示范伸出一只脚)它可以怎么动？幼儿自由创编
脚的动作。

3、幼儿倾听a段音乐学习螃蟹跳舞的动作。



师：我们听着音乐一起来学一学螃蟹跳舞的动作。

二、结合幼儿已有的生活经验，学习b段动作。

1、启发幼儿结合已有经验创编螃蟹吐泡泡的动作。

师：螃蟹最喜欢在河里干什么？幼儿自由讲述。

师：螃蟹是怎么吹泡泡的？除了朝这边吹以外，还可以朝哪
边吹？

2、模仿学习螃蟹走路的动作。

师：螃蟹是怎样走路的？(提醒幼儿练习走路时会找空间。)

3、教师哼唱音乐幼儿练习动作，吐泡泡，吐泡泡，走走走走
吐泡泡。

4、倾听b段音乐，并合着音乐练习动作。

师：我们一起来听好音乐吐泡泡！

三、创编、学习c段音乐的动作。

1、鼓励幼儿创编不同方位的挠痒痒的动作。

的挠痒方位。

师：有的螃蟹先挠痒痒，有的螃蟹后挠痒痒，想一想，怎样
才能把动作做的整齐一些，好看一些？(引导幼儿拍两下手，
再挠痒痒。)

2、听着音乐来学一学螃蟹挠痒的动作。

师：现在我们一起听着音乐来挠挠痒，每只螃蟹挠痒的地方



要和其他螃蟹不一样。

四、幼儿随完整地音乐练习动作。

1、幼儿听音乐完整的练习动作。

你们能听着音乐来学本领吗？

2、在教师的语言、动作的提示下能随音乐的变化，做出与音
乐相匹配的动作。

五、游戏。

1、启发幼儿做躲闪的动作。

2、幼儿倾听尾声音乐。

3、完整倾听音乐游戏，提醒幼儿捉螃蟹的人来了要躲闪。

蒲公英秘密篇五

活动目标：

1．认识螃蟹的外形特征，能辨别雌雄。

2．了解螃蟹的生活习性：横着走、吐泡泡。

3．能用多种方式表达探索活动的发现。

活动准备：

1．与螃蟹相关的资料。

2．螃蟹的图片。



活动过程：

一、谈话：

你吃过螃蟹吗？说一说：你吃的螃蟹是什么样子的？味道怎
么样？是从哪里来的？

了解我们的家乡赣榆就在大海边，大海是螃蟹的家，螃蟹是
我们家乡的特产。

二、观察、认识螃蟹

1.请幼儿仔细观察螃蟹的图片并说出螃蟹有哪些特征？

（1）8只脚。

（2）1个壳。

壳壳是什么形状的？（椭圆形）壳壳摸上去是什么感觉？
（硬硬的）

硬硬的壳壳是螃蟹的盔甲，保护着螃蟹不能伤害它。

（3）2只“螯”

两只大钳子有好听的名字叫做“螯”。螃蟹的螯有什么作用
呢？

螯是螃蟹的武器，当螃蟹遇到敌人时，它就挥舞着两只大螯
反抗，让敌人常常它螯的滋味。

（4）我们生活中常用的很多物品就是根据螃蟹的两只大螯发
明的，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夹子，老虎钳，剪刀）

5.利用图片，让幼儿辨别雌雄。



（1）每只螃蟹长的都一样吗？其实螃蟹还有它的小秘密呢。
不过这样可看不出来，我们把它翻个个儿。（腹部图片）

（2）你发现了什么秘密，告诉大家。

一只螃蟹的肚皮是椭圆形的，一只螃蟹的肚皮是尖尖的。

（3）认识螃蟹的“脐”。

我们每个人都有小肚脐，可爱的螃蟹也有啊。两只螃蟹的脐
长的一样吗？

一只螃蟹的脐是尖尖的，像什么形状？（三角形）

一只螃蟹的脐是什么形？（椭圆形）

（4)我们人类分为男生和女生，小鸡分为公鸡和母鸡，那么
螃蟹呢？我们说雄、雌。

三角形脐――雄螃蟹

椭圆形脐――雌螃蟹

（5）出示多张图片，快速回答图中螃蟹的雄雌。

三、了解螃蟹的生活习性。

1．播放螃蟹吐泡泡的图片。

螃蟹这是在干什么呢？它为什么要吐泡泡呢？

教师小结：人们都是用鼻子呼吸的，而螃蟹呢，是用腮呼吸
的，它的腮就藏在它硬壳壳的里面。腮里装着好多水。当螃
蟹呼吸的`时候，连腮里的水也带了出来，呼成了小泡泡，看
起来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在吹泡泡。



四、了解螃蟹的营养价值和使用方法：

你吃过螃蟹吗？螃蟹的味道怎样？

了解螃蟹是一种肉味鲜美，营养丰富的美食以及食用螃蟹的
注意事项，如：死了的螃蟹不能吃；螃蟹是寒性食物，吃的
时候蘸姜和醋吃可以驱寒。

螃蟹的鳃、沙包、内脏含有大量细菌和毒素，吃时一定要去
掉；吃螃蟹不可饮用冷饮会导致腹泻等等。

五、音乐游戏：

学学小螃蟹，在音乐声中幼儿学学螃蟹横着爬行以及在水里
吐泡泡的样子。

活动延伸：

将师生收集的关于螃蟹的资料和图片放在科学区里，让幼儿
了解更多的与螃蟹相关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