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比较粗细教案反思 中班科学教案及
教学反思(模板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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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科学比较粗细教案反思篇一

1、对滚动的物体发生兴趣，发现滚动物体的形状特征。

2、探索滚动轨迹与物体形状之间的关系。

方形的.盒子、球、杯子等各种圆形的物体。

（一）幼儿自由操作材料，发现滚动物体的形状特征。

1、出示杯子，操作滚动。

小朋友你们看，这是什么？现在它要和我们做游戏了（操作
滚动）怎么样了？你们想不想来试试？老师给小朋友准备了
许多的材料，请你们去玩一玩。看看哪些东西可以滚动。

2、教师与幼儿共同总结试验结果。

（1）你玩的是什么？它会不会滚动？

（2）现在请小朋友帮它们分分类，把不会滚的东西放到空筐
内。

3。请小朋友们再去玩一玩，探索圆形物体滚动轨迹的不同。



它们滚的一样吗？有什么不同？

出示表格

幼儿讲述自己的想法

一次性纸杯

薯片盒

圆形笔

铃铛

4。幼儿再次操作，验证结果。

5为什么有的物体会向一个方向滚，有的物体会拐弯？

师幼共同交流实验结果，物体的滚动与它们形状有关系，罐
子可以滚直是因为是一样粗的，一次性纸杯会拐弯是因为两
头的粗细不一样。

6。活动延伸：会滚的轮子。

出示两个旅行包，问：”这是什么？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是两个包，一个有轮子，一个没有轮子），使用起来哪一
个更方便，省时间又省力气呢？（有轮子的包省时省力），
老师在这两个包里装上相同数量的书，请小朋友排成两队来
运书，一队是运没轮子的包，一队运有轮子的包，看看哪队
运的最快！

整个活动，给予幼儿较宽松的氛围，教师只是充当了活动中
的支持者，鼓励者，合作者，引导者，用心倾听幼儿的表述，
并及时的梳理与小结。幼儿始终是主体，他们通过观察、动
手、探究，梳理出新的知识经验使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当然，在幼儿的科学活动中，我们应该加强对幼儿思维能力
的培养，增强他们的独立性、探索性，使幼儿把学习任务放
到完整的环节中去完成，真正掌握科学知识，走进科学，也
让科学之光，能照亮孩子成长之路。

科学比较粗细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能动脑筋尝试使用磁铁.大头针.糨糊.双面胶等不同材
料，使小图片固定在不同质地的直立的板上。

（2）能分析比较使用不同材料进行固定的'特点。

活动准备：

双面胶.磁性板.动植物.人物的小图片若干。

活动过程：

1.出示小图片及各种材料，引起幼儿动脑尝试的欲望。

2.幼儿动脑，根据已有的经验想出几种方法进行尝试。

（1）请幼儿将自己的想法表述给大家听。（可以用糨糊贴，
大头针钉）

（2）幼儿自选图片尝试用几种方法来固定，并注意画面的安
排。教师注意观察幼儿的尝试过程并与其适当交流。如教师
问：“你用什么方法固定小图片的？”

（3）幼儿在集体中表述自己尝试使用的方法，并讨论在什么
板上用什么方法最好，哪些方法不能用。



（4）幼儿再次尝试使用多种方法进行固定，并注意在不同质
地的板上选用不同的较为合适的方法。

科学比较粗细教案反思篇三

1、让幼儿知道南北两极的特殊生态环境，了解生活在南北两
极的动物种类。

2、让幼儿知道企鹅与北极熊的外形特征，知道它们是不怕冷
的动物。

地球仪一个，北极熊生活在北极及企鹅生活在南极的图片各
一张。

2、小结南北两极的生态环境，告诉幼儿企鹅生活在南极，北
极熊生活在北极。

1、出示南北极的图片，请幼儿边看边说说南北极的气候。

2、说说图片中企鹅、北极熊长得什么样？它们在干什么？

3、请幼儿思考：为什么企鹅、北极熊住在冰天雪地里却不怕
冷？

4、描述企鹅、北极熊的外形特征、生活方式，并解释它们不
怕冷的原因，即身体的特殊构造。

5、请幼儿模仿北极熊走路。

分别请男孩、女孩子扮演北极熊、企鹅，模仿它们这两种动
物走路，并走到老师规定的“南极”、“北极”的.家里。

科学活动重点在于幼儿的探索过程，可以提供一些故事录音、
图片、书籍等丰富的相关知识材料，在开始时我设置了一个



自由宽松的，能让幼儿自己探索获得知识的环境，在这样的
环境中，能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使幼儿自然地习得知识，
接下来的讨论过程会激烈，相关经验也会更加丰富，同时也
增强了幼儿讲述时的自信心。

科学比较粗细教案反思篇四

目标：

1欣赏故事，对饮料所产生的气泡产生好奇心。

2初步感知气体会使物体变轻并漂浮起来。

准备：

1、小熊玩具。

2、在两只透明的玻璃杯里分别倒入汽水(雪碧)、矿泉水。

3、挂图第15号。

过程

一、有气的水--教师将汽水、矿泉水倒入透明的玻璃杯，引
导幼儿观察两者的区别。

--汽水有泡泡，喝道肚子里会有气，会打嗝。矿泉水没有气，
喝了不容易打嗝。

--启发幼儿大胆设想小熊喝了超级汽水的结果。

--结合挂图，引导幼儿完整欣赏故事。

--小熊喝了超级汽水，怎么样了?"引导幼儿结合自己的体验
重点理解小熊喝了超级汽水，肚子里全是泡泡，会变得像气



球一样轻，在房子里飘来飘去。后来，小熊打了隔，冒出气，
才降了下来。

三、小熊冒泡泡--幼儿翻阅活动材料第6-8页，边听教师讲述。

--幼儿分小组讲述故事大意，重点描述肚子里有气泡会飘起
来的情形。

--教师讲述故事，启发幼儿把自己想象成小熊，用动作来表
达自己对故事的理解，重点表现小熊变轻、漂浮，最后打嗝
降落的过程。

教学反思：

在活动中大部分幼儿表现积极，但忽视了能力弱的幼儿的表
现，在下次活动中需要个别指导。

科学比较粗细教案反思篇五

荷花全身皆宝，藕和莲子能食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
花及种子的胚芽等都可入药。其出污泥而不染之品格恒为世
人称颂。

1.认识夏日仙子——荷花，知道荷花是夏天盛开的。

2.观察荷花，并了解荷花的组成部分及用途。

3.通过认识荷花，感受荷花的美及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

重：1.中班幼儿已经具备区分春夏秋冬的能力，让幼儿知道
荷花是在夏天盛开的。2.区分莲藕和莲蓬，莲藕是茎，莲蓬
是果实，莲子是种子。

难：知识类课程会有些枯燥，相比其他课程会缺乏一些趣味
性，中途应该多次吸引幼儿，如：多提问，给予实物观察。



1.夏日仙子的传说。

2.荷花、莲藕、莲蓬、莲子、荷叶实物。

3.杭州西湖荷花盛开的美景（图）

1.故事导入

师：今天老师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夏日仙子的故事。从前天
上有一位漂亮的仙女，她在天上看见杭州西湖很美，她就偷
偷的从天上下来到西湖里面玩耍。在玩耍的途中她玩得太开
心了，就忘记了时间，被天上的神仙发现后，就被惩罚到杭
州西湖里面变成了一朵鲜花。这朵鲜花的名字叫:荷花。你们
想看看荷花长什么样子吗？（播放杭州西湖荷花盛开图）

师：这些荷花都开在哪儿呢？幼：池塘里

师：池塘里面是干的泥土吗？（荷花喜湿不喜干）

师：你们猜一猜荷花是什么时候开的？（幼儿自由回答）

师：老师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婷婷水中伫，六月枝头香。
师：六月是什么季节呢？（引导幼儿说出夏天）

2.观察荷花结构，了解其用途

师：今天老师把这位夏日仙子带来啦，请小朋友们一起来看
看吧。（出示荷花、荷叶、莲蓬、莲藕自由观察。）

师：你觉得哪个是它的花瓣，哪个是他的果实，哪个是它的
种子，哪个是它的茎。（请个别幼儿回答）

师：荷花的叶子圆圆的，我们的雨伞就是根据荷叶的形状来
发明的。荷花的'果实叫做莲蓬，等荷花的花瓣都掉了之后，
就会剩下一个莲蓬，这些小洞洞里面有莲子，是荷花的种子，



可以拿来吃，也可以拿来播种，还可以作成药来治病。那这
个莲藕是什么呢？（请幼儿各自猜测，给予幼儿肯定）

师：莲藕是荷花的茎，我们来把莲藕切开，看看里面是什么
样子的。哇！这里面有好多小洞洞呀，你们知道这是干什么
的吗？（请个别幼儿回答）

3.说一说喜欢荷花的什么？为什么？

4.活动延伸

欣赏关于荷花的诗词。

首先，三个目标都已经达成，在整个活动中先用“夏日仙
子”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衬托出荷花的“仙气”，从而让
幼儿对荷花感兴趣，产生好感，对下面的环节作铺垫。在了
解荷花的组成部分时稍显枯燥，个别幼儿兴趣不高，在观察
的时候个别好动幼儿进行破坏，现场稍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