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科学认识水教案反思 大班科
学活动认识人民币教学反思(精选6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
为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
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大班科学认识水教案反思篇一

作为一位刚到岗的教师，教学是我们的任务之一，借助教学
反思我们可以快速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教学反思应该
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大班科学活动《认
识人民币》教学反思，欢迎阅读与收藏。

《认识人民币》是本学期的教学内容。人民币是我国法定的
货币，在人们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幼儿年龄小，缺乏社会
经验，家长单独让孩子上超市购物的机会很少，对人民币只
是初步的认识。这节课的教学就是为了让幼儿结合自己的生
活经验和已掌握的`对100以内数的认识，进一步认识人民币，
使幼儿在简单的活动中感知人民币的面值和人民币的功能。
为了培养幼儿对数学的兴趣,使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在这节
课的开始时。我以提问的形式，引入课题“认识人民币”同
时也渗透一种德育思想在其中，合理利用零花钱，教育幼儿
养成节约的品质。第二环节是让幼儿区分硬币和纸币。第三
个环节是让幼儿认识人民币的面值。为了完成这一环节，我
课前让幼儿准备了假币，所以我就让幼儿拿出样币逐一进行
辨认，并让有疑问的幼儿请教同桌。反馈提问幼儿：“你是
怎么知道这些人民币的面值？”通过幼儿的回答总结出方法。
再让幼儿对手中的样币进行分类。最后一个环节是游戏，加
深对人民币的认识。



在这次活动，课上的很好，完成得还很顺利。我思考了许久，
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在这次活动的时候，我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对于1元的
人民币比较熟悉。当然我也准备了真的人民币。因为人民币
每人都有一份，所有的幼儿都看的很仔细。

2、在《纸币找朋友》这个环节上，我是通过让他们利用自己
的学具是多少人民币，幼儿怎样拿这么多钱。

3、《看谁拿得对》这个游戏，大部分幼儿都能拿正确。

大班科学认识水教案反思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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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科学认识水教案反思篇三

1、初步了解火山爆发的原因，对火山爆发的现象感兴趣

2、了解醋和小苏打混合在一起会发生变化，产生二氧化碳

3、在操作中体验成功的喜悦

重点：了解醋和小苏打混合在一起会发生变化，产生二氧化



碳

难点：了解火山爆发的原因

1、火山模型（用杯子、盘子和太空泥手工制作）、可乐饮料

2、小苏打、白醋、红色颜料水

3、火山爆发视频、火山原理图、ppt（小苏打和醋的用途图片）

一、视频导入，激发幼儿对火山爆发现象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上午好，今天老师带来一段有趣的视频，
请小朋友们仔细观察视频里发生了什么事？发生时是什么样
的？（播放火山爆发视频）

二、观察视频，初步了解火山爆发的现象以及原因教师提问：

1、小朋友看见发生了什么事情？（火山爆发）

2、火山爆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再次播放课件）请幼儿回
答。

教师小结：火山爆发时，首先从火山口喷出大量气体，之后
蹦出大量的火山灰、岩石碎块，紧接着岩浆喷出并沿火山口
流下形成熔岩流，最后熔岩冷却，火山渐渐平息。

3、为什么火山会喷发呢？请小朋友猜一猜。（教师引导幼儿
进行大胆的猜测）

教师总结：火山爆发是一种自然现象，但这种现象并不常见，
在我们居住的地下深处有很多很热的岩浆，岩浆受到地球内
部巨大压力，上升到离地球表面很近的距离时，岩浆就会找
个出口（地壳薄弱处或裂缝）喷发出来，形成了火山爆发。



（火山原理图）

三、模拟火山爆发，让幼儿知道小苏打和醋混合在一起产生
二氧化碳。

1、教师：小朋友，今天老师请来了小火山（火山模型）到我
们班做客，给小朋友们带来个小实验—火山爆发，来一起感
受下火山爆发的现象。

提问：你们猜猜这是什么？（引导幼儿观察猜测）

小结：这是红色颜料和水混合在一起变成的，它来当做小火
山的岩浆哦。b、出示小苏打

提问：小朋友，这是什么啊，它是什么颜色的，再来试试摸
它有什么感觉？（请小朋友感知猜测）

小结：它叫小苏打，小苏打有很多用处，平时我们做糕点也
会用的它（小苏打用途图片）

c、出示白醋

提问：小朋友，这又是什么呢，平时妈妈做饭时也能用到哦，
请小朋友闻一闻、尝一尝吧！（请小朋友感知猜测）

教师：好，小朋友，实验马上开始了哦，第一步，倒入红色
的颜料水；第二步，加入几勺白色的小苏打；第三步，慢慢
倒入白醋。

提问：

1、哇！老师的小火山爆发啦，那么老师的小火山爆发时是什
么样子的呢？（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发现有很多气泡）



2、为什么老师的小火山会爆发呢？（引导幼儿大胆猜测）请
几个小朋友来试一试我们猜的对不对。（引导幼儿操作验证）

教师小结：因为小苏打和醋混合在一起会发生变化，产生一
种气体叫二氧化碳，这种气体会让我们的小火山爆发哦。

3、教师：你们想不想试一下呢，好，我先请位小老师示范下，
再请小朋友们一起做小实验。（在实验中引导幼儿感知火山
爆发的现象，实验结束时提醒幼儿整理实验材料）

四、活动延伸

小科学家们，你的实验成功了吗，今天我们知道了醋与小苏
打混合后，会发生变化，产生二氧化碳。有细心的小朋友发
现，可乐也会出现火山爆发的现象，我们来试试吧，（先摇
一摇，观察里面有很多气泡，再打开，发现可乐喷发出来）
咦，为什么可乐也会爆发呢？因为可乐中含有二氧化碳，这
种气体会让可乐爆发哦，但是喝这种饮料对我们的身体不好，
所以我们要少喝饮料，多喝开水哦。

今天你们玩的开心吗，老师给你布置个小任务，回家和爸爸
妈妈一起了解火山的其他秘密，下次和小朋友分享哦。

本次活动比较成功的地方在于课件的准备很吸引孩子的注意
力，孩子对其内容和小实验很感兴趣，但也有很多不足之处。

在活动中，有个上桌操作环节，我的引导语没有说清楚，导
致孩子们有些混乱，想迫不及待去做实验，我没有及时变通，
及时放手；语言不太精炼，用词不太准确；火山原理图比较
难，没有很仔细的带孩子们观察了解；为了强调重点和难点
多做了一遍小实验，强调醋和小苏打混合可以产生二氧化碳，
验证过程有点冗长。

总之，从本次活动收获很多，再接再厉，加强学习，让自己



越来越优秀！

大班科学认识水教案反思篇四

1、让幼儿知道一年分为春、夏、秋、冬。

2、让幼儿感知和体会四个季节有那些的不同景象以及特点。

3、让幼儿掌握一年四季的轮换顺序。

4、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5、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应经学习了知
识。

1、让幼儿了解四季的特点。

2、让幼儿掌握一年四季的轮换顺序。

绿色、红色、黄色、白色四种颜色板；“一年四季我知道”
儿歌；春、夏、秋、冬四季挂图。

1、先提问幼儿知不知道一年分为几个季节？

2、出示“一年四季我知道”的儿歌。教幼儿读，启发幼儿从
儿歌中找答案。

3、找到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出示挂图让幼儿欣赏，
，一一和幼儿介绍每个季节的不同景象和特点。（春季：春
暖花开、小草绿、小鸟叫。用小鸟飞的动作代表春季。用绿
颜色代表春季。夏季：树叶茂盛、温度高、可以去游泳。用
游泳的动作代表夏季。用红色代表夏季。秋季：树叶开始变
黄，有落叶，果实成熟。用落叶的动作代表秋季。用黄色代
表秋季。冬季:温度开始变冷，北方下雪，用白色代表冬季，



用搓手的动作代表冬季。）

4、出示图例让幼儿明白一年四季的轮换，是循环不止的。

春季到夏季到秋季到冬季，做旋转状。

5、进入游戏。（预先在教室后的地板上铺上代表春、夏、秋、
冬四种颜色板。带领幼儿围圈拉手。一面转圈一面读儿歌。
读到最后，老师说那个季节来了，幼儿就要做那个季节的动
作跑到那个季节的颜色板中去，做错的就淘汰。）

6、小结：我们学习了这节课，以后就能更好的认识生活，感
受生活，爱生活。

在这节课中，我能照顾到幼儿的理解能力。都是用一些幼儿
经常接触到的颜色和幼儿比较容易做的动作来上课。用幼儿
容易想到的景象来代表每个季节，做到层次分明，容易区分。
趣味性强，能挑动起幼儿的学习兴趣。

大班科学认识水教案反思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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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科学认识水教案反思篇六

1、初步了解火山爆发的原因，对火山爆发的现象感兴趣

2、了解醋和小苏打混合在一起会发生变化，产生二氧化碳

3、在操作中体验成功的喜悦

重点难点

重点：了解醋和小苏打混合在一起会发生变化，产生二氧化
碳

难点：了解火山爆发的原因

活动准备

1、火山模型（用杯子、盘子和太空泥手工制作）、可乐饮料



2、小苏打、白醋、红色颜料水

3、火山爆发视频、火山原理图、ppt（小苏打和醋的用途图片）

活动过程

一、视频导入，激发幼儿对火山爆发现象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上午好，今天老师带来一段有趣的视频，
请小朋友们仔细观察视频里发生了什么事？发生时是什么样
的？（播放火山爆发视频）

二、观察视频，初步了解火山爆发的现象以及原因教师提问：

1、小朋友看见发生了什么事情？（火山爆发）

2、火山爆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再次播放课件）请幼儿回
答。

教师小结：火山爆发时，首先从火山口喷出大量气体，之后
蹦出大量的火山灰、岩石碎块，紧接着岩浆喷出并沿火山口
流下形成熔岩流，最后熔岩冷却，火山渐渐平息。

3、为什么火山会喷发呢？请小朋友猜一猜。（教师引导幼儿
进行大胆的猜测）

教师总结：火山爆发是一种自然现象，但这种现象并不常见，
在我们居住的地下深处有很多很热的岩浆，岩浆受到地球内
部巨大压力，上升到离地球表面很近的距离时，岩浆就会找
个出口（地壳薄弱处或裂缝）喷发出来，形成了火山爆发。
（火山原理图）

三、模拟火山爆发，让幼儿知道小苏打和醋混合在一起产生
二氧化碳。



1、教师：小朋友，今天老师请来了小火山（火山模型）到我
们班做客，给小朋友们带来个小实验—火山爆发，来一起感
受下火山爆发的现象。

提问：你们猜猜这是什么？（引导幼儿观察猜测）

小结：这是红色颜料和水混合在一起变成的，它来当做小火
山的岩浆哦。b、出示小苏打

提问：小朋友，这是什么啊，它是什么颜色的，再来试试摸
它有什么感觉？（请小朋友感知猜测）

小结：它叫小苏打，小苏打有很多用处，平时我们做糕点也
会用的它（小苏打用途图片）

c、出示白醋

提问：小朋友，这又是什么呢，平时妈妈做饭时也能用到哦，
请小朋友闻一闻、尝一尝吧！（请小朋友感知猜测）

教师：好，小朋友，实验马上开始了哦，第一步，倒入红色
的颜料水；第二步，加入几勺白色的小苏打；第三步，慢慢
倒入白醋。

提问：

1、哇！老师的小火山爆发啦，那么老师的小火山爆发时是什
么样子的呢？（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发现有很多气泡）

2、为什么老师的小火山会爆发呢？（引导幼儿大胆猜测）请
几个小朋友来试一试我们猜的对不对。（引导幼儿操作验证）

教师小结：因为小苏打和醋混合在一起会发生变化，产生一
种气体叫二氧化碳，这种气体会让我们的小火山爆发哦。



3、教师：你们想不想试一下呢，好，我先请位小老师示范下，
再请小朋友们一起做小实验。（在实验中引导幼儿感知火山
爆发的现象，实验结束时提醒幼儿整理实验材料）

四、活动延伸

小科学家们，你的实验成功了吗，今天我们知道了醋与小苏
打混合后，会发生变化，产生二氧化碳。有细心的小朋友发
现，可乐也会出现火山爆发的现象，我们来试试吧，（先摇
一摇，观察里面有很多气泡，再打开，发现可乐喷发出来）
咦，为什么可乐也会爆发呢？因为可乐中含有二氧化碳，这
种气体会让可乐爆发哦，但是喝这种饮料对我们的身体不好，
所以我们要少喝饮料，多喝开水哦。

今天你们玩的开心吗，老师给你布置个小任务，回家和爸爸
妈妈一起了解火山的其他秘密，下次和小朋友分享哦。

活动总结

本次活动比较成功的地方在于课件的准备很吸引孩子的注意
力，孩子对其内容和小实验很感兴趣，但也有很多不足之处。

在活动中，有个上桌操作环节，我的引导语没有说清楚，导
致孩子们有些混乱，想迫不及待去做实验，我没有及时变通，
及时放手；语言不太精炼，用词不太准确；火山原理图比较
难，没有很仔细的带孩子们观察了解；为了强调重点和难点
多做了一遍小实验，强调醋和小苏打混合可以产生二氧化碳，
验证过程有点冗长。

总之，从本次活动收获很多，再接再厉，加强学习，让自己
越来越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