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大班科学活动神奇的磁铁教学
反思(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大班科学活动神奇的磁铁教学反思篇一

目标：

1.了解时钟的钟面等点及分针，时针的运行规律，学会看整
点。

2.学会看整点并能正确拨出，读出整点。

3.初步形成按时作息的良好习惯。

准备：

实物钟2个，若干个钟面，若干个圆，若干个勾线笔，挂图。

过程：

小结：有小动物的是卡通钟，能挂在墙上的是挂钟，放在桌
面上的是座钟，放在地上的是落地钟。

2.观察并认识时钟，分针及了解他们的运行关系和运行规律。

小结：小朋友真聪明，分针转一圈走12格，时针则走一格，
就一小时，分针要走一圈才是一小时。



3.认识整点师：出示图，谁能告诉我图片上的钟几点了?分别
出示12个不同时间的钟面，让幼儿说出整点和怎样写整点。

师：小动物买好了钟都是回家，可是小猪还没来，它到底干
什么了?我们去看看它在干什么?出示图片(睡觉)看看几点钟了
(10点)小猪是一个不守时的小猪，我们不要学小猪，我们要
按时睡觉，按时起床，吃饭，上学，早睡早起，就不会迟到
了，我们学会珍惜时间，因为时间过去就不会回来。

4.学拨整点森林里其他小动物看见他们买的钟都很羡慕，可
是他们不知道怎么看时间，小朋友帮帮小动物，好吗?老师拨
时间，你们说，然后请小朋友来拨时间。

5.练习画钟面、时钟、分针6.活动延伸做“老狼，老狼，几
点钟的游戏”

幼儿大班科学活动神奇的磁铁教学反思篇二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常常需要准备教案，编写教
案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教材的重点与难点，进而选择恰当的
教学方法。教案应该怎么写才好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
【幼儿园优秀教案】大班科学活动神奇的小麦，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麦是我们身边常见的农作物，近期班级开展了种植活动，
孩子们自己播种了小麦种子，并通过照料长出了幼苗，利用
这一教育契机，让幼儿了解小麦的生长过程，在今后小麦的
成长阶段进行验证和记录。也通过这次活动，感知小麦与人
类的密切关系，很多食物都是由小麦制成的，我们的生活离
不开它，并能够利用各种感官区分与其他农作物食品的区别。

1.了解小麦的生长过程和用途。



2.能够利用各种感官区分麦制品食物与其他农作物制作的食
物。

3.体验用肢体语言演绎小麦生长过程的快乐。

重点：了解小麦的生长过程。

难点：能利用各种感官区分麦制品食物。

经验准备：了解小麦的各部分名称。

物质准备：课件；音乐；米饭、花卷、贴饼子、豆腐四种食
物；头饰

一、开始部分：

二、基本部分：

（一）谈话导入。

（二）了解小麦的生长过程。

1.看一看：播放视频，了解小麦的生长过程。

2.说一说：请幼儿说一说自己看到的小麦是怎样生长的？经
过了哪些过程？

3.演一演：肢体演绎《我是一粒小麦种》。

（1）引导幼儿用肢体表现种子发芽、长大的过程。

（2）带领幼儿在音乐声中用肢体动作模拟种子生长过程。

（三）了解小麦的用途。



1.提问：农民伯伯收下麦子后都去哪了呢？

2.带领幼儿认识面粉和面食。

3.了解部分麦秆工艺品。

（四）能够区分麦制品食物。

1.猜想：教师出示食堂制作的米饭、花卷、窝头、豆腐四种
食物，请幼儿猜一猜谁是由小麦制成的.，并用投票的方式每
个幼儿将四种食物贴到对应的农作物（小麦、水稻、大豆、
玉米）旁。

2.验证：请幼儿说一说可以用哪些方法来区分这些食物（看、
闻、摸、尝）。

3.游戏：农民伯伯找小麦。

（1）老师带上头饰当农民伯伯，小朋友们自由选择头饰当馒
头、面条、饼干、豆腐、腐竹、大米粥、爆米花等食物。农
民伯伯说：“我辛勤劳作的小麦被制作成了各种各样的食物，
他们都变样了，哪些是我种植的小麦呀？”幼儿说：“我
是xx,我是您种植的小麦。”

（2）请幼儿带上头饰当农民伯伯，找一找哪些是自己辛苦种
植的小麦。

4.教师小结：原来我们平时吃的这些食物是由不同的农作物
制成的，小朋友们还学会了用各种方法来区分麦制品食物和
其他农作物制作的食物，那今天的午饭和晚饭，孙老师要考
考你们，会让你们说一说饭菜里有没有今天学习的这四种农
作物。

三、结束部分：



（一）懂得爱惜粮食。

复习学过的儿歌《大馒头，哪里来》，进一步感受农民的辛
勤，更加懂得要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二）留下任务。

小朋友们，前段时间我们也种下了小麦种子，通过你们的照
顾已经长得很高了，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验证一下，小麦的
的生长过程是不是和我们今天学习的一样，我们把它的生长
过程，各个时期的状态记录下来。等到成熟的季节我们可以
一起收割，做出我们想制作的食物和手工。

（三）活动结束。

今天我们的探索旅程就到这里啦，“探索号”要返程了，请
小朋友们跟好哦！

活动总结在活动过程中，教师始终创造各种机会，引导幼儿
积极主动地去发现、去思考、去学习、去实践，从而体现了
《纲要》中所规定的“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突出幼儿的主
体地位”的思想。例如，用肢体语言表现小麦的生长过程时
也充分尊重幼儿个体独特的表现力。

《纲要》明确指出：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应该根据需要合理
的安排，因内容灵活的运用。在我们以往的教学观念中，总
是以孩子学到了多少内容来定义他的学习到底好还是坏。其
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幼儿园的学习中，我们并不是要让
孩子学到多少，而是要积极的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使他们
能在各项活动中获得满足和享受到乐趣，进而使这种满足和
乐趣成为孩子终身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教师也无须特别
钟情于我们预先设计的教学方案，而是应该随时随地的观察
幼儿的兴趣，以幼儿兴趣的需要随时调整我们的教育内容及
方案。本次活动中，教师采用了亲身体验、游戏、课件等教



学形式组织活动，使幼儿在看看、听听、玩玩、说说、演演
中愉快地了解到麦子的生长过程，懂得了珍惜粮食。课堂气
氛活跃，教学效果非常好。

幼儿大班科学活动神奇的磁铁教学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通过探究，操作，发现小水滴可以将物体变大的现象。

2.会用简单的方法记录实验结果。

3.乐意与同伴交流分享实验结果。

活动重难点:

发现小水滴可以将物体变大的现象，会用简单的.方法记录实
验结果。

活动准备:

一次性杯子、保鲜膜、水、抹布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猜谜导入，谜底：小水滴

二、基本部分

出示小水滴图片，幼儿观察。师提问:小水滴是什么样子的？
有什么作用？幼儿自由回答。



2.借助小水滴观察物品。

师：除了大家说的这些，小水滴还有一个神奇的作用。

（1）出示教师特制的纸杯，下半部分开孔的纸杯，杯口还有
一层保鲜膜。教师介绍材料，

（2）引导幼儿如何操作及观察。

在保鲜膜上滴一滴小水滴。

杯底放一个小物品然后透过小水滴来观察。

引导幼儿猜测观察结果。

（3）幼儿分组进行实验，教师指导。

（4）幼儿反馈观察到的结果:看到的物体会变大。

3.出示放大镜，探索放大镜与小水滴的联系。

（1）摸一摸放大镜，得出中间厚、边缘薄，而且是透明的。

（2）联系小水滴的形状，告诉幼儿小水滴其实就是起到了放
大镜的作用。

4.探索其他透明液体是否有放大作用。

（1）出示白酒，白醋，雪碧等材料，这些都能把物体放大吗？

请幼儿分组实验并做好记录。步骤与方法

（2）幼儿再次实验并交流实验结果。

（3）师小结:像白醋、白酒、雪碧等水滴都是透明的，并且



中间厚、边缘薄，它们会让物品看起来变大。

5.生活中的例子:放大镜、望远镜、显微镜

三、结束部分

延伸活动:像玻璃、眼镜儿到底能不能把物品放大？

幼儿大班科学活动神奇的磁铁教学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口头表述能力，通过幻灯片，能独立完整的将造
纸过程的大意概述出来。

2、让幼儿了解纸的由来，学会利用纸，包括废物利用和循环
利用。

活动准备：

各种各样的纸、剪刀、双面胶，造纸过程图、蔡伦图片。

活动过程：

一、谜语导入，引起幼儿兴趣。

师：小朋友们，你们喜欢猜谜语吗？（喜欢）老师这儿有一
个谜语想请你们来猜一猜，小耳朵听好了。“四四方方，又
白又薄，既能写字，又能画画。”

幼儿：纸

二、引导幼儿了解纸的用途。

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纸有什么用途吗？在平时，我们怎



样用纸的呢？

幼儿：纸可以写字，画画，折纸等。

三、通过ppt，引导幼儿了解纸的由来及制作过程。

师：原来纸是这么有用的东西，那么，你们知道纸是从哪里
来的呢？

幼儿：商店里买来的、工人叔叔造出来的.。

师：老师这儿有一些图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就知道了。
（出示造纸过程图及蔡伦图片，教师边看图边讲述）师：小
朋友，现在你们知道纸是从哪里来的吗？是由谁造出来的呢？
（小朋友概述，老师点评。）

四、讨论：怎样节约用纸。

幼儿自由讨论后回答。

五、分组进行操作活动。

师：我们一起收集了很多不同的纸，现在先来认识一下都有
些什么纸呢？

教师介绍各种各样的纸。

师：刚才我们小朋友也说了很多节约用纸的方法，那请你们
利用这些纸来玩一玩、做一做吧！

六．点评。

有的小朋友用废纸折出了许多漂亮的东西，装饰了我们的活
动室。有的小朋友用剪刀将废纸剪出了美丽的花，将废纸变
废为宝。希望小朋友在以后的生活中，都要节约珍惜每一份



资源。

活动反思：纸是小朋友最常见的学习用具，也是最不起眼、
最容易浪费的。为了让孩子们珍惜和爱护纸，这次活动的作
用相当的大，孩子们在活动中观看了有关浪费的资料和数据，
在他们心里有了一定的准备，然后发散他们的思维：“怎样
珍惜我们的纸？”孩子们的答案固然千奇百怪，但是他们都
动了脑筋，投入了其中，想了不少的办法，当然也有不少的
好点了，再让他们把点子运用实际，动手操作，作品不一，
也十分的有新意，看着孩子的“精心设计”，老师笑了，孩
子们也笑了.

幼儿大班科学活动神奇的磁铁教学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青蛙的外形特征和成长过程。

2.了解养成观察事物细微变化的习惯，培养幼儿对动物生长
的探究欲望。

3.激发幼儿保护青蛙的情感，知道它是对人类有益的动物。

活动准备：

青蛙图片、课件。

活动过程：

一、导入

师：“今天，老师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动物朋友，咱们听一听
它是谁吧!对，就是小青蛙。(出示课件青蛙图)



二、说一说(观察青蛙的外形特征)

师：“你们见过青蛙吗?”谁能说说它的样子吧!请大家从上
往下来说一说。

(青蛙穿得什么颜色的外衣的?眼睛、嘴巴怎么样的?肚皮是什
么颜色的?有几条腿?)

——幼儿说，教师贴上所说的外形特征局部图。对语言完整
的幼儿给予表扬。

重点讲解脚蹼——引导幼儿观察。

师：“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青蛙，它的样子很可爱，那它生
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吗?()(不是)对，它生下来可不是这个样
子的，它的长大经历了很神奇的过程，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吧!

三、看一看(观看课件图片，了解青蛙的生长过程。)

1、播放课件，提问：

(1)青蛙妈妈生下的小宝宝是什么样子的?(许许多多圆圆的
卵)

(2)天气暖和了，卵是怎样变成小蝌蚪的?(脱下了外衣)小蝌
蚪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圆圆的大脑袋，一条细细的小尾巴)小
蝌蚪是怎样游动的?(请幼儿模仿动作)

(3)小蝌蚪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长出了后腿)

(4)小蝌蚪身体又发生了什么变化?(长出了前腿)

(5)小蝌蚪身体的哪部分消失了?(尾巴，慢慢变短)

(6)现在，小青蛙的身体变成了什么颜色?(脱掉了黑衣服，换



上了绿衣服)

2、教师出示青蛙生长过程图，引导幼儿回忆。

(教师引导提问：青蛙妈妈先在池塘里产下了什么?接着卵又
变成了什么?小蝌蚪先长出了什么腿?又长出了?身体的哪部分
消失了?最后变成了?)

——幼儿回答教师连线过程图片

青蛙卵—小蝌蚪—长出后腿—长出前腿—尾巴消失--青蛙。

问：“青蛙从卵变成青蛙经历了几个变化?

四、画一画(初步了解蝌蚪和青蛙简笔画的画法)

课件演示画法，幼儿初步感知。

五、唱一唱

音乐游戏《小青蛙找家》，引导幼儿用身体动作来表现青蛙。

六、了解青蛙是人类有益的动物，引导幼儿保护青蛙。

师：“小青蛙真可爱，青蛙有什么本领?那小青蛙喜欢吃什么
呢?

——提醒幼儿大胆回答

青蛙对我们人类有这么大的用处，我们应该怎样保护青蛙呢?

小结：青蛙不光吃蚊子、苍蝇，还大量捕食蛾子、稻飞虱等
农业害虫，它们一年吃害虫的数量大约是五万多只。所以人
们称它为“庄稼的保护神”。青蛙对我们人类的益处很大，
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不能捕杀青蛙，好好的保护它。



七、延伸活动：

科学区：在自然角饲养小蝌蚪，幼儿做成长记录表。

美工区：折纸——小青蛙或制作与青蛙有关的环保宣传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