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科学十二生肖的秘密教案及
反思 十二生肖歌幼儿园大班社会活动教案

(实用6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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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科学十二生肖的秘密教案及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看图学习儿歌，能正确讲述十二生肖的名称。

2、通过游戏的方式正确感知十二生肖的排列顺序，并尝试仿
编儿歌。

活动准备：

十二生肖歌磁性小图片12张，头饰，录音机。

活动过程：

1、教师提问，引出活动。

（1）教师：这是什么？这是老师的生肖挂件。小朋友，你知
道你是属什么的吗？

（2）教师：你知道你的爸爸、妈妈属什么吗？你还知道哪些
生肖？

（3）教师：以十二生肖代表属相是中国特有的传统习俗。每



年以一种小动物作为代表，一共有十二种动物，称为十二生
肖。

2、引导幼儿看图阅读儿歌。

（1）教师：瞧！十二生肖排队走来了，请小朋友说一说，它
们是什么动物？

（2）教师在小动物的旁边添画简单的图形。请幼儿说说小动
物排着队在做什么运动呢？

（3）引导幼儿朗诵儿歌。

3、运用轮流的方式阅读儿歌。

4、通过游戏了解十二生肖的顺序。

（1）教师：十二生肖锻炼完身体，就排起长队，开始玩捉迷
藏的游戏。

（2）教师介绍游戏的玩法：请小朋友闭起眼睛，教师拿走一
个动物，然后请小朋友睁开眼睛，看看第几个动物藏起来了。

（3）教师带领幼儿开展游戏活动。

5、启发幼儿进行仿编儿歌。

（2）教师根据幼儿的讲述，在失而生肖的旁边画出简单的`
运动项目。

（3）鼓励幼儿看图朗诵自己编的儿歌。

6、韵律活动。

教师：十二生肖喜欢锻炼身体，小朋友，你们喜欢锻炼身体



吗？让我们随着音乐一起来做运动吧！教师与幼儿一起表演
韵律操。

活动反思：

《十二生肖歌》这个活动，主要是让幼儿知道十二生肖的先
后次序，在记忆儿歌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创编。在原活动
教案中，他还有表演活动，并且创编活动是放在学习儿歌之
后，表演之前。但我却觉得这有些本末倒置，甚至可能会让
幼儿对儿歌内容造成混淆。所以我将整个活动的环节进行了
调整和删减，分为：谈话导入——学习儿歌——儿歌游
戏——创编儿歌四部分。这样一来，活动环节比较紧凑，同
时目标指向性更加明确，教学活动也更具实效。在本次活动
中，我的教学准备并不多。十二生肖的小图片一份以及幼儿
人手一张操作纸而已。可是在活动中，小朋友却特别的认真。
而我也免去了许多准备的工夫。它让我觉得，一次成功的教
学活动不需要花里胡哨的课堂准备，有时简简单单的几张小
图片、一支粉笔，一份操作纸就可以构成一次让孩子快乐让
老师轻松的活动。当然，这种轻松并非放松。他必须建立在
教师对活动目标的正确定位以及扎实的基本功的基础之上。

但在本次活动中，我同样感到了一些不足之处。在幼儿进行
操作活动之前我已经明确地提出了活动的要求：让他们在操
作完成后在自己的座位上进行儿歌的创编，在老师拍手过后
就要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坐好。可事实是：幼儿在自己进行
书面创作时，都非常认真。有的幼儿画好后自己编起了儿歌；
有的幼儿画好后就光顾着和别人说话了。老师拍手过后，还
有部分小朋友在兴奋的与别人交流。这一幕幕都表现出了幼
儿在此方面常规的不足。而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十二生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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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科学十二生肖的秘密教案及反思篇二

银行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种金融机构，已成为人们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份。银行是通过存款、放款、汇兑、储
蓄等业务，承担信用中介的信用结构。居民在银行主要进行
储蓄，包括人民币和外币的开户、存款、取款等，银行支付
一定的利息。为了使用方便，人们办理了信用卡，客户可凭
信用卡可在atm机上取款，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透支，在商店进
行刷卡消费。银行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幼儿对银行比较
好奇，因此，教师组织安排参观银行活动，让幼儿能全面、
详细地了解银行。

1、知道银行是人们存钱、取钱等的地方，知道银行每个窗口
的作用。

2、了解银行工作人员的劳动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3、丰富词汇：银行、存款单、取款单。

1、事先与银行联系，明确参观要求。

2、安全教育，要求幼儿外出注意安全、有秩序地进行参观活



动。

（1）向幼儿介绍幼儿家长，介绍家长的职业，请幼儿说说银
行的作用以及对银行的认识。

（2）引起幼儿兴趣，激发幼儿思考，提出问题。

（3）幼儿家长对幼儿的提问进行回答。

（4）幼儿家长介绍存款单、取款单，简要说说怎么进行存款
和取款。

教师：小朋友刚才说了那么关于银行的问题，那现在我们一
起去银行参观一下。

教师交代参观内容：

（1）银行工作人员是怎么样进行工作。

（2）请到达银行之后小朋友要有秩序地进行参观，不要影响
工作人员工作。

（3）观察顾客是怎样去取钱和存钱的？

（4）银行还有什么东西是你想要了解的。

（1）这是什么地方？

（2）叔叔阿姨在干什么？（分辨存款单和取款单）

（3）叔叔阿姨是怎样工作的？

请幼儿说说参观银行后的感想。参观银行后还有什么问题不
明白。在区角游戏中加设银行活动。



大班科学十二生肖的秘密教案及反思篇三

1、继续运用已有经验创编属羊的符号。

2、培养孩子大胆采访与记录的能力。

3、大胆说出自己对十二生肖的理解。

4、幼儿可以用完整的普通话进行交流。

【活动准备】

黑板、老师示范用纸与笔、采访记录纸、笔、采访

【活动过程】

1、引出话题：“今年是羊年，你们知道有谁属羊吗？”

2、幼儿议论，说一说谁属羊

4、大家讨论采访记录：“属”的符号怎么记录？“羊”的符
号怎么记录？

5、统一记录符号。老师将大家创编的符号在黑扳上示范。

6、采访要求：个别幼儿重复采访的用语。鼓励幼儿大胆采访，
并将个别能力差的幼儿与能力强的搭档采访。

7、采访后的反馈。请幼儿把采访的记录一一向大家汇报，纠
正记录错误的幼儿。

教学反思：

十二生肖真的是孩子们熟悉而感兴趣的话题，曾记得大班课
程中有此内容的语言、艺术教学内容，也获得孩子们的喜爱，



贴近孩子生活的课题真的很好。

大班科学十二生肖的秘密教案及反思篇四

1、培养幼儿对自然的浓厚兴趣并喜欢探索自然奥秘。

2、进一步加深对常绿树和落叶树的认识，能通过树叶的不同
区分常绿树和落叶树。

3、培养幼儿细致的观察、比较、判断能力。

课件 常绿树和落叶树的树干各一棵、树叶若干 《小树叶》
磁带

一、音乐游戏《小树叶》

2、组织幼儿入座。师：“小树叶飘呀飘，有点累了，它们都
轻轻地飘到了小凳子上。”

3、师幼谈话：“小树叶为什么要离开妈妈?”

二、认识落叶树

1、引导孩子回忆对落叶树的认识。“秋天，天气渐渐变冷了，
小树叶会怎么样?会慢慢变黄，冬天一到，小树叶会怎么样?
纷纷离开了妈妈。树妈妈变成什么样子了?一直是这样吗?什
么时候不是?会变成什么样?”

2、教师小结：“冬天过去，天气会渐渐变得暖和起来，春天
来了，树妈妈就会长出新的叶子来。像这样春天树叶发芽，
秋天树叶变黄，冬天树叶全部落光的树，我们给它起了一个
名字，你猜一猜叫什么?叫它——落叶树。”

3、引导幼儿回忆自己见过的落叶树。“想一想，你见过的落



叶树叫什么名字?”(柳树、杨树、梧桐树、法桐、石榴树、
柿子树、合欢、莲子树、玉兰、槐树、银杏树、樱花树……)

三、认识常绿树

1、师：“小朋友见过这么多的落叶树，是不是所有的树都是
落叶树呢?你知道什么树不是?(冬青、松树、柏树……)”

2、教师小结：“对!除了落叶树之外，还有一种树一年四季
都有绿叶，它在落叶的同时长新叶子。人们也给它起了一个
名字，你知道吗?对!叫——常绿树。”

四、区分常绿树和落叶树的树叶的不同

1、引导孩子观察树叶的不同。师：“在寒冷的冬天，为什么
落叶树的树叶全部落下来，常绿树的树叶不全落下来呢?它们
的树叶一样吗?落叶树的叶子是什么样子的?常绿树的叶子是
什么样子的?老师收集了这两种树的叶子，我们来仔细的看一
看、摸一摸它们有什么不一样?”(常绿树的叶子是硬硬的、
光滑的、厚厚的、有水分;表面有蜡质。落叶树的叶子是软软
的、粗糙的、薄薄的、没有水分)。

2、教师小结：无论我们在马路边看到哪些树，即使我们不知
道它的名字，但我们可以根据它的树叶的样子来判断它是常
绿树还是落叶树。请小朋友让你的树叶宝宝躺在小桌子上睡
一小觉。

3、出示魔术盒(各种叶子)，引导孩子判断它是什么树上的叶
子，是常绿树还是落叶树。

大班科学十二生肖的秘密教案及反思篇五

1、认识常见昆虫的名称和特征。



2、感受昆虫世界的奥妙。

3、培养观察，比较昆虫的能力。

4、主动参与活动，体验活动的快乐及成功的喜悦。

5、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1、利用各种工具捕捉过昆虫，参观过昆虫馆。

2、多媒体制作——昆虫小博士、昆虫小侦探图片数张或昆虫
录像。

根据昆虫的关键特征，学会辨别昆虫和非昆虫。

观察发现昆虫的共同外形特征，初步形成昆虫概念。

一、唤起回忆。

参观了昆虫馆，介绍看到的昆虫名称。

二、学当昆虫小博士

1、挑战一：看阴影猜猜我是谁?

2、挑战二：躲起来猜猜我是谁?(出示昆虫局部明显特征)

交流：天牛的触角是它们年龄的表示，螳螂的前腿就像带刺
的刀。瓢虫家族的害益之分，如：七星瓢虫是益虫，二十八
星瓢虫是害虫等。

3、挑战三：看看谁的眼睛最厉害?

快速看图片，合上图片回忆有哪些昆虫?



哪些昆虫躲在里面?

再次打开图片，看一看又多了哪种昆虫?

4、挑战四：猜一猜什么昆虫会和它们在一起?

出示花、雷鸣记号、灯泡，猜出蜜蜂、蝴蝶、萤火虫等昆虫。

三、建造昆虫馆

1、昆虫是个大家族，虽然它们有不同的名称，可是家族成员
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找一找，它们有哪些相同的地方。

2、从以上昆虫中归纳发现昆虫家族共同的特征，并一一贴在
展示板上。

3、今天昆虫馆里来了许多虫子，有一些不是昆虫也混在里面，
请小博士把它们找出来。

(教师将蜘蛛、青蛙、天牛、蜜蜂、蛇、螃蟹、独角仙、蜗牛
等都放进原来出示的昆虫中，请幼儿分别把不是昆虫的虫子
找出来。)

4、共同对照检查对错，说出理由，并向不是昆虫的朋友告别：
“对不起，你不能住在昆虫馆。”

(例如：蜘蛛八条腿、蜗牛没有腿都不是昆虫，蜜蜂符合昆虫
的特征要求，是昆虫。)

5、虫馆开馆。播放录像，感受昆虫世界的奥妙。

昆虫是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幼儿在生活中有着很深的探索欲
望。活动中，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幼儿的认识能力，同时也提
升了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幼儿的参与性也比较高，能积极
地表达自己对于昆虫的认识，而且在活动中，教师与幼儿的



交流以幼儿为主，顺应幼儿的发现与认识。让活动变得更加
生动。

活动中鼓励性的语言少了点。

大班科学十二生肖的秘密教案及反思篇六

学校地处山区，幼儿经常在上学途中或学校的花坛里找小动
物来玩，特别喜欢小蜗牛，经常找来蜗牛放在小书包里，于
是我想培养幼儿从小热爱科学，亲近大自然的意识，利用家
乡现有的教具，和幼儿一起进行科学探究。

1、认识身边感兴趣的小动物，了解小蜗牛的主要特征和生活
习性。

2、喜欢观察大自然，有了解周围的事物和现象的兴趣，好奇
爱问。

3、能通过收集、观察、绘画等多种活动进行探究，并学习运
用已有经验进行简单的猜想，能大胆与同伴交流。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1、有观察蜗牛的兴趣，能大胆交流自己的观察发现。

2、了解蜗牛的外形特征及生活习性，知道蜗牛对农作物的危
害。

1、活动前组织幼儿捉蜗牛，每人准备一个盛有蜗牛的昆虫盒。

2、《学前班科学活动上册》第1至2页。



一、观察活动：蜗牛的外形特征。

1、幼儿自由观察昆虫盒里的蜗牛，并大胆说出自己的发现。

2、教师引导幼儿归纳小结蜗牛的外形特征。

提问：（1）蜗牛是什么样子的？

（3）蜗牛的壳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用？

（4）蜗牛的怎样走路的？蜗牛爬过的地方为什么会有一条线
呢？

二、讨论活动：蜗牛的生活习性。

1、蜗牛喜欢吃什么？生活在什么地方？

2、它是怎么过冬天的？

小结：蜗牛生活在墙边、草丛、树根、叶子背面等阴暗潮湿
的地方。它喜欢吃绿色植物，特别是蔬菜。蜗牛冬天躲进壳
里，用粘液封闭壳口，十分耐饥。由于蜗牛的腹足会分泌粘
液，粘液粘在地上就会留在一条白线。为了保护自己，它常
常在头缩进硬壳里。

三、谈话活动：蜗牛的危害。

引导幼儿看《学前班科学活动课上册》第1页，了解蜗牛的危
害。

四、游戏活动：幼儿学蜗牛爬。

五、画一画：我见过的蜗牛。

活动前对幼儿已有的经验估计过高，有的幼儿虽经常捉来蜗



牛玩，但没仔细观察过。当谈到蜗牛喜欢吃什么时， 对于老
师而言也比较困惑，因为平时的司空见惯使我不再留心去观
察。在这一教学活动中，孩子们大胆猜想、分工合作、动手
尝试，并且持之以恒地做好记录，他们通过自己的探究发现
了蜗牛爱吃实物的秘密。由此我得到启示，从小激发幼儿对
科学活动的兴趣，提高科学活动能力，培养爱观察、善思考、
勇探究、乐合作、勤表达等良好习惯，对其日后学会学习、
学会生活、学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