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歌小企鹅教案 大班科学课教案及教学
反思制作雪雕小企鹅(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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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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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歌小企鹅教案篇一

科学活动――制作雪雕“小企鹅”

二、活动目标

通过雕刻“小企鹅”雪雕作品活动，使幼儿感知经过积压的
雪很硬，懂得运用各种工具进行雕琢。培养幼儿合作意识。

鼓励幼儿大胆说话和积极应答。

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三、适用对象

大班幼儿。

四、活动所需资源

录像带、小冰铲、小角铲(自制)，笤帚、小锯等。

五、活动过程

探究的问题：怎样雕“小企鹅”。

幼儿讨论。



(1)用彩笔画企鹅。

(2)用彩泥捏企鹅。

(3)用雪坯雕企鹅。

幼儿实验。

(1)用彩笔画各种姿态的企鹅。

(2)用各种颜色的彩泥捏企鹅，企鹅非常漂亮。

(3)在雪坯上用各种工具雕琢企鹅。

试一试，铲雪。

教师在幼儿做好的雪坯上画企鹅。幼儿观察教师画的图样，
听教师讲制作雪雕应该注意的安全问题后，开始选择工具进
行雪雕创作。大,考吧.幼师,网出,处!教师引导幼儿从四个角
开始铲雪，做大体轮廓。

(1)怎样雕琢大体轮廓?

幼儿铲雪时，教师关注幼儿掌握铲雪与造型之间的关系，引
导提示幼儿在画的轮廓外要留有余量。

(2)小企鹅的翅膀怎样雕?

幼儿互相商量，教师引导幼儿用小雪铲根据图样从前面铲去
多余的雪，再到后面，把前后铲通。

(3)怎样雕企鹅的身体?

教师提示幼儿选择角铲铲雪，使翅膀与身体区分开。用小铲
雕出企鹅的嘴。



(4)眼睛和脚怎么雕?

幼儿选择工具铲雪，用小铲雕眼睛和脚。

(5)你做的雪雕满意吗?

幼儿不满意。教师组织幼儿统一整理，进行精雕。

(6)修整磨光。

教师启发幼儿使用小磨板，幼儿开始拉、推进行磨雪。实验
后发现很平、很光、很美，幼儿对雪的自然特性更加了解了，
一边磨，一边清理企鹅身上的残雪，把雪面磨得平平的。可
爱的小企鹅终于雕刻成了，幼儿高兴地在雪雕作品前面立下
写上了他们名字的牌子。

说一说自己的感受。

幼儿记录雕刻的过程。

六、注意事项

提示幼儿使用工具时要注意安全，不要打逗、嬉闹。

儿歌小企鹅教案篇二

设计意图：

《上海市学前教育课程指南》中提出以活动为特征的课程组
织，强调活动的价值，注重活动的过程体验，以改变幼儿学
习方式为突破口，优化教与学的方式。活动取材源于幼儿的
生活经验，临近毕业，孩子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小书包、
在书包的选择上他们往往关注的是款式、名牌、色彩、功用
等，而忽视书包肩带的宽窄，忽略小书包对自己身体的保护



作用。因此，教学活动――背背小书包，从幼儿身体的自我
保护入手，与科学小知识：压力不变，受力面积越大，压强
越小相结合，重在幼儿的体验探究过程，将科学知识浅显、
易懂的传递给幼儿，并能在生活中去有效运用，进一步激发
幼儿观察和探究的兴趣。

活动目标：

1、感受不同宽窄肩带的书包，带给身体的不同体验。

2、积极探索，与同伴合作完成任务。

重点：

感受不同宽窄肩带的书包，带给身体的不同体验。

难点：

发现宽肩带比窄肩带的书包背起来更轻松的小秘密。

活动准备：

材料：不同肩带的书包若干、图书若干、小实验：两块海绵
和小椅子

活动过程：

一、不一样的小书包――发现不同，引出话题

1、这些都是小学生的书包，它们一样吗？

2、说说它们哪里不一样？

3、小结：小小书包，有这么多的变化，你一定能找到一个你
喜欢的小书包。



二、背背小书包――体验感受，发现秘密

2、请你们2人合作，一起完成一个任务。

小提示：2人合作――在书包中分别放入5本图书――两人轮
流背背小书包，慢慢绕走一大圈。

3、幼儿合作探索，相互交流。

4、交流分享？说说感受，哪个书包背起来更舒服？

？你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

5、小结：细肩带书包压在我们的肩上，会刻出深深的痕印，
我们背起来会觉得痛，很不舒服，而宽肩带的书包不会把我
们的肩膀勒疼，背起来舒服和轻松。通过小实验，我们知道
了宽宽肩带的书包能保护我们的肩膀，让我们背起来更舒服，
所以，我们以后选择小书包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宽宽肩带的
书包。

三、迁移运用――尝试运用，拓展生活经验

2、出示加肩带的书包，加上一个小小的宽肩条，就能让我们
背得更舒服。

活动反思：

教学活动在张弛有序的过程下逐一展开，幼儿学得很快乐、
很轻松，教学环节的设计为教学活动目标而服务，活动的有
效性得到体现。活动注重幼儿的体验和探索；注重科学小实
验的论证，让幼儿在即时有效的观察中，得到论证，达成共
识；注重科学道理与生活的结合，将科学知识浅显化、生活
化的传递给幼儿，活动中的延伸环节，让幼儿更多地关注自
己生活周围的事物，去发现更多这样的好方法，科学和生活



的结合更具有教学的意义。

儿歌小企鹅教案篇三

目标：

1.比较物体的大小和多少，知道大小和多少是相对的。

2.能按数取物，进一步理解“5”以内的数的实际意义。

准备：9个橘子，3个框(两个大框，一个小框)，一张桌
子，15

数字卡片

过程：

1.比较大小。(三个大小不一的橘子比较)

出示两个小一点的橘子，幼儿目测比较，说说哪个大，哪个
小。

师：老师今天带来了很多橘子，请小朋友看一看，这两个橘
子，哪个大，哪个小?

再出示两个大一点的橘子，幼儿目测比较，说说哪个大，哪
个小。

师：再看看这两个橘子，哪个大，哪个小?

幼儿回答(提醒举手回答)

教师小结：三个橘子比较大小的时候，要看它和谁比。它和
小的橘子比的时候，就显得大;和大的橘子比的时候，就显得
小。



2.比较多少。(若干橘子)

拿出一个橘子，和刚刚三个橘子相比

师：现在老师手里有一个橘子，桌子上有3个橘子，哪个多，
哪个少?

把3个橘子和框里的橘子比较

师：现在桌子上有3个橘子，框里有很多橘子，哪个多，哪个
少?

幼儿回答

教师小结：桌子上的3个橘子和1个橘子相比的时候，比1个橘
子多;和框里很多橘子相比的时候，就比很多橘子少。

3.按数取物

师：老师今天带了这么多橘子，下面我要和小朋友做一个游
戏，这个游戏和我们学过的数字有关，看看你们谁最棒，学
会了老师教你们的本领。

出示1到5的数字卡片，引导孩子一起看着卡片读数字。

师：现在老师要请两个小朋友上来，每个人从我的手里抽一
张卡片，你抽到的卡片上的数字是几，你就从框里拿几个橘
子放到小框里(老师示范)。看看谁拿的橘子和数字卡片是对
应的。

分组抽取卡片

师：我们看看他拿的对不对，让拿橘子的孩子一边拿橘子，
一边数给别的小朋友看。



当幼儿数对了，老师让幼儿夸夸这个孩子。老师再拿起橘子
带着小朋友一起数一遍

当幼儿数错了，老师让别的幼儿上来数数，或者老师带着孩
子一起数

4.分橘子

请几个幼儿上来分分看，幼儿回答

教师小结：去掉一个或者再加一个，或者把一个橘子一分为
二，就一样多了。

师：你们真棒，一会儿等我们写完作业，就把橘子分给小朋
友吃，好吗?

5.做操作材料

儿歌小企鹅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在欣赏动画的过程中，学习7的第一组加减。

2、借助动画演示，引导幼儿初步感知加减的互逆规律。

3、培养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和逆向思维能力。

4、让孩子们能正确判断数量。

5、发展观察、辨别、归案的能力。

活动准备：

教学课件《学习7的第一组加减》



幼儿每人一套数字三。

活动过程：

开始部分：

问答游戏：复习7的组成与分解点击课件，出现猫妈妈：”小
朋友看，谁来了？猫妈妈要和小朋友做一个问答游戏！

点击课件，猫妈妈问：小朋友，我问你，7可以分成1和几？

幼儿回答：7可以分成1和6依次复习7的组成和分解，猫妈妈
表扬小朋友“棒极啦！”调动幼儿学习积极性。

基本部分：

（一）欣赏“小猫钓鱼”，学习7的第一组加减。

1、演示课件，幼儿欣赏动画，回答问题。

（1）小猫咪也来啦，看一看，猫妈妈和小猫一共有几只？你
是怎样算出来的？可以怎样表示。学习1+6=76+1=7。

（2）猫妈妈带小猫到河边钓鱼，观看小猫钓鱼、吃鱼，学
习7—1=67—6=1。

2、动画演示加减互逆规律动画演示数字和加减号的移动、变
化，引导幼儿发现规律。

（二）欣赏“小猫扑蝶”“小猫追鸟”自编应用题。

课件演示小猫扑蝶：来了几只蝴蝶，飞走了几只，还剩几只？

操作练习：6+1=71+6=77—1=67—6=12。



课件演示小猫追鸟：树林里有几只小鸟，飞来几只，又飞走
几只？

幼儿自编应用题，操作练习：6+1=71+6=77—1=67—6=1。

（三）根据实物编应用题。（泥工在计算活动中的应用）
（四）看算式编应用题

教学反思：

在活动中，孩子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特别高，因为这是他们
感兴趣的问题，只是个别孩子对这方面的知识欠缺，但是在
活动中，他们能充分调动自己的各种感官来参与活动，我个
人认为，这节课还是成功的。

儿歌小企鹅教案篇五

目标：

1、观察各种物体的影子，感知积累与影子相关的各种经验。

2、记录自己所看到的影子的形态。提高观察能力和发现问题
的能力。

重点：

提高观察能力和发现问题的能力

难点：

记录自己所看到的影子的形态。

准备：

ppt美工有阳光的户外场地



过程：

一、猜谜引出主题，表达对影子的已有经验。

1、师出谜面：有个好朋友，跟你不分手，你走他也走，你停
他也停，请你猜猜是什么?

2、提问：

(1)你在哪见过什么影子?影子是什么样子的?

(2)你知道影子是怎么来的吗?

二、找影子

1、室内找影子

2、户外找影子(引导幼儿从自己、身边的人、看到的物体找
影子，发现影子的秘密)

三、讨论影子

1、提问：

(1)、你在哪见到了什么影子?是怎么样的?

(2)、影子有什么共同的秘密吗?

2、集体观察ppt说说影子的来源与共同点。

四、记录影子使用幼儿用书《美工》画出自己看到的影子。

活动反思：

这节课的活动目标是让孩子们知道影子是怎么形成的，并对



周围的自然现象产生兴趣。为了能让孩子们亲身体验从而获
得经验，我的'教具准备的很充分。孩子们一起收集来的白色
底板、手电筒等等。我采用照射的形式激发幼儿参与的兴趣，
当手电筒照在动图图片上的时候，动物的影子就会投射在白
色底板上，当关掉手电筒时，白色底板上就什么也没有。

孩子们通过自己的体验从而明白了影子跟亮光有关系，有亮
光，影子就出来，没有亮光，影子就没有了。我还和孩子们
玩了一个有趣的游戏“藏影子”，通过这个游戏孩子们知道
了要躲在没有亮光的地方才会没有影子，老师才会找不到。
通过这个游戏孩子们对这一科学现象也更加清晰、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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