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冬天科学教案 幼儿大班科学
我从哪里来教案及活动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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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大班冬天科学教案篇一

怎样让幼儿了解自己在妈妈肚子的生长过程？怎样让幼儿感
受到妈妈孕育自己的辛苦从而加深自己对妈妈的爱呢？这里
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就显现了它独有的优势。多媒体技术利用
计算机及其配套设备、数字化技术，把图像、图形、文字、
声音、和视频等多种媒体结合起来给幼儿创设了一个融声、
图、文于一体的认知环境，让幼儿可以身临其境“立体”的
认识事物。

幼儿在科学活动中的思维是形象的，他们对于抽象的知识或
是抽象的概念往往不易理解，而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却能摆
脱这种困扰，它能巧妙地解决教学难点，把抽象变为形象，
化虚为实，把原本较为生疏、难以理解的教学内容变为图文
并茂、生动形象的具体可观事物，从而使幼儿进一步形成概
念，较快地掌握知识。在这里运用多媒体技术，让幼儿看清
楚爸爸的种子如何与妈妈的种子相结合的，结合后又变成了
什么，然后住在什么地方了，接着有了这个小圆球之后妈妈
要干什么？看妈妈可以把营养输送给我，我可以健康长大。
在讨论“我在妈妈肚子里会做什么？”问题时，幼儿观看了
一段录像。录像里的宝宝，安静的舒适地蜷在妈妈肚子里，
时不时的动一动，偶尔还会轻轻地伸伸腿、伸伸胳膊。幼儿
一个个好奇的盯着大屏幕，为自己的惊奇发现感到兴奋。在
随后的讨论中，幼儿积极地发言，说了许多自己在妈妈肚子
里做的事情，有的说：“我在妈妈肚子里会跳舞，因为妈妈



在听音乐我也喜欢。”有的说：“我在妈妈肚子里睡觉，因
为妈妈的肚子里很舒服。”还有的说：“我在妈妈肚子里游
泳，妈妈肚子里有好多羊水，像游泳池一样。”随后在舒缓
的音乐中，幼儿能大胆、有创意地表现各种自己在妈妈肚子
里的状态。

孩子在妈妈肚子里的状态是不可见的，幼儿对此也没有已有
经验，所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如果仅依靠几幅图片和教师
的解说，幼儿不仅不能全面正确的感知而且很容易失去兴趣，
当然也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多媒体为幼儿创设了一个生
动、形象的认知环境，不仅为幼儿提供了直观的感受，而且
有效的调动了幼儿观察的积极性，使学习更加主动，有效扩
大了幼儿视野，促进了幼儿想象力创造力的发展。科学活动
《我从哪里来》的重点是：让幼儿简单了解宝宝在妈妈肚子
里的生长过程。难点是：怎样让幼儿对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
状态有直观的感受。在解决本次活动的重难点时，多媒体动
画功能是其它教学媒体无法比拟的。计算机可以有效地将抽
象的知识形象化，具体化，使教学内容变的可视、可听，易
感知，易体会，并能扩大教学信息，拓宽幼儿知识面，有利
于幼儿理解新知识，在探索中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幼儿通
过动画演示，对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生长有了直观的感知，
也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

像这样的认知型的科学活动，多媒体的作用很大，但是也不
容忽视科学活动中的体验活动。

在本次活动汇总，我应用了两次体验，让孩子们真切的感受
到了妈妈怀孕的辛苦与自己的由来，让孩子更能够理解一些
抽象的东西。如何能够更准确的把握认知型的科学活动重难
点，将是我不断探索的方向。

大班冬天科学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通过游戏活动，使幼儿初步了解什么是弹性，知道生活中
有许多东西是有弹性的。

2、发展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1、每人座位靠背上系一根松紧带。

2、教室桌面：弹簧、海绵、弹跳熊、高弹棉绒布玩具、橡皮
筋、圆珠笔、软橡胶玩具等。

3、室内：小沙发、高弹棉靠垫等。

4、室外：蹦蹦床、跳跳球、橡皮筋、皮球等。

活动过程

(一)探索游戏：

1、启发提问引导幼儿认识弹性。

请小朋友告诉大家，你是怎么玩的?感觉怎么样?引导幼儿发
言。(教师)你们按一按、压一压后发现这些东西会弹回来。

教师小结：一样东西，用了力气压下去和按下去。手松掉后，
它又会弹起来，这就叫弹性。

2、请小朋友回头找找自己椅子背后有什么东西?(松紧带)请
你们去拉拉，发现它会怎样?什么道理呢?小结：对了，有力
拉拉，它变长了，放松后，它又弹回来，所以说松紧带也是
又弹性的东西。

3、现在小朋友用压一压、拉一拉、按一按的方法找找身上那
些地方和那些东西也是有弹性的。



(皮肤、头发、毛衣、袜子、松紧袖口等)辅助提问：你是怎
么发现和感觉到的?(启发幼儿说出自己的感觉)

(二)启发幼儿发现弹性与自己周围生活的联系。

刚才，小朋友在自己身上找到了许多东西是有弹性的，我们
生活中有许多有弹性的物品，接下来请小朋友自己想办法去
发现活动室时还有哪些东西有弹性，然后告诉大家你是用什
么方法发现的?(去掉遮布，幼儿分散活动寻找，给幼儿一定
时间找一找、玩一玩)

1、老师请小朋友回到座位上组织大家一一讲自己的感受，引
导幼儿说出用拉、按、压、捏、坐、跳、踩等动作感受到的
弹性物品。

2、教师小结：刚才大家用了不同的方法，找到了许多有弹性
的东西，有的是拉的、有的'是压的、有的是按的、有的是跳
的、有的是坐的，不管哪一种方法，都是用了力气，所以说
都是用了力后，这些东西才会有弹性。

(三)最后请大家到外面游戏场上去找一找哪些东西也是有弹
性的。

(带领幼儿到场地上去玩有弹性的运动器具)

活动延伸

1、把一些小的有弹性的东西放在科学区，让幼儿进一步探索。

2、回家后找找还有哪些有弹性的东西。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中，我们为孩子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弹性物体，这
些物体都是幼儿生活中常接触的，他们很感兴趣。通过引导



幼儿动手操作、实践，让他们感知弹性物体的特征，探索弹
性的秘密，从而使他们的观察力、创造力、思维能力等得到
发展。

大班冬天科学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了解自然界万物都少不了雨。

2、了解水形态的不断变化。

3、让幼儿学会初步的记录方法。

4、培养幼儿对雨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活动准备：

1、透明杯子1个、玻璃板1个、玻璃纸1张、50—60℃热水
（确保实验的安全性）、吸水布、温度计1个、a3纸及展示板1
个、油性笔1支、篮子1个、实验方桌1个。

2、故事《小雨点旅行记》动画片。

3、雨点、浪花、冰雹、雪花、雾、雷、露珠、太阳和风等图
片投影片。

活动过程：

一、谈论：雨中出门的感受（5’）

1、说一说：各自喜欢或不喜欢下雨天的理由。

师：小朋友们，你们喜欢下雨天吗？喜欢或者不喜欢的理由



是什么？（3—4位幼儿回答）

（喜欢：天气变得凉爽、空气清新；不喜欢：出行不方便、
空气潮湿阴冷。）

追问：雨天可以做哪些事情？（1—2位幼儿回答）（室内活
动、观赏雨景、阵雨后看彩虹。）

2、思考：雨水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3—4位幼儿回答）

追问：为什么人们会说春雨贵如油（就是春天下的雨就像油
一样宝贵）？（1—2位幼儿回答）

（春天种子要发芽需要雨水，小树长大、开花也需要雨水。
另外，春雨下得少。）

小结：雨天虽然会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不便，但小树在雨水中
长大，种子在雨水中发芽，小动物要靠着雨水来解渴；雨水
使空气清新，连马路也会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自然界万
物都不能缺少了雨水。

二、实验：雨从哪里来（15’）

1、猜测（2’）（1—2位幼儿回答）

师：既然雨水是这么重要，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雨水是从哪
里来的吗？（幼：水蒸气升到空中后变成云，云在空中遇到
冷空气后会变成雨点掉下来。）

2、实验验证（10’）

师：我们来做个小实验来发现雨水形成的奥秘吧！

教师操作：（考虑到实验的安全性，全部过程由教师操作。）



第一步：教师将热水倒进杯子里，让幼儿观察上升的水蒸气。
并拿出玻璃纸和玻璃板，让幼儿先看，再触摸，感受两个都
是透明的，并且玻璃板比玻璃纸的温度低。

第二步：先用玻璃纸盖住杯口1分钟，让幼儿观察玻璃纸上发
生的现象（水雾，实际是很多微小的水珠形成的，在显微镜
下就看得清楚）。

师：你们看这一块不透明的地方是不是很像云彩啊！

第三步：再改用玻璃板盖住杯口2分钟，让幼儿观察玻璃板上
发生的现象（小水珠，并且慢慢变大，如果时间够长会看到
水珠最后会掉下去）。

提问：为什么玻璃纸上只形成一层很微小的水珠，而玻璃板
上会形成大水珠？

（水蒸气在玻璃纸和玻璃板上都凝结成小水珠。但由于玻璃
纸上的温度高，玻璃板上的温度低，小水珠只有遇到冷的东
西时才会凝结成大水珠。）

3、解释实验，思考雨的形成过程（3’）

实验记录：教师边解释边在展示板上画图。我们开始把热水
倒进杯子就是模拟太阳光照射海水，使海水经过太阳光加热
变成水蒸气，水蒸气会往上升，碰到玻璃纸后就变成很小的
水珠，这些水珠就像云朵一样。因为玻璃纸的温度也是比较
高的，杯子里面的水珠就不会再变大了。只有当我们换成玻
璃板后，玻璃板的温度很低，小水珠就会变成大水珠，最后
就变成雨点落下来了。

小结：雨水形成的过程是地面上的水经过阳光照射变成水蒸
气，升入天空温度降低就变成云朵，云朵遇到冷空气又凝结
成雨点落下来。



三、欣赏故事《小雨点旅行记》（10’）

1、欣赏多媒体故亊《小雨点旅行记》（7’）

2、从投影片“小雨点的亲戚”里，为小雨点找“亲戚”。
（3’）

提问：请你们去图片中找找谁是小雨点的“亲戚”？（集体
回答）

追问：说说你们的理由。为什么浪花（表哥）、冰雹（表
弟）、雪花（表姐）和小雨点是“亲戚”？（因为它们都是
水变的）

小结：水有不同的形态：气体、液体和固体，还有不同的样
子：水珠、雪花、冰雹。

思考：小雨点的其他“亲戚”（云、雾、霜、露珠等）
（1—2位幼儿回答）

（结束前可以把玻璃板拿起来，让幼儿观看上面的水珠掉下
来的过程，就像下雨一样。）

活动延伸：

请小朋友们回家以后跟爸爸妈妈一起寻找小雨点的其他“亲
戚”。然后写在记录本上明天带给老师看。

活动反思：

活动上下来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也存在一些问题：

1、整个内容偏多，在第三部分仓促结束的情况下仍然超时5
分钟左右。



2、幼儿还是缺乏自己动手实际操作的体验。而其科学原理相
当部分幼儿是已经知道的。

3、实验用的水杯有点小，由于天气冷，水温也降得快，会影
响实验的效果。建议换大的能够装1l以上的水杯或水箱。玻
璃纸要加边框进行固定，玻璃板四周要包边，避免划伤手指。

4、“春雨贵如油”这句属于幼儿基本都不了解，这个问题可
以删掉的。

附故事：小雨点旅行记

在蓝蓝的.天空中，有一座漂亮的云房子，她呀，又洁白又轻
盈，里面住着可爱的小雨点。小雨点每天从云房子的窗户里
看着地面，心里想：一个人住在云房子里面多没劲呀，要是
能到地面上去看看，那该多好啊！

寒风大哥虽然总是板着脸，其实，他的心肠可好了，最爱帮
助人。一天，当他从小雨点的窗前经过时，听到小雨点自言
自语。就敲敲小雨点的窗户，大声说：“小雨点，你不是想
去地面上吗？那就打开窗户吧，我来帮你！不过，你要记住，
你在地面上只能呆三天，三天后必须回来，好吗？”

下雨点听了寒风大哥的话，高兴极了，别说三天，就是三个
小时也不错呀！于是，他急忙打开窗户。哇，小雨点只觉得
浑身一凉，好象被什么东西托着，慢慢瓢出了云房子。眼看
着离地面越来越近，小雨点想：不知我会落在哪里呢？没等
他想好，只听下面传来“哗哗“的声音，小雨点落在一条宽
宽的大河里。

小雨点睁大眼睛，正好奇的东张西望，一个粗粗的嗓门响了
起来：“小雨点，欢迎你来做客。”“你是谁呀？”小雨点
歪着脑袋问。“我是你的表哥，名字叫浪花，我会带你去看
许多好玩的东西。”小雨点跟着浪花表哥，蹦蹦跳跳地来到



了一座山脚下；浪花表哥指着山顶白皑皑的地方说：“瞧，
那儿住着你的雪花表姐，她又文静又美丽。”“哇，雪花表
姐！”小雨点早就从妈妈那儿听说过她的名字了。他用力向
上挥挥手，大声喊道：“雪花表姐，你好啊！我是小雨点，
你听见我的声音了吗？”

浪花表哥要赶路了，小雨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雪花表姐住的
大山。

小雨点一边走，一边欣赏河边五颜六色的花朵，突然，脑袋
上被重重地砸了一下。“哎吆，是谁这么坏，打我的头！”
小雨点生气地叫道。浪花表哥摇摇头，苦笑着说：“准是那
调皮的冰雹表弟溜出来了，他呀，总是喜欢捣乱。”

就这样，小雨点跟着浪花大哥去了好多地方。这天，小雨点
眯起了眼睛，他猛地记起了寒风大哥的话。哎呀，不知不觉，
三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准是太阳公公来接自己了。小雨点觉
得身上越来越热，浑身变的轻飘飘的，眼看就要升到空中了，
他赶忙向浪花表哥告别：“浪花表哥，我要走了，再
见！”“再见，小雨点，欢迎你在来做客。”浪花表哥紧紧
地拉着小雨点，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现在，小雨点又回到了自己的云房子了，不过，他相信，自
己一定有机会再见到浪花表哥、雪花表姐。不过，最好别碰
到那个调皮的冰雹弟弟。

大班冬天科学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知道大米饭和花衣裳是怎么来的，
从而懂得要爱惜粮食，爱护衣服。

2、学会本课8个生字：饭、吃、真、香、粮、农、民、布;懂得



“米饭、农民、漂亮、工人”等词语的意思。认识食字旁，
米字旁。

3、学会朗读儿歌，背诵课文。

教学要点：

理解课题，初步了解两节课文各些了什么。讲读第一节，学会
“饭、吃、农、民、粮”六个生字，认识食字旁，米字旁。

教学过程：

一、揭题，倒入新课。

今天学习19课，白米饭和花衣裳(板书课题)

“白米饭”，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米饭。

教学生字“饭”：认识食字旁。第二笔是横钩，第三笔是竖
提。书写时左窄有宽。共7笔。

“花衣裳”，“裳”字读轻声。衣裳就是衣服。

白米饭和花衣裳是怎么来的呢?读了课文就会明白了。

二、范读课文。

1、听清生字的字音。

2、思考：课文哪一部分写白米饭?哪一部分写花衣裳?(读后
讨论)

三、学习第一节。

1、自由朗读(要求读准生字的音，并想想字形和字义。)



2、指名朗读。(正音，包括“了”、“一”两个读轻声的字
音。)

3、齐读一、二两句话。

这两句话哪几个词语说明大米饭很好吃?(板书：大米饭。学
生回答后在板书：白香)

白米饭是香的，还有那些东西也是香的?(花是香的，烧好的
鱼也是香的......。)

教学“农”字：这个字念什么?(注意声母是“n”，不是“l”。谁
会写这个字?(学生说，教师些，字形可与“衣”字比较。)

“农”还可以组成什么词?(农业、农村)

教“粮”字：“粮”字是什么结构?左边是什么子?(左右结构，
左边是个米字。)米字做偏旁，叫“米”字旁，但“米”字做
偏旁，“米”字的一捺要改成一点。现在我们一起把“粮”
字写一下。(学生说，教师些。)

那些东西是“粮食”?(玉米、大豆、大米、小麦等都是粮食。
)

出示小黑板，让学生口头选词天空。

那哪

1、我看见里有很多船。

2、天上的云，不知道多到()里去了?

3、()不是水，是石油。

4、你的家在()儿?



5、齐读“没有农民来重量是，哪来米饭白又香?”

(板书：没有农民哪有)

“哪有”是什么意思?(哪里有，哪会有。)

6、练习感情朗读三、四两句，要求用反问的语气来读。

7、想在看一下丁丁吃饭的时候，在想些什么?(看课文插图，
让学生充分发表意见。)

8、齐读第一节。

提问：我们吃的粮食哪里来的?粮食来的容易吗?我们应该怎
样爱惜粮食?

9、小结(略)

四、巩固练习。

1、认读生字词(可以采用游戏的方法进行认读)

2、指导写字。重点直到“农、民、粮”。

五、作业。

1、抄写本课学的生字。

2、朗读课文。

大班冬天科学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让幼儿了解大米的产生过程，知道它的来之不易。



2、通过了解农民伯伯的辛勤劳动，教育幼儿要珍惜粮食，珍
惜别人的劳动成果，培养幼儿勤俭节约的良好品德。

3、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4、通过实际操作，培养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

活动准备：

1、ppt（内容为秋天来临后大自然的变化，主要突出收获季节
的成熟果实）、大米成熟的全过程课件。

2、水稻播种至收割的全部过程的图片。

3、记录表。

活动过程：

一、带领幼儿观看ppt，知道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之后幼儿结
合已有经验讨论：秋天都有哪些东西丰收了？引出课题。

二、看看、说说米及米制品：

2、组织幼儿看课件《大米的产生》。

师提问：米除了做米饭，还可以做些什么？

3、与同伴交流、分享认知。

师小结：米除了煮饭，还可以煮粥、包粽子、做爆米花、酿
甜酒。当然，大米还有很多的用处。除了直接做这些食品外，
还可以磨成米粉，做好吃的食品。（米粉、水、糕、粽子、
汤圆、米饼、爆米花、逐一出示）

三、再次播放《大米的产生》的课件，让幼儿知道大米是如



何磨成粉并制成这些食物的。

师幼讨论并由教师做小结，总结出大米的多种用途。

四、操作活动：小小厨师。

鼓励幼儿亲自动手，做些好吃又好看的食品。

1、师：今天我们也来做个小厨师，好吗？

2、教师示范做做米粉制品，并带幼儿品尝，体验成功的乐趣。
（观察老师用水和米粉，变米团）

3、鼓励幼儿造型好吃的米团，让幼儿当小厨师亲自动手制作。

师：你们想把米团变成什么？

五、谈话：我们每天都要吃饭，你知道我们吃的饭是哪里来
的吗？（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师：你看过农民伯伯种地吗？今天，老师带你们到农村的田
地里去看一看农民伯伯种地的情景。展示图片：

2、教师讲解：从春种到秋收，农民伯伯进行了许多的工作，
他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给禾苗施肥、浇水、灭虫、拔草，每
天辛勤的劳动。那么这样辛苦的劳动最后换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种下一粒种子会收获很多粮食，农民伯伯把全国的土
地和水田都种上种子、插上秧苗，没有一处地闲着，收获了
很多很多的粮食。

幼儿一：吃饭时不挑食；

幼儿二：不掉饭不剩饭；

提问幼儿：你能做到吗？



4、尝试理解《悯农》这首诗的含义，主要是要孩子同情劳动
人民，知道农民的辛苦，珍惜粮食。适时结束课时。

5、配插图（略）。

活动反思：

为了让幼儿对米有更直接的经验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直接参
与，于是我们请幼儿品尝了米制品，在品尝得过程中了解米
的作用，以及劳动的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