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是美丽的教案教学反思 美丽的蝴蝶
大班科学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案书写
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那么下面我
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科学是美丽的教案教学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对平衡现象感到好奇，有探索的欲望。

2、尝试保持平衡的`方法。

3、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

4、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水彩笔，蝴蝶20只，每组回型针、橡皮泥若干。

【活动过程】

一、第一次操作

1、创设问题情境，引起幼儿探索兴趣。

师：蝴蝶想稳稳地停在我的手指尖上，行吗？

2、操作探索。



3、相互交流并演示自己的方法。

4、引导幼儿观察手指抵在蝴蝶的什么部位，才能保持平衡，
并在此位置上用笔作上标记。

二、第二次操作

1、创设问题情境，引起幼儿探索兴趣。

师：不抵在这个部位，但能让蝴蝶稳稳地停在我的手指尖上，
行吗？

2、操作探索。

3、相互交流并演示自己的方法。

4、得出结论：将手指抵在加上重量的翅膀一侧。

三、第三次操作

1、创设问题情境，引起幼儿探索兴趣。

师：在蝴蝶的一侧加上重量，蝴蝶还能稳稳地停在我的手指
尖上吗？

2、操作探索。

3、相互交流并演示自己的方法。

4、得出结论：在蝴蝶另一侧加上相同重量的物品。重心移动，
将手指抵在加重的翅膀一侧。

四、结束部分

1、给蝴蝶涂上颜色。



科学是美丽的教案教学反思篇二

大班科学：南极和北极

活动目标：

1、知道南极北极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了解它们的一些主
要特征。

2、乐意将自己收集的信息与同伴分享，产生进一步探究的兴
趣。活动准备：

1、地球仪。

2、幼儿用书《南极和北极》。

活动重点：

引导幼儿对有关南极和北极的问题进行讨论。

活动难点：

认识南极和北极的人、动物和交通工具。

活动过程：

1、出示地球仪，了解南极和北极的位置：

（1）简单说说地球仪的用途。

（2）介绍在地球仪上自己知道的国家和地区区域：

“我们居住的城市（大约）是在哪个位置？”

（3）寻找南极和北极的位置：



“你知道地球上最冷的.地方在哪里吗？最低的温度是多
少？”“从地球上看一看，我们居住的地方离南极近还是离
北极近？”

2、交流信息，引导幼儿对有关南极和北极的问题进行讨论：

（1）你知道南极和北极的哪些事情？那里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介绍因纽特人的生活方式。）

（2）南极和北极有些什么动物？（阅读图书，认识南极的企
鹅，北极的北极熊。）

（3）南极和北极的人常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认识狗拉雪
橇。）

3、提出问题，激起幼儿继续探索有关南极和北极奥秘的兴趣：

（1）“南极和北极有白天和黑夜吗？为什们企鹅不怕寒
冷？”

（2）“你还想知道哪些南极和北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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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目标：

1、通过观察认识金鱼的外形特征及生活习性。

2、学会由头至尾地观察金鱼。

3、懂得观赏金鱼，了解爱护和饲养金鱼的基本方法。

教案准备：



每组一个玻璃缸，鱼缸中至少有一条金鱼、鱼食若干、幼儿
用书。

教案过程：

1、幼儿观察金鱼，初步认识金鱼。提问：

（1）鱼缸里有什么？金鱼是什么样的？

（2）你喜欢它吗？为什么？小朋友怎样去看金鱼呢？

教师提醒幼儿不用手触碰鱼缸中的金鱼。

2、知道幼儿有序地观察金鱼，了解金鱼的主要特征。提问：

（1）金鱼的头在哪里？头上有什么？是什么样的？

（2）金鱼的所以身体上有什么？它身上一片一片的东西叫什
么？

（3）金鱼身体后面是什么？它的尾巴像什么？

鼓励幼儿大胆地讲述自己观察到的金鱼的外形特征，教师进
行简单的小结。

3、请幼儿给金鱼喂食，观察金鱼吃食，了解其甚或习性。提
问：

（1）金鱼爱吃什么？它是怎么吃事物的？

（2）金鱼喜欢住在哪里？它是怎样游的？

教师告诉又有而在喂金鱼吃事物的时候，必须注意每天不能
给鲸鱼喂许多事物，否则，金鱼吃得太多，会撑死的。接着，
让幼儿模仿金鱼嘴一张一合地吃东西以及在水中摆动尾巴游



来游去的'样子。

4、教师带领幼儿阅读幼儿用书。

（2）教师念儿歌《金鱼》，并带领幼儿看图念一念儿歌。

5、欣赏歌曲《小金鱼》，并带领幼儿随着音乐，在教师里游
来游去。在活动中，指导幼儿有序地观察金鱼，了解金鱼的
主要特征。有步骤的指导幼儿探索过程。不把答案直接告诉
幼儿，而是引导幼儿积极思考、操作。

教案反思：

小班幼儿具有天生的好奇心，对周围世界充满了惊奇，不仅
喜欢触摸、摆弄、操作，还会提出种种问题，表现他们渴望
认识周围世界和学习科学的需要。班级的自然角里养了金鱼，
幼儿已有了一些对金鱼的了解，但了解的较肤浅，不全面，
较分散。活动中将采用比较丰富多样的方式来帮助幼儿学习
内容。将根据幼儿自己的独特的认知特点，采用让幼儿看看、
给金鱼喂食，观察金鱼吃食，模仿小金鱼在教师里游来游去
等活动认识金鱼的外形特征及生活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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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察、记录阳光下肥皂泡表面的七彩色。

2.产生探寻五彩缤纷的世界的兴趣。

1.肥皂水、吹泡泡工具。

盘、贝壳、孔雀(或其他鸟类)羽毛、矿石等。

1.肥皂泡表面的“彩虹”。



为幼儿提供足够的肥皂水及吹泡工具，让他们尽情地吹泡泡，
观察阳光下泡泡的样子。

仔细观察太阳照射在肥皂泡表面出现的“彩虹”。

引导幼儿变换角度看泡泡，说说它的颜色有什么变化。你看
到了哪些颜色?请你用彩笔将这些色彩一一记录在纸上。

2.其他物体上的`“彩虹”。

引导幼儿回忆生活经验，说说哪些东西上也能看到“彩虹”。

提供cd盘、贝壳内部、孔雀羽毛、矿石等，引导幼儿设法看到
“彩虹”。如小心地调整cd盘的角度，可看到许多“彩虹”
图样。

引导幼儿发现肥皂泡、cd盘等物体的表面，随着我蜜察角度的
变化，可以看到五彩缤纷的颜色。

1.本活动的重点落在引发幼儿产生探寻五彩缤纷的世界的兴
趣上。只有当他们对这种神奇的光与色的世界着迷时，他们
才会产生进一步探究的欲望。

2.可根据实际情况，准备能让幼儿发现七彩颜色的物体。

3.肥皂泡等物体上的“彩虹”并不是肥皂自己带有的颜色，
而殊的射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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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导幼儿大胆想象设计出造型新颖的纸袋。

2、引导幼儿用学过的花纹、创作花纹，装饰纸袋，要求色彩
鲜艳。



3、培养幼儿的发散性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

纸袋样品、制作图解、挂历纸、剪刀、胶棒、油画棒、粘画

1、欣赏美丽的春天风光，感受家乡的美丽。

2、激发幼儿爱家乡爱聊城的情感，让家乡的春天更美丽，启
迪幼儿环保意识。

3、如何使家乡更美丽？

4、消灭污染，消灭最可怕的白色污染——塑料袋。找出代替
塑料袋的最好材料。

5、激发幼儿制作的愿望，使幼儿积极的投入。

6、欣赏纸袋，启发幼儿观察它们外形特点，装饰上表现的不
同风格。

7、引导幼儿进行设计，提醒幼儿在提包外形设计上进行大胆
的突破，制作出新、奇、特与众不同的纸袋。

8、分组设计制作纸袋，提供半成品，成品及其制作图解，供
幼儿参考。教师巡回指导，针对幼儿情况给予提示和帮助。

9、展示幼儿作品，集体评出创造奖、精品奖、时尚奖。说出
获奖幼儿在设计制作上的优点，并为幼儿祝贺。

10、做一名环境保护宣传员，宣传纸袋给人们带来的益处。

组织幼儿玩角色游戏，《纸袋商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