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科学生活中的纸 大班生活中的
卡科学教案(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大班科学生活中的纸篇一

1、认识生活中常见的卡，初步了解卡的用途和我们生活的关
系。

2、观察、区别卡的异同点，提高幼儿比较判断的能力。

能大胆表述卡的名称、用途

比较、区别卡的异同点并用符号记录

经验准备：

请幼儿收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卡，了解他们对卡的认识度并
根据卡的性能有

选择地将收集的卡进行筛选

材料准备：

不同种类的卡（散放在两张长桌上，可供幼儿自由参观）、
做过汉字标记的卡（如：贵宾卡、门卡等，可以粘贴在黑板
上）、生活中使用银行卡的一段视频（分别在银行、百货店、
超市、药房、书店刷卡购物情景）、5个场景的图片展示板
（医院、卡拉ok、小区高楼、飞机场、美容院）2人一只彩笔、



一张记录表（一栏记录卡的相同点、一栏记录卡的不同点）

一、我认识的卡激发对卡的兴趣

（一）我们先来参观一下我们从家里带来的卡，和你的朋友
说说你认识的卡？（孩子们参观自己带来的卡都很兴奋，在
和同伴自由交流中，能主动向同伴介绍并一起辨别卡的名称，
如：交通卡、纪念卡、书卡、航空卡。）

（二）重点提问：

1、生活中的卡可真不少，哪一张是我们每天都要用的呢？
（幼儿：接送卡）

2、我们每天都有人来接送，那还要接送卡有什么用？（和幼
儿共同回忆门卫伯伯检查接送卡的情景，知道接送卡对小朋
友的重要性。）

3、怎么让别人知道你今天用过接受卡？老师和小朋友一起验
证机器上的绿灯是否亮了？一起数数亮灯的人数。

小结：是啊，有了接收卡，不认识的人就不能随便进来，还
能知道今天一共来了几个人。接送卡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
我们要好好保护它，可别丢失哦。

二、我喜欢的卡了解卡的不同作用

（一）除了接送卡，生活中还有许多卡我们也经常在用。
（出示做过汉字标记的各种卡）

（二）重点提问：

1、哪一张你也很喜欢的，为什么？

在幼儿说自己喜欢的卡的同时，老师有意识地引导孩子讲述



卡与人们生活的关系，并适时地追问，如：有孩子说：我喜
欢贵宾卡，它可以打折。有孩子问：什么是打折？老师追问：
打折是什么意思？在幼儿讨论后，让大家知道有了打折卡，
付的钱就比原来少。在和孩子的互动中，要鼓励幼儿大胆质
疑、答疑。

2、配对游戏：出示5个场景图片：医院、卡拉ok、小区高楼、
飞机场、美容院，请把这5个地方可以用的卡找出来，放到图
片中，看看找得对吗？（在模拟场景的运用中，幼儿共同寻
找和验证，进一步帮助幼儿了解卡的作用。）

3、幼儿操作，说说理由。

小结：原来我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卡：银行卡、交通卡、会
员卡、就诊卡、手机充值卡、游戏卡……这些卡会带给我们
方便、带给我们优惠、带给我们安全，还能节约我们的时间。

三、观看视频比较卡的异同

（一）重点提问：

1、录像里的老师手上拿的是什么卡？（银行卡）她到哪些地
方用过这张银行卡，（假日百货、新华书店、华氏大药房、
可的超市、银行自动取款机）

小结：原来有的卡除了在一个地方用，还可以在许多的地方
使用，使用的地点越多说明这张卡的作用就越大）

2、录像里的老师是怎么用卡的？（在刷卡机上刷一下）所有
的卡都是这样用的吗？（幼儿：有的是插进机器里、有的是
对着机器照一下用的、有的要输入密码。）

小结：原来卡使用的方法不都是一样的。



（二）重点提问：

1、找个朋友一起去看一看、比一比、摸一摸，这些卡还有哪
些是不一样的，又有哪些是相似的？用你能看懂的标记把你
们找到的秘密记录在表上。

2、幼儿两两结伴组合，观察比较，尝试记录。

3、幼儿交流，老师将幼儿发现记录在大统计表上。

（不一样的地方：颜色、标记、磁条、签名、数字、装饰。
相似的地方：都有文字、一样小、硬硬的、数字，在归纳的
同时要鼓励会用语言把自己的记录完整表达的幼儿）

小结：是啊！发明这些卡的叔叔阿姨真了不起！小小一张卡
就有那么多的学问，只要我们经常多看看，多想想，多比比，
就会发现许多以前不知道的秘密。

四、设计卡（延伸：大胆想象）

你还想发明什么样的卡呢？

本次活动能结合幼儿的生活、针对幼儿的兴趣特点来设计生
成，在活动中孩子们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很好地激发了孩
子们对城市中卡的兴趣和对卡的探究精神，幼儿也能完整清
晰地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卡的不同用途。

活动的设计能紧紧围绕活动目标开展，层次清晰，过渡自然。
活动的取材来自于孩子的生活，孩子有一定的生活经验，老
师能跟随他们的兴趣、跟随他们的思维方式进行活动，所以
师幼互动、生生互动能得以良好体现。既能运用开放式的提
问，让孩子畅所欲言，又能把握将个性化的热点问题辐射到
全体。



活动中运用了分辨验证、配对游戏、观看录像、记录异同等
多种形式，积极调动了孩子在活动中的主动性。在卡与场景
配对过程中，不仅帮助孩子学会用生活经验看懂生活中的标
记，并且提升了卡的不同作用。录像中的情景再现，丰富了
孩子的视野，生动地表现了"一卡多用"的先进性。通过活动
设计，一方面培养幼儿在生活中有求异的精神，另一方面提
高了大班幼儿学会观察—归纳—求同、更加全面地认识事物
的能力。

大班科学生活中的纸篇二

(1)、认识日常生活中几种常见的卡，初步知道它们的名称和
用途。

(2)、了解各种卡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方便。

(3)、在游戏活动中体验与同伴合作的快乐。

(1)、师生交流，由“交通卡”引出有关卡的话题：

师：上一次刘老师乘轻轨的时候，使用的是什么卡?

交通卡除了可以乘轻轨以外还可以有什么用?

(引导幼儿观察卡后面的小标志。)

师生：交通卡的用途很广泛，可以乘坐很多的交通工具。

师：除了交通卡以外，你还知道认识哪些卡?

(2)、幼儿自由上来介绍自己收集到的卡，并向大家介绍这些
卡的名称和用途。

师：为什么要发明这些卡?你认为这些卡有用吗?除了这些卡，



你还想发明什么样的卡呢?

(3)、请幼儿按这些卡的性质进行归类，将相同的卡在相应的
卡名称下排队并统计数量。

银行卡、交通卡、社保卡、会员卡、就诊卡、手机充值卡、
游戏卡、其他卡

(4)、游戏：今天谁会赢

a、幼儿成人数相等的五组，每组幼儿按顺序编号，每次按编
号的顺序猜题。

教师将卡按顺序贴在磁性黑板上。

b、教师介绍游戏规则：每组抽题后，先要说己这组猜的这张
卡是第几排的第几张，并说出这是一张什么卡。说对了，计
一分，说错了，有其他的小组进行补充。

c、游戏结束后，各小组统计自己小组的得分情况，评出本次
竞赛的冠军组。

大班科学生活中的纸篇三

1、认识生活中常见的卡，初步了解卡的用途和我们生活的关
系。

2、观察、区别卡的异同点，提高幼儿比较判断的能力。

能大胆表述卡的名称、用途

比较、区别卡的异同点并用符号记录

材料准备：不同种类的卡（散放在两张长桌上，可供幼儿自



由参观）、 做过汉字标记的卡（如：贵宾卡、门卡等，可以
粘贴在黑板上）、生活中使用银行卡的一段视频（分别在银
行、百货店、超市、药房、书店刷卡购物情景）、5个场景的
图片展示板（医院、卡拉ok、小区高楼、飞机场、美容院）2
人一只彩笔、一张记录表（一栏记录卡的相同点、一栏记录
卡的不同点）

一、 我认识的卡--激发对卡的兴趣

（一） 我们先来参观一下我们从家里带来的卡，和你的朋友
说说你认识的卡？

（孩子们参观自己带来的卡都很兴奋，在和同伴自由交流中，
能主动向同伴介绍并一起辨别卡的名称，如：交通卡、纪念
卡、书卡、航空卡。。。。。。）

（二）重点提问：

1、生活中的卡可真不少，哪一张是我们每天都要用的呢？
（幼儿：接送卡）

2、我们每天都有人来接送，那还要接送卡有什么用？（和幼
儿共同回忆门卫伯伯检查接送卡的情景，知道接送卡对小朋
友的重要性。）

3、怎么让别人知道你今天用过接受卡？老师和小朋友一起验
证机器上的绿灯是否亮了？一起数数亮灯的人数。

--小结：是啊，有了接收卡，不认识的人就不能随便进来，
还能知道今天一共来了几个人。接送卡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
我们要好好保护它，可别丢失哦。

二、我喜欢的卡--了解卡的不同作用



（一）除了接送卡，生活中还有许多卡我们也经常在用。
（出示做过汉字标记的各种卡）

（二）重点提问：

1、哪一张你也很喜欢的，为什么？

--在幼儿说自己喜欢的卡的同时，老师有意识地引导孩子讲
述卡与人们生活的关系，并适时地追问，如：有孩子说：我
喜欢贵宾卡，它可以打折。有孩子问：什么是打折？老师追
问：打折是什么意思？在幼儿讨论后，让大家知道有了打折
卡，付的钱就比原来少。在和孩子的互动中，要鼓励幼儿大
胆质疑、答疑。

2、 配对游戏：出示5个场景图片：医院、卡拉ok、小区高楼、
飞机场、美容院，请把这5个地方可以用的卡找出来，放到图
片中，看看找得对吗？（在模拟场景的运用中，幼儿共同寻
找和验证，进一步帮助幼儿了解卡的作用。）

3、幼儿操作，说说理由。

--小结：原来我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卡：银行卡、交通卡、
会员卡、就诊卡、手机充值卡、游戏卡……这些卡会带给我
们方便、带给我们优惠、带给我们安全，还能节约我们的时
间。

三、 观看视频--比较卡的异同

（一） 重点提问：

1、 录像里的老师手上拿的是什么卡？（银行卡）她到哪些
地方用过这张银行卡，（假日百货、新华书店、华氏大药房、
可的超市、银行自动取款机）



--小结：原来有的卡除了在一个地方用，还可以在许多的地
方使用，使用的地点越多说明这张卡的作用就越大）

2、录像里的老师是怎么用卡的？（在刷卡机上刷一下）所有
的卡都是这样用的吗？（幼儿：有的是插进机器里、有的是
对着机器照一下用的、有的要输入密码。）

--小结：原来卡使用的方法不都是一样的。

（二）重点提问：

1、找个朋友一起去看一看、比一比、摸一摸，这些卡还有哪
些是不一样的，又有哪些是相似的？用你能看懂的标记把你
们找到的秘密记录在表上。

2、 幼儿两两结伴组合，观察比较，尝试记录。

3、 幼儿交流，老师将幼儿发现记录在大统计表上。

（不一样的地方：颜色、标记、磁条、签名、数字、装饰。。
相似的地方：都有文字、一样小、硬硬的、数字，在归纳的
同时要鼓励会用语言把自己的记录完整表达的幼儿）

--小结：是啊！发明这些卡的叔叔阿姨真了不起！小小一张
卡就有那么多的学问，只要我们经常多看看，多想想，多比
比，就会发现许多以前不知道的秘密。

四、设计卡（延伸：大胆想象）

你还想发明什么样的卡呢？

本次活动能结合幼儿的生活、针对幼儿的兴趣特点来设计生
成，在活动中孩子们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很好地激发了孩
子们对城市中卡的兴趣和对卡的探究精神，幼儿也能完整清
晰地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卡的不同用途。



活动的设计能紧紧围绕活动目标开展，层次清晰，过渡自然。
活动的取材来自于孩子的生活，孩子有一定的生活经验，老
师能跟随他们的兴趣、跟随他们的思维方式进行活动，所以
师幼互动、生生互动能得以良好体现。既能运用开放式的提
问，让孩子畅所欲言，又能把握将个性化的热点问题辐射到
全体。

活动中运用了分辨验证、配对游戏、观看录像、记录异同等
多种形式，积极调动了孩子在活动中的主动性。在卡与场景
配对过程中，不仅帮助孩子学会用生活经验看懂生活中的标
记，并且提升了卡的不同作用。录像中的情景再现，丰富了
孩子的视野，生动地表现了"一卡多用"的先进性。通过活动
设计，一方面培养幼儿在生活中有求异的精神，另一方面提
高了大班幼儿学会观察-归纳-求同、更加全面地认识事物的
能力。

大班科学生活中的纸篇四

1.初步了解污垢的危害及简单的除垢知识。

2.培养幼儿对小实验的操作兴趣，学习正确的操作方法。

白醋、食用碱，热水。

带有茶垢的玻璃瓶。

一、认识水垢

1.幼儿观察玻璃瓶内的茶垢，认识水垢。

2.有水垢的玻璃瓶和没有水垢的玻璃瓶

教师分别将两个瓶内倒入白水，请幼儿观察水的清晰度。



3.说一说两瓶的不同，知道水瓶内附着的物体就是水垢。

二、了解水垢对人们的危害

1.请幼儿想一想，还在哪里、什么容器里见到过水垢？

2.教师讲解水垢的危害

这些粘在水壶和水瓶里的东西叫水垢，它是水中的杂质，

在水中被加热、烧开以后变成的。

水壶、锅炉烧水多了或者热水瓶、饮水机用时间长了会结成
一层水垢。

水壶里有了水垢，水就不容易烧开，浪费燃料，

水垢的.碎块如果被我们喝进身体里，会损害健康容易生病，

工厂里的大锅炉如果不除水垢，还会有爆炸的危险。

三、实验：除垢

1.认识食用碱

幼儿观察，白色、粉状的食用碱。

2.将食用碱放入有茶垢的玻璃瓶，然后倒入开水，摇晃瓶子。

请幼儿观察瓶壁发生的变化。

大班科学生活中的纸篇五

能积极关注身边的事物，发现生活中的数字，初步了解它们
的不同作用，从中体验活动的乐趣。



尝试用线条记录实验结果，并能用恰当的词汇进行描述。

学会积累，记录不同的探索方法，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
多种。

发现生活中的数字，尝试运用数字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
题。

数字卡片、图画纸、水彩笔若干。

一、开始部分：

师："今天，小朋友都带来了有数字的物品，我们去参观一下，
都有些什么物品?这些物品上的数字有什么用?;本文参观后告
诉老师和小朋友。"让幼儿带着问题去观察、去思考，自然地
感受数字和它们的作用。

二、基本部分

1、提问：

(1)、在观察时你发现了什么?这些物品上的数字有什么用?

(2)、小朋友还在哪些地方看到过数字，它们有什么用?

2、仔细观察，了解数字的更多作用。

(1)、通过说明方式，幼儿交流、讨论。

(2)、提问：观察中，哪些地方有数字?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呢?

3、利用游戏，升华主题。

游戏《数字排队》：让幼儿自由选择数字，自由进行组合，



并充分讲述。

三、结束部分：

想象作画，尝试用数字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在本课中，我主要以培养幼儿学习数学兴趣为主要目的来进
行教学，让幼儿能知道数学和我们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让
幼儿们在活动中去感受数字和我们生活中的关系，来引导幼
儿去发现数字中的.奥秘，能巧妙的运用数字完成任务。

能通过在教学中的活动，让幼儿知道我们的生活和数字是分
不开，数字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举
行多种活动能让幼儿为主体，幼儿们能积极的参与活动，能
学习生活中的经验与知识。让幼儿们在玩中学、在学中玩，
同时也能很好的完成本课的教学目标，培养了幼儿学习数学
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