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科学神奇大自然教案反思中班(大
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
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幼儿园科学神奇大自然教案反思中班篇一

1．本次活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从幼儿感兴趣的设计困难任务
入手，利用幼儿动手动脑动口的实验活动，来探索、验证了
使用工具的好处，使师生共在玩乐中，共享了经验，交流了
情感，激发了智慧。

2．本次活动内容来自幼儿日常的生活，从观察生活当中人们
工作时图片发现使用工具给人们生活工作带来的便利，我们
找到了本次课题的教育契机。针对工具的认知到工具的使用
这进行探索和验证，引导幼儿对身边常见事物和现象的特点，
利用合适的工具来完成任务，使幼儿产生兴趣和探究欲望”。

3．在活动环节的设置上，我充分考虑中班孩子的年龄特点，
以幼儿实验为重点，提供幼儿丰富的感兴趣的操作材料，实
步骤难简相宜，讨论交流轻松愉快，使生活当中不好解决的
难题通过幼儿自己的操作来达到诠释的目的.，通过操作充分
体现工具重要想了解和认识更多的工具。不仅为幼儿的探究
活动创设宽松的环境，也“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参与尝试”，
并支持鼓励他们大胆提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

4．通过一系列环节的设置，本次活动目标达成度较好，孩子
们通过自己的实验和老师的示范提示，了解了各种各样工具
的名称和作用，在实施过程中，幼儿参与积极，主动性强，
整个活动也一直处在一种幼儿感兴趣且非常投入的氛围中，



活动效果凸显。

幼儿园科学神奇大自然教案反思中班篇二

活动设计背景

冬天到了，高原上又进入了一个寒冷的季节，一天早上由于
头一天的一场大雪，使得教室门前结了很大的一块冰，来上
学的时候幼儿们感到很好奇，因此特抓住幼儿的这一爱好，
制定了本节课，让幼儿从活动中感知大自然的季节变化。

活动目标

1、让幼儿感知四季变化使得冰和水发生的变化。

2、通过认知自然变化，初步建立热爱自然的意识。

3、在活动中锻炼幼儿四肢的协调能力。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使幼儿对探索自然现象感兴趣。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认识冰和水的变化

难点：冰和水的变化过程

活动准备

若干冰块，热水几盆，

活动过程



一、游戏引导

课前让幼儿做做热身操：小朋友们冬天到了，是不是感觉很
冷啊，老师和你们一起来做做操，让我们的小手小脚热起来
好不好。

二、活动过程

1、出示冰块并让孩子触摸冰块，向幼儿说明两点；

第一点：冰块之所以又冷又硬，是因为放在冰箱里。

第二点：冰块加热后会变成水。

2、在幼儿触摸冰块后，让幼儿说说摸了冰块后的`感觉是怎
样的。（冷）

3、将热水端到幼儿的面前让幼儿摸一摸热水，摸后说说又是
什么样的感觉。

5、冰块全部融化后，将冰水倒入玻璃杯，让孩子用手触摸感
觉水的冰凉。

6、小朋友我们的大自然到了冬天就会很冷所以水就会变成冰
块，可是夏天很热所以冰块就变回水了，大自然一年四季都
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没有大自然我们就不能生存，所以小朋
友要保护我们的大自然哦。

延伸活动：水是怎样变成冰的，在冰块盘上灌满水，放入冰
箱，可多次重复此游戏。

教学反思

经过这一节课的学习，幼儿很感兴趣，但唯一的不足是整个
游戏过程较短暂，使得能力弱的幼儿并没有实现目标的认知，



在经后的教学过程中，将会把游戏过程再部署的更细致些，
让幼儿能够在游戏中完成目标的认知。

幼儿园科学神奇大自然教案反思中班篇三

1.本次活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从幼儿感兴趣的车轴问题入手，
利用幼儿动手动脑动口的实验活动，来探索、验证了车轴的
作用，使师生共在玩乐中，共享了经验，交流了情感，激发
了智慧。

2.本次活动内容来自幼儿日常的生活，从一个幼儿的提问，
从两个孩子为车轮车轴的争执，及手工区内材料的提供中，
我们找到了本次课题的教育契机。针对车轴这一具体事物的
作用进行探索和验证，“引导幼儿对身边常见事物和现象的
特点，变化规律产生兴趣和探究欲望”。

3.在活动环节的设置上，我充分考虑中班孩子的年龄特点，
以幼儿实验为重点，提供幼儿丰富的感兴趣的操作材料，实
验步骤难简相宜，讨论交流轻松愉快，使抽象的物理知识通
过幼儿自己的操作来达到诠释的目的，不仅“为幼儿的.探究
活动创设宽松的环境”，也“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参与尝
试”，并“支持鼓励他们大胆提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

4.通过一系列环节的设置，本次活动目标达成度较好，孩子
们通过自己的实验和老师的示范提示，了解了车轴的名称和
作用，在实施过程中，幼儿参与积极，主动性强，对车轴(牙
签)相连轮子(圆纸板)使之能平稳滚动的感受颇深，整个活动
也一直处在一种幼儿感兴趣且非常投入的氛围中，活动效果
凸显。

幼儿园科学神奇大自然教案反思中班篇四

活动目标：



1、了解车轴的名称和用途。

2、喜爱实验操作，愿意发表自己的见解。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培养幼儿观察能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活动准备：

1、组合玩具车若干辆，汽车模型若干；

2、圆形硬纸卡人手两张，木棍或牙签、橡皮泥若干。

活动过程：

一、玩一玩，找一找，激发幼儿对活动的兴趣。

（幼1：是轮胎）

（幼2：是车子里的方向盘）

（幼3：是里面的发动机）

（幼4：是轮胎里面的棍子）

师：到底是什么神奇的东西呢？老师先不告诉你们，先看老
师手上的车子。

（评析：活动的导入部分通过老师富有悬念的提问，将幼儿
引入自发的探究环节中。本环节中，孩子始终带着问题在玩
乐。通过自己不断的动手操作，答案在慢慢揭晓中。）



二、观察老师的组合玩具车，初步了解车轴的作用。

1、师：老师这里有一个汽车，它缺了什么呢？（车轮）

把车轮放上去就能开动吗？（老师把四个车轮“放”到车身
上去，松开手滚动，车轮四散滚开）

为什么有了车轮它还不能平稳地向前开动？

（幼1：因为它没装好）

（幼2：车轮没有连起来）

（幼3：中间少了一根连起来的棍子）

2、师：车轮怎样才可以连起来，让它平稳地向前滚呢？

（请一个幼儿上前和老师一起将车轮用车轴相连并拼装到车
身上去，拼接好后开一开，滚一滚）

3、学习“车轴”的名称，了解车轴连接车轮，促进车子平稳
前行的作用。

（评析：本环节的三个部分是不断递进的。在本环节中，通
过老师不断地抛出“问题包袱”，使幼儿关注到连接车轮的
车轴，以及它必不可少的作用。）

三、操作实验和讨论交流。

1、实验

实验1：滚动一块圆纸板，观察滚动的情形。

实验2：用牙签将两圆心相连后滚动，观察滚动的情形。



2、讨论和交流：

师：一块圆纸板滚动是怎样呢？两块圆纸板用牙签连起来又
是怎样滚动的呢？

（幼1：我滚一个小车轮的时候，滚不起来，两个连起来就好
滚了）

（幼2：一个车轮滚一会儿就倒了，两个车轮连起来可以一直
滚）

（幼3：一个纸板滚得不平衡，两个串起来就平衡了）

师：哪种方法可以使车轮平稳地向前滚动呢？为什么呢？

（幼儿自由发表见解）

总结：圆纸板有了牙签相连所以能平稳地向前滚动，所以车
轮是因为有车轴相连才可以平稳地前进。

（评析：本环节是活动的xx部分。幼儿通过圆纸板和牙签的
两个小实验，了解了圆纸板平稳向前滚动的原因，从而迁移
了相关的.经验。）

四、扩展和想像

师：你还知道哪些地方是有车轴的呢？（依维柯、三机、大
客车、皮卡、小轿车……）

假如车子在马路上行驶，突然车轴没有了，想一想会发生什
么情况呢？

（幼1：车子开着开着，“嘭”一声，就爆炸了）

（幼2：如果没有车轴了，轮子就到处散开了）



（幼3：车子会撞到一块儿去，会起火，会爆炸）

（评析：本环节充分扩展了孩子的想象力，虽然孩子们的答
案千奇百怪，但是作用是显见的，就是进一步加深了对车轴
作用的认识。）

五、游戏：找车轴

再一次挑选自己喜爱的的玩具车，找一找它的车轴在哪里，
向老师和同伴谈谈它的作用。

（评析：从寻找到了解，然后再寻找，孩子们已经做到了心
中有数。通过孩子们自己动手动脑，孩子们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活动延伸：

1、观察在家庭中所玩的车辆是不是都有车轴。

2、与爸妈讨论车轴的用途。

3、在手工区提供废旧纸盒，牙签细木棍或细铅丝，若干圆卡
纸板，制作可以滚动的纸盒小汽车。

活动反思：

1、本次活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从幼儿感兴趣的车轴问题入手，
利用幼儿动手动脑动口的实验活动，来探索、验证了车轴的
作用，使师生共在玩乐中，共享了经验，交流了情感，激发
了智慧。

2、本次活动内容来自幼儿日常的生活，从一个幼儿的提问，
从两个孩子为车轮车轴的争执，及手工区内材料的提供中，
我们找到了本次课题的教育契机。针对车轴这一具体事物的
作用进行探索和验证，“引导幼儿对身边常见事物和现象的



特点，变化规律产生兴趣和探究欲望”。

3、在活动环节的设置上，我充分考虑中班孩子的年龄特点，
以幼儿实验为重点，提供幼儿丰富的感兴趣的操作材料，实
验步骤难简相宜，讨论交流轻松愉快，使抽象的物理知识通
过幼儿自己的操作来达到诠释的目的，不仅“为幼儿的探究
活动创设宽松的环境”，也“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参与尝
试”，并“支持鼓励他们大胆提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

4、通过一系列环节的设置，本次活动目标达成度较好，孩子
们通过自己的实验和老师的示范提示，了解了车轴的名称和
作用，在实施过程中，幼儿参与积极，主动性强，对车轴
（牙签）相连轮子（圆纸板）使之能平稳滚动的感受颇深，
整个活动也一直处在一种幼儿感兴趣且非常投入的氛围中，
活动效果凸显。

幼儿园科学神奇大自然教案反思中班篇五

活动意图：

设计此活动，旨在让幼儿动手操作、创造的同时，发现有趣
现象，培养幼儿对科学的探索欲望。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电能产生磁能。

2、了解电磁铁的磁力与电池电量和缠绕导线圈数有关。

3、通过实验，激发幼儿好奇心，产生探索欲望。

4、通过对比，引导幼儿主动思考，促进幼儿逻辑思维能力的
发展。



5、培养幼儿对科学现象进行探索的兴趣。

采用的科学方法：

对比法、讨论法、探索发现法。

活动准备：

幼儿材料：

双入电池盒、电池（电池属于公共材料，之后每节课都会用
到留下或下次带两个新的）

铁钉、回形针2、鳄鱼夹2、漆包线

教师材料：

同上、两块磁铁

实验步骤：

1、将鳄鱼夹穿在电池盒导线上

2、将鳄鱼夹与导线相连

3、用砂纸将漆包线两端打磨好

4、将漆包线如图缠绕在钉子上

5、用鳄鱼夹夹住漆包线被打磨的地方

6、安装电池，用钉子吸引曲别针

活动过程：



（一）儿歌导入

1、儿歌：小小磁铁真神奇，喜欢就把你抱起。磁铁磁铁碰一
起，请你分清南北极。

2、激发幼儿对磁铁的兴趣。

（磁铁到底喜欢什么？幼儿开放性思考并回答，能被磁铁吸
起的物品磁铁都喜欢。

3、什么是磁铁的南北极。

（通过试验引导幼儿验证磁铁的南北极。用有标明两极的.磁
铁，根据“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判断。用绳子绑住
条形磁铁中端悬挂起来，静止时n极指向北方，s极指向南方。
因为地理的南北极是地磁的北南极）。

（二）活动进行中

1、材料探索

（1）引导幼儿怎样使铁钉产生磁力？

提问：小朋友有没有办法让铁钉产生磁力？认识各种材料，
并进行说明。激发幼儿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幼儿利用已有
经验和自主探究使铁钉产生磁力。了解铁钉通电能产生磁力。

（2）巩固电池正负极知识，并进行安装。（我们把电池装入
电池盒，正极和负极安装正确才能发电。）

（3）怎样使钉子通电，引导幼儿组装串联电路，

（利用串联知识：串联电路。串联是连接电路元件的基本方
式之一。将电路元件（如电阻、电容、电感等）逐个顺次首



尾相连接。将各用电器串联起来组成的电路叫串联电路。串
联电路中通过各用电器的电流都相等）

2、幼儿自由探索，教师指导幼儿操作。

（1）教师组装步骤：先将铜丝缠绕在铁钉上，然后将铜丝两
端各穿入鳄鱼夹，两个鳄鱼夹分别与将装有电池的电池组两
端连接，用通电的铁钉吸引回形针进行试验。

（2）将通电的铁钉试一试，观察铁钉是否具有磁力。

（3）教师指导幼儿操作。幼儿一起来感受电能产生磁的科学
知识。

（4）幼儿自由探索，电磁铁的磁力与缠绕导线圈数有关。

3、总结：电能产生磁能。了解电磁铁的磁力与缠绕导线圈数
有关。

（三）互动课堂

1、根据互动课堂问题进行提问：

小朋友们想一想，下面哪种情况可以抓到莱克。（幼儿观察
画面，根据串联电路的知识找出正确答案。）

2、游戏：小能手

幼儿制作的小磁钉可以吸起哪些物品？在教室自由寻找，自
由试验。

（四）教师与幼儿一起总结，教师提问并进行作品展评

1、总结：电能产生磁能。了解电磁铁的磁力与缠绕导线圈数
有关。



2、提问：书中科学知多少部分，

3、作品展评：哪个小朋友能吸上更多的曲别针？

（五）总结延伸

电磁铁的磁力与电池电量有关。（用4节和8节电池试试看。）

（六）撕页、成品、袋子带回家。

活动反思：

保护并发扬儿童好奇、好探索的天性，不仅给儿童一个富于
童心、童真和童趣的童年生活，还要给他的一生留下美好回
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