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科学变化的四季教学反思(优
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大班科学变化的四季教学反思篇一

在教学是时，结合日常生活中节约用水、浪费用水、污染水
源和遭遇停止供水的生活经历等事例，布置学生做课前调查，
同时结合调查情况，制定出各种适合家庭生活实际的节约用
水措施，这样做，不仅拉近了学生与教育内容之间的距离，
而且使学生扩大了知识视野，将最新最真的信息带进了课堂，
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由于调查的内容都来源于他们的真实
生活，具有震撼性的说服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课前调查，学
生深入触摸生活，真切感受到人类环境正遭到各种污染，缺
水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活。学生在身临其境中产生直接的
情感体验，得到各种能力的锻炼。可以说，自我教育已伴随
着实践活动先于课堂教学产生，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积极性，促使学生在动情的基础上，认识得到了一个
飞跃。这对学生德育教育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课前调查
实践中，有许多学生已意识到节约用水的重要性。如果说在
调查实践中，学生只局限于对自己的调查项目感到难以置信
外，那么课堂上学生共享了这次的所有资料后，对学生的心
灵是一次极大的震撼，从而激发了学生节约用水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在课堂上注重宣传教育，组织学生观看一段公益性
广告片等，而后，让学生设计一段“宣传节约用水的广告
语”，以此深化教学效果，并在知行之间搭起一座可行的桥
梁，通过良好的课中实践，使之成为学生养成良好道德行为
的催化剂，也活跃了课堂教学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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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教学活动中，幼儿产生了极大地兴趣，由于这个现象
是幼儿在平时生活中遇到过的，幼儿比较熟悉，在教师的讲
解和实验过程中，幼儿对这个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了一定
的了解，对水的三态可以转换有了一定的了解，互动也比较
好，能够根据老师的提醒积极思考。但是在整个活动过程中，
由于酒精灯，烧杯，火柴，对于幼儿园的孩子来说都比较危
险，幼儿不能动手自己操作，需要有家长或者老师的陪同或
者帮忙，所以缺乏自己对该活动的实际的操作，实际感受，
也许幼儿的世界中，对水的三态变化还不是完全懂。

在后续的活动中，可以请家长参加，帮助幼儿完成，相信幼
儿在家长的帮助中，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幼儿能够充分理
解，能够使幼儿对科学活动产生浓厚的兴趣，并能够积极探
索，在平时生活中能够仔细观察，自己发现生活中的科学想
象，尝试用自己的方法理解并接受，提高幼儿自主学习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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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设计背景

寒冷冬季，教室玻璃窗上时常会出现一些水雾，幼儿用嘴吹
一下，那些水雾变得更明显，用手指摸会清楚的出现一些印
记。于是早上入园孩子们总围到窗子边很好奇地对着玻璃吹
气，接着用小手画画，玩得非常开心。我想：孩子们对这现
象很感兴趣，设计一堂科学活动《水的变化》，他们会有更
大的积极性。于是，我设计了这堂科学活动《水的变化》。

活动目标

1、幼儿能够知道水的三态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



2、幼儿对科学探索活动产生浓厚的兴趣，乐于发现平时生活
中有趣的科学现象。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使幼儿对探索自然现象感兴趣。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教学重点、难点

观察、感知水的三态及三态的变化条件

活动准备

冰、水、酒精灯、烧杯、酒精炉架、夹子、火柴

活动过程

1、开始环节

2、基本环节

教师根据幼儿回答问题的情况小结：我们吹出的热气遇到玻
璃上的冷空气，就会凝结在玻璃上，形成一层水汽。然后出
示实验需要的器材，引导幼儿在老师的提醒下猜猜会出现什
么情况，然后教师用实验验证，引导幼儿探索。实验过程：
用夹子取一块冰放在烧杯中，请幼儿仔细观察，然后用火柴
点燃酒精灯，把装了冰的烧杯用酒精炉架固定，请幼儿观察
冰慢慢变成水，然后蒸发的过程。

3、结束环节

教师总结实验结果：烧杯里面的冰慢慢变成水，然后水慢慢
蒸发，烧杯里面有水蒸气冒出来，用一个烧杯收集起来，水



蒸气又变成了水，然后把水放到冰箱里面，又变成了冰地这
个循环的过程。

教学反思

在这个教学活动中，幼儿产生了极大地兴趣，由于这个现象
是幼儿在平时生活中遇到过的，幼儿比较熟悉，在教师的讲
解和实验过程中，幼儿对这个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了一定
的了解，对水的三态可以转换有了一定的了解，互动也比较
好，能够根据老师的提醒积极思考。但是在整个活动过程中，
由于酒精灯，烧杯，火柴，对于幼儿园的孩子来说都比较危
险，幼儿不能动手自己操作，需要有家长或者老师的陪同或
者帮忙，所以缺乏自己对该活动的实际的操作，实际感受，
也许幼儿的世界中，对水的三态变化还不是完全懂，在后续
的活动中，可以请家长参加，帮助幼儿完成，相信幼儿在家
长的帮助中，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幼儿能够充分理解，能
够使幼儿对科学活动产生浓厚的兴趣，并能够积极探索，在
平时生活中能够仔细观察，自己发现生活中的科学想象，尝
试用自己的方法理解并接受，提高幼儿自主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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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水的变化

活动目标：

1、了解水的变化，知道水遇热会变成水蒸汽，遇冷会结冰。

2、能用语言表达已观察到的水的三态变化，引导幼儿体验探
索与发现的乐趣。

活动准备：

冰、电吹风等。



活动过程：

一、回忆水变成冰的过程。

1.小朋友，你们昨天把水放进冰箱里里吗?那你们今天看到放
进去的水有什么变化吗?(结冰了)你们知道放进去的水为什么
会变成冰吗?(幼儿说：放进冰箱里了)

冰箱里的`温度很低，当水在温度降到0度的时候就会结成冰。

小结：原来水就是这样变成冰的。

2、你们说说水和冰有什么不同?(幼儿说、讨论)谁能来说说
它们有什么不同?

小结：水的流动的，冰是一块一块的。

小结：小朋友都很聪明，想了很多方法使冰变成水，有的说
可以用太阳晒、有的说可以用、、、、、，原来有这么多的
方法可以使冰变成水。

老师也想了很多跟你们不一样的方法，也能使冰变成水，我
们一起来看看吧!

4、教师操作各种方法使冰变成水。

小结：我们用了这么多的方法，能使冰变成水，其实太阳晒、
开始泡、吹风机吹，用火烧这些方法都是在给冰块加热，原
来冰块加热就能变成水。

二、水变气。

1、我们给冰块加热变成水，要是给水加热，水又会变成什么
呢?(幼儿思考、交流)



小朋友都说了给水加热会变成什么?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教师操作将水加热(幼儿观察水变成水蒸气的过程)

小朋友，你们要仔细的观察热水壶，告诉老师你看见了什
么?(水壶上面冒气了)水壶上面冒出来的气就是水蒸气。

3、想想水为什么会变成水蒸气呢?(水经过加热就会变成水蒸
气)

小结：原来给水加热就会变成水蒸气。

三、气变水。

1、水加热会变成水蒸气，那水蒸气还会变吗?那我们来看看
吧!

老师操作镜子放在冒气的水壶上面，引导幼儿观察。

2、小朋友，看看现在镜子上面有什么变化吗?(有水)

3、你们想一想为什么会有水?(水蒸气遇到冷就会变成水)

小结：水蒸气遇到冷就会变成水。

今天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实验，知道水遇冷后能变成冰，冰加
热后后变成水，水加热会变成水蒸气，水蒸气遇冷后又会变
成水，原来水是这样循环变化的。

四、游戏：我是变化的小水滴。

1、介绍游戏规则。

小水滴能变来变去，我们也来想小水滴一样变冰、变水、变
蒸气，等下游戏开始的时候老师说“结冰”的时候小朋友就



站起来不动，当听到“融化”，小朋友可以像流水一样在活
动室里东流西窜，自由地做各种动作。到老师又发出“结
冰”的信号时，互相靠近的孩子可以在一起立定不动，三个
一群，五个一伙，表示结冰在一起。当老师发出“水蒸气”
的时候，你们就轻飘飘地飞舞起来，飞出教室。

2、幼儿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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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上开头的导入有这样一句话：“地面上的积水到哪里去
了呢？”，“是水渗到土里去了吗？”如果我是三年级的学
生我或许完全会这样理解。开头这样的例子还不如换
成：“洗好碗后，碗上有小水珠，第二天，水珠还在吗？”
这样的疑问学生会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水珠会不见的呢？从
而引入课文更适合。

这一课的难点：什么叫做水蒸气。水蒸气是用我们的肉眼看
不到的。而根据课堂上学生的回答显示学生都认为开水开了
之后的白汽，嘴哈出来的白汽都属于水蒸气。我是通过讲解
然后让学生看一段蒸锅冒出来的汽来分析这个是不是水蒸气，
通过短片的观看和自己的讲解，学生似乎强扭了这个概念，
但是没有用真正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点，如果让学生通过实验
来证明这点会更好，不过我用了一个生活中的例子以短片的
形式展现给学生，学生也能理解了这个白汽不是水蒸气，同
时学会了水蒸气概念，也为前一课的学习打下了基础。

因为水珠从哪里来这一课有一个概念是直接出现了水蒸气，
我个人认为如果学生没有建立水蒸气的概念，直接上这一课，
学生会感觉莫名其妙，这个水蒸气究竟是什么东西会有些不
太明白。所以，我让把《水珠从哪里来》一课放在了《水和
水蒸气》一课之后进行教学，这样的调整我根据自己小时候
接受概念的顺序来说，似乎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