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冰不见了活动教案 小班不见了科学
活动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怎样写教案才更
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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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不见了活动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操作活动，使幼儿初步感知溶解现象。

2、愿意参加科学活动，能用简单的语言把自己的发现告诉老
师和同伴。

3、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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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每个幼儿一个杯子，一根搅拌器。

2、白糖、盐、奶粉、果珍、味精、肥皂片、水果（苹果片、
橘子瓣等）大豆、红豆、绿豆、小石子，沙子等。

活动过程

1、告诉幼儿今天老师带来了好多东西，引起幼儿观察与学习
的兴趣。



1）观察教师实验：

教师拿出一杯清水，一些白糖，让幼儿观察白糖放进水里怎
么样了？

（看不见了、溶化了）

2）教师又拿出一杯清水，一些小石子，让幼儿观察小石子放
进水里怎么样了？

（还能看见、不溶化）

问：请小朋友想一想，你平时见到的什么东西放进水里也能
溶化？（盐、果珍、奶粉等）

教师小结：有的.东西放进水里能溶化，变得看不见了，而有
的东西放进水里不能溶化。

2、让幼儿做小实验（任选一种）

1）介绍活动材料，让幼儿知道实验材料的名称。

盐、奶粉、果珍、味精、肥皂片、水果片、红豆、绿豆、大
豆、小石子、沙子等。

2）让每个幼儿试一试，选择一种材料放进水里，观察结果如
何。

3、提问个别幼儿

请个别幼儿说一说你把什么东西放在水里了？怎么样了？

鼓励幼儿把自己的发现告诉老师和小朋友。

活动延伸



教师继续引导幼儿在日常生活中观察物质溶解于水的现象，
鼓励幼儿多做小实验，通过实验掌握更多的知识。

活动反思

在幼儿的科学活动中，我们应该加强对幼儿思维能力的培养，
增强他们的独立性、探索性，使幼儿把学习任务放到完整的
环节中去完成，真正掌握科学知识，走进科学，也让科学之
光，能照亮孩子成长之路。

冰不见了活动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感受歌曲轻松愉快的玩乐情绪,初步学习在休止、间奏处
控制不唱。

2、大胆参与歌唱活动，体验用拍手的动作表示间奏音乐的乐
趣。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幼儿有吹泡泡的经验。

2、物质准备：图谱、音乐《泡泡不见了》播放器。

活动过程：

1、谈话导入，激发幼儿的兴趣。

2、完整欣赏，利用图谱帮助幼儿记住歌词。

提问：（1）歌曲叫什么名字？

（2）你听到歌里唱了什么？



3、学唱歌曲，体验用拍手的动作表示间奏音乐的乐趣。

（1）幼儿看着图谱、初步学习在休止、间奏处控制不唱。

（2）幼儿跟着琴声完整演唱歌曲。

（3）分组演唱（男生演唱、女生在间奏处拍手）。

4、播放音乐，幼儿随音乐配上动作自由表现。

活动延伸：

区域活动：将图谱投放到表演区，让幼儿边唱边表演。

家园共育：回家可以跟家人玩吹泡泡的游戏，体验吹泡泡的
乐趣。

冰不见了活动教案篇三

1、探索不同物体滚（滑）动的情形。

2、培养幼儿积极参与、乐于探索的精神。

［活动准备］

1、纸板、小筐、彩笔盒。

2、圆形、圆柱形、方形等各种形状的物品。

［设计思路］

我们小班的孩子年龄小、班额大，共40名幼儿。分组活动又
存在缺少配课教师的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出发点是，
活动设计上要考虑周全，既要避免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使
得活动能有条不紊的进行下去。又要能充分发挥孩子的自主



性，让孩子们积极参与、学有所获。因此，我从细节方面着
手，注意教师语言的调动性，注意方法的灵活性，实验中虽
然以教师操作为主，但鼓励幼儿注意观察、畅所欲言，充分
利用生活中幼儿熟悉的物品，激发幼儿的积极性，完成小班
幼儿的科学探索活动。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领幼儿唱歌曲《小老鼠，上灯台》。请小朋友学一学小老鼠
滚下来的样子。在此利用任务的简单性，给不善于表现的幼
儿多一些机会。

有的孩子学做老师教的动作，而有的孩子则准备模仿头着地
滚动的样子。我在此及时的让幼儿认识什么是“滚动”。

二、猜测活动

语言导入：小老鼠说，小朋友们别笑它，其实不仅仅只有小
老鼠会滚下来，其实很多东西都会滚下来的。不信大家就来
看看吧。出示用彩笔盒垫起纸板组成的斜坡，出示各种物品，
请小朋友猜一猜，哪些物品会从斜坡上滚下来，哪些物品不
会滚下来。师根据幼儿猜测，将会滚下来及不会滚下来的物
品分开放置在两个小筐里。

（活动记录：孩子们开始猜测的时候，先选择的都是圆形的
物品。当我发现这对幼儿来说也还是很简单时，就开始请不
主动举手的孩子来猜。没想到在原本已没有圆形物体的情况
下，这个孩子很快的选择了一个长方体，其结果是后面的孩
子也开始毫不犹豫的选择其它形状的物体。直至全部选择为
可以滚动的物体。）

在此，我比较注意控制自己不要流露惊讶的语气，怕影响孩



子们的猜测。出现这样的结果，我认为还是认识不够。先选
择圆形是出于一定的经验认识，但这个经验还不够肯定也不
够完善，所以才会随大流的选择其它的形状。

冰不见了活动教案篇四

小班语言活动小熊不见了教案 由本站会员“russal”投稿精心
推荐，小编希望对你的学习工作能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小班语言活动小熊不见了教案

在教学工作者开展教学活动前，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教
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教案应该怎么
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小班语言活动小熊不见
了教案，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活动目标：

1.喜欢听故事，知道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和情节。

2.知道一些小动物要冬眠的常识。

3.能仔细倾听故事，理解主要的故事情节。

4.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活动准备：

制作动画片《小熊不见了》。

活动过程：



1.设置悬念，引起幼儿欣赏动画片的兴趣。

幼儿自由讨论小熊去哪里了。

2.欣赏动画片，了解小熊究竟去哪里了。

提问：小熊去哪里了?小松鼠蓬蓬找到他了吗?

3.再次欣赏动画片，知道故事的主要人物和情节。

提问：故事里小松鼠蓬蓬除了去找小熊的，还去找谁啦?

故事里还有谁?还有谁也不见了?找到不见了的小蛇克克和小
刺猬贝贝了吗?

怎么办呢，几个小伙伴去找谁问的?

嘟嘟、克克、贝贝为什么都不见了，知道答案了吗?

4.小结：在冬天，有一些小动物要避开寒冷，躲在洞里睡觉，
直到春天才醒来，我们不要打扰他们喔。

【小班语言活动小熊不见了教案】

小班语言活动小熊不见了教案如果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请
在本站搜索更多其他小班语言活动小熊不见了教案范文。

小班语言教案《橡皮膏小熊》

《糖怎么不见了》小班教案

小班语言活动教案

幼儿园小班语言活动教案



小班语言教案模板

冰不见了活动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的好奇心、求知欲以及科学探究精神和集体荣誉
感。

2、培养幼儿的观察、想象、口语表达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提高动作的协调性。

3、了解皮球的外形特征及各种玩法。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活动准备：

1、与幼儿同等数量的大皮球；方形、圆形大积木各一块。

2、瘪皮球两个，充气针、充气筒。

3、请家长协助搜集各种类型的球充实体育角，准备各种球类
运动的图片、光碟资料。

4、用各色即时贴剪出眼睛、鼻子、嘴巴若干。

活动过程：

一、大皮球，滚得快

1、幼儿自由玩球，主动探索球的各种玩法。



2、鼓励幼儿积极说出并示范自己的玩法。

3、幼儿通过玩球，感知球的外形特征，并能说出自己是如何
感知的。

4、通过同时滚动皮球与方形积木、皮球与三角形积木，让幼
儿了解：圆的东西滚得快。

5、游戏：（1）我和皮球赛跑。（2）两人合作滚、接球。

二、大皮球，跳得高

2、为瘪皮球充气，幼儿仔细观察如何用充气针、充气筒充气
使皮球逐渐鼓胀的过程。

讨论：能不能填充别的东西？

3、拍球比赛：我的皮球跳得高。在拍球过程中探索：怎样让
球跳得高？

4、收放好皮球。游戏：“皮球漏气了”。

三、大皮球，伙伴多

1、讨论：你知道的球类有哪些？怎样玩？

2、观察各种实物球说出它们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3、观看图片与光碟，了解各种球的玩法，培养集体荣誉感。

4、任选一球玩。

四、皮球是我的好朋友

1、讨论：玩儿皮球的益处。



2、打扮“我的好朋友”：自选所喜欢的各色五官装饰皮球。

3、我和“好朋友”一起玩。

活动延伸：

请家长利用业余时间多陪孩子看球、玩球，进一步加深对球
的认识。

活动反思：

在幼儿的科学活动中，我们应该加强对幼儿思维能力的培养，
增强他们的独立性、探索性，使幼儿把学习任务放到完整的
环节中去完成，真正掌握科学知识，走进科学，也让科学之
光，能照亮孩子成长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