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沙的特性教案反思 幼儿园中班教案
案例(优质8篇)

小班教案的编写需体现启发式教学和亲子参与的原则。这些
高中教案范文融入了现代教育理念和科技手段，具有很高的
参考价值。

探索沙的特性教案反思篇一

1、提高他们玩沙子时的安全意识。

2、通过玩沙子丰富孩子的触觉神经，提高他们的创造力和想
象力。

3、培养孩子合作交往的能力。

4、提高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他们能够乐在其中。

5、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让学生知道玩耍要注意安全。

难点：在安全玩耍的基础上开发学生的想象和创造性思维。

活动准备：

道具：树枝、树叶、花草等等。

活动过程

1、导入课题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新朋友（我抓出一把沙子），让同学
们猜一猜它是谁？接下来我们将和沙子成为朋友。说明本堂
课的任务，让学生明白。

2、带领学生来到沙坑，自己用手捏一捏，认识沙子，学生动
手感觉体验沙子的质感。

3、安全提示（在以后的玩耍中提高安全意识）

沙子是很调皮的，它钻进我们的眼睛就不想出来了，所以我
们玩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不要将沙子抛洒，扔向其他同学，
也不要将玩过沙子的手揉眼睛等。

4、组织活动

将小朋友分组，每四人一组（培养他们一起合作的意识，集
思广益），在沙坑里创建自己自己的“王国”并且提示学生，
在活动过程中可以用上自己准备的道具。（观察他们在活动
中的表现，做好活动总结）

5、展示成果

请各小组选出代表，给其他小朋友介绍自己的作品。

6、活动结束，带领小朋友把手洗干净。

点评在本次活动中大家的表现，多表扬和鼓励，提高他们参
与活动的积极性。

教学反思

玩沙是小朋友的天性，因此在玩的过程中，孩子们的积极性
特别的高，他们高兴的挖坑，堆建房屋，用树叶当小车运沙，
有的小朋友将小花、小草栽在房屋周围，还有的小朋友在房
屋前挖一条长长的小河，还将树叶当小船。



这些现象都体现了小朋友们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和创造力，
这次活动中没有出现安全事故，但是有部分小朋友只顾自己
玩沙，而没有与其他小朋友商量合作，在这方面缺乏对学生
的引导，还要多改进。

探索沙的特性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尝试用不同的容器装不同的沙子制作沙锤，在做做玩玩中
了解沙有干湿、粗细的`区别。

2、在装沙子的过程中培养幼儿分工明确，团结协作的精神。

3、在本次游戏活动中，培养幼儿合作，互相关心的良好品德。

4、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5、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活动准备：

1、塑料瓶、玻璃瓶、广口瓶、紧口瓶、易拉罐、小纸杯

2、不同质地的纸、塑料膜、橡皮筋、瓶盖

3、各种棍子、竹条、筷子、勺、筛子

活动过程：

一、提出问题

（一）出示一个沙锤：这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发出声音？

（二）激发幼儿制作沙锤的兴趣，问：你打算怎么做？



二、自主探索

（二）怎么才能不让沙子掉出来呢？请幼儿寻找合适的物品
给容器封口。

三、共同探究

（一）请幼儿比较自己和同伴所做沙锤的声音。为什么会有
不同的声音呢？

（二）老师分别取样品带领幼儿进行比较

1、对装沙多少不同的两个沙锤，猜一猜声音会不会一样？
（沙的多少不同，声音就不同）

2、容器相同、声音不同。为什么会不同？里面的沙会有什么
不一样呢？（引导幼儿观察、比较干湿沙和粗细沙的不同）

3、容器不同，它们的声音会一样吗？哪一个更好听？（装沙
的容器不同，声音就不同）

四、再次探究

请小朋友开动脑筋，想一想，做一做，使自己的沙锤发出的
声音更好听。

五、活动结束，自由表现

幼儿拿着自制的沙锤随着音乐边唱歌边打沙锤，体验成功带
来的快乐。

探索沙的特性教案反思篇三

今天美工区好多小朋友一到之后马上就选择了玩橡皮泥。好



像这段时间孩子们对橡皮泥的兴趣比较浓。我看到胡越、曾
赛岩和程君杰在玩橡皮泥。赛岩一开始不知道怎么玩，胡越
丢给他一本记录本(记录本上图示)，自己也拿了一本，他说
他要捏一个草莓。我看到他在认真地捏着。一会儿工夫就把
草莓捏好了，样子有点像，但是没有点上点点。于是我提醒
他用泥工的工具点上。完成之后，他就不知道要干什么了，
将作品放在桌子上，就干坐了。我又建议他做一个“手榴
弹”。他很高兴地答应了。拿过图示来，仔细地看了看，开
始分泥。我看到他分了两块泥，显然方法是对的，但看上去
泥的大小不是很合理。于是我有指导了他一下，他分得显然
合理多了，后来他做出来了好像样子不是很像“手榴弹”，
我引导他自己看看，与图示上比较一下，看看像不像。看了
一会儿他摇了摇头。于是我有辅导了他一下，终于完成了作
品。曾赛岩看到胡的“手榴弹”做得好看，也想做一个。

美工区的橡皮泥制作自从有了记录后，小朋友玩的兴趣好像
浓了很多。他们好像有了目标一样。每完成一次，都可以记
录下来，然后多学会几个，记录也会多几个。这样对孩子来
说好像很有成就感。

所以现在他们一到美工区都会去选择橡皮泥玩。

这种记录方法显然是带给我们很多的好处。老师也可以在记
录上看到孩子的学习情况。我可以清楚地知道每种制作方法
有几个人已经学会了，还有哪些人没有学过。

这样我可以有针对性引导那些没有学过的幼儿来玩，来学习。

这种记录方法也可以引申到其他地方。

探索沙的特性教案反思篇四

目标：



1、使幼儿认识了解沙的特性。

2、通过玩沙活动，感受玩沙的乐趣。

3、发展合作探究与用符号记录实验结果的能力。

4、通过实验培养互相礼让，学习分工合作的能力。

重难点：

感知和探索沙的特性。

过程：

一、用不同的感官感知干沙的特性：

1、用小筐子分离出小石子和细沙，并通过触摸、抓捏感受和
体验沙细小的特点。

2、用吸管吹一吹干沙，体验干沙轻的特点。

3、把筛出的细沙倒入塑料杯中，通过观察和搅拌体验沙不溶
于水的特点。

4、寻找宝藏-一通过用手扒开沙子找玩具的游戏。体验干沙
松软的特点。

二、体验干沙与湿沙的区别：

1、爱喝水的沙-一往沙箱中加水，用手感知干沙与湿沙捏合
上的区别，即干沙轻，不易捏合;湿沙重，易捏合。

2小组造型活动，体验湿沙可以任意造型。

三、谈话、讨论，了解沙的用途：



1、交流关于沙的`用途：沙纸、沙画、沙球、沙包、沙漏等。

2、害处：沙尘暴、河流泥沙、沙漠等对环境的危害。

延伸：

一、沙能不能种路物：

提供两盆植物(一盆用泥，一盆用沙)，提出管理要求：每天
给于一定的阳光;浇同量的水，一周施一次肥;每组做好纪录。

二、制作“七色彩泥”。

在细纱中加入水和颜料，混合搅拌，把沙染成多种颜色的沙，
然后将彩沙晾干，分层装入或分色装入物色透明的器皿内。

三、制作“沙雕”

探索沙的特性教案反思篇五

正文：玩沙（中班）

设计意图：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脚的皮肤表层有丰富的血液循环与末梢
神经感受器。赤足行走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调节身体机能，
增强体质。幼儿对玩沙有着浓厚的兴趣，把赤足和玩沙结合
起来，既达到了锻炼的目的.，又增强了运动的趣味性。

活动名称：玩沙（中班）

活动准备：各种类型的玩具、沙池及周边环境的检查、已有
在平地赤足锻炼的经验

活动过程：



一、热身活动

1、跑步。

2、进行有针对性的踝关节活动。脚尖走、脚跟走、甩脚腕、
转动脚腕

3、赤足在沙池周围走、跑、跳

二、玩沙

1、在沙地里走。

2、用脚在沙地里画画。

3、游戏：挖地雷。将幼儿分成两组，轮流交换：一组幼儿把
各种玩具藏在沙里，另一组幼儿用脚找玩具。

三、洗脚

用冷水冲脚后，用毛巾按摩，穿鞋。

活动评析：

1、在沙地里赤足游戏，幼儿感到非常轻松、舒适、惬意，使
幼儿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体现了体育锻炼的游戏化。

2、整个活动循序渐进，从全身的准备活动——有针对性的踝
关节活动——赤足在平地走——赤足在沙地走——有力度的
赤足在沙地按摩（画画、找玩具），使身体机能逐渐兴奋、
脚底刺激强度逐渐加大，体现了体育锻炼的科学化。

探索沙的特性教案反思篇六

设计思路：



沙子具有细小、松软、加水后可以任意造型等特点，容易诱
发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欲。但平时，幼儿园的沙池或沙箱中
的沙经常是干的或是湿的，而且，玩沙活动大多安排在户外
活动时间，因此幼儿在玩沙的时候经常是在重复着铲沙、倒
沙和堆沙动作，玩得不丰富，没有创造性。其根本原因在于
幼儿不了解沙的特性，尤其不了解干沙和湿沙的区别，所以，
玩沙活动停留在浅表的动作上，玩法上没有创造性。

目标：

1、使幼儿认识了解沙的特性

2、通过玩沙活动，感受玩沙的.乐趣

重难点：感知和探索沙的特性。

过程：

一、用不同的感官感知干沙的特性：

1、用小筐子分离出小石子和细沙，并通过触摸、抓捏感受和
体验沙细小的特点。

2、用吸管吹一吹干沙，体验干沙轻的特点。

3、把筛出的细沙倒入塑料杯中，通过观察和搅拌体验沙不溶
于水的特点。

4、寻找宝藏―一通过用手扒开沙子找玩具的游戏。体验干沙
松软的特点。

二、体验干沙与湿沙的区别：

1、爱喝水的沙―一往沙箱中加水，用手感知干沙与湿沙捏合
上的区别，即干沙轻，不易捏合；湿沙重，易捏合。



2小组造型活动，体验湿沙可以任意造型。

三、谈话、讨论，了解沙的用途：

1、交流关于沙的用途：沙纸、沙画、沙球、沙包、沙漏等。

2、害处：沙尘暴、河流泥沙、沙漠等对环境的危害。

延伸：

一、沙能不能种路物：

提供两盆植物（一盆用泥，一盆用沙），提出管理要求：每
天给于一定的阳光；浇同量的水，一周施一次肥；每组做好
纪录。

二、制作“七色彩泥”。

在细纱中加入水和颜料，混合搅拌，把沙染成多种颜色的沙，
然后将彩沙晾干，分层装入或分色装入物色透明的器皿内。

三、制作“沙雕”

探索沙的特性教案反思篇七

一、用不同的感官感知干沙的特性：

1、用小筐子分离出小石子和细沙，并通过触摸、抓捏感受和
体验沙细小的特点。

2、用吸管吹一吹干沙，体验干沙轻的特点。

3、把筛出的细沙倒入塑料杯中，通过观察和搅拌体验沙不溶
于水的特点。



4、寻找宝藏-一通过用手扒开沙子找玩具的游戏。体验干沙
松软的特点。

二、体验干沙与湿沙的区别：

1、爱喝水的沙-一往沙箱中加水，用手感知干沙与湿沙捏合
上的区别，即干沙轻，不易捏合;湿沙重，易捏合。

2小组造型活动，体验湿沙可以任意造型。

三、谈话、讨论，了解沙的用途：

1、交流关于沙的用途：沙纸、沙画、沙球、沙包、沙漏等。

2、害处：沙尘暴、河流泥沙、沙漠等对环境的危害。

延伸：

探索沙的特性教案反思篇八

线描画是用线条的变化来描绘对象及其形体结构的绘画方式，
是最古老、也是最原始的一种绘画方式，也是我国传统绘画
的方式之一。线描画的绘画工具比较简单，可以用勾线笔、
铅笔、油画棒、钢笔等，利用点、线、面来进行绘画，既可
以对物象进行细致入微地刻画，也可以对物象进行简单地艺
术处理;既可以进行造型训练，亦可作为艺术家表达情感的一
种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