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声音科学大班教案及反思 声音大班
科学教案(精选9篇)

高三教案是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和学生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
设计的教学方案。小编整理了一些初一教案的典型案例，供
大家在编写教案时进行参考。

认识声音科学大班教案及反思篇一

1、 通过操作，知道振动产生声音，培养幼儿科学探索的欲
望。

2、 乐于积极动脑实验。

1、小鼓、纸、小棍、瓶盖、玩具、音乐盒等。

2、幼儿用书。

——提问：敲鼓的时候，豆子怎么样了?

——提问：你们知道声音是怎么来的.吗?

2、 幼儿通过探索，发现声音是怎么来的。

——幼儿摸着自己的喉咙，然后发出声音，看看有什么感觉，
相互讨论。

——教师：老师这里有很多的东西，请你们用它们发出声音。
请幼儿用各种材料制造声音。并相互交流。

——教师：你是怎样让这材料发出声音的?材料发出声音时，
你有什么感觉?哪里振动了?



——这些东西放在那里的时候没有声音，可是我们敲一敲、
抖一抖，它们就会发出声音了，你知道声音是怎么产生的
吗?(帮助幼儿得出结论：声音是由振产生的。)

3、 引导幼儿懂得在什么场合应该发出声音什么样的声音，
不要影响别人。

——教师：我们要知道保护自己的嗓子，用自然的声音说话、
唱歌，不要发出不好听的声音影响别人。

认识声音科学大班教案及反思篇二

1、通过本次活动，让幼儿了解声音是怎样产生的，知道不同
材料的物体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

2、学会分辨什么样的声音是好听的，什么样的声音是噪音，
培养良好的说话的习惯。

3、通过各种尝试活动和操作活动，激发幼儿对周围世界的探
索兴趣。

1、小鼓、小铃、盘子、碗、小勺子、各种瓶子、空的盒子、
花生米、等若干。

2、录有声音的磁带一盒，录音机一台。

1、寻找声音

1）、通过游戏，激发幼儿对声音的兴趣。

小朋友们今天老师请了很多小演员来我们卡通城班表演节目。

2）、让幼儿知道当物体发生碰撞时，物体就会发出声音。



老师这里有一些锣、拨、鼓、三角铁等乐器。怎样让这些乐
器发出声音？（敲击……）幼儿自由实验、交流。

3）、让幼儿通过实验，知道声音的产生必须是多样物品碰撞
后产生震动发出声音。

配教老师报幕：“下面表演的节目的是花生米，花生米将在
大鼓上为大家表演舞蹈。”将花生米放在鼓面上，但花生米
没有动。教师：“主持人，怎么花生米不动啊？”配教老师：
“哦！我忘了，花生米说想要用这面鼓来为她奏乐。”用鼓
棍敲击鼓面可以看到鼓面上的花生米在跳动。提问：小朋友
们，花生米是真个奇怪舞蹈家，她跳舞要用大鼓做舞台，还
要有用大鼓为她伴奏她才肯跳。你们知不知道是为什么？
（引导幼儿感知鼓棍必须和鼓面发生碰撞，鼓面才会震动而
且会发出鼓声。）

4）、我们来做个游戏，让锣、拨、鼓、三角铁等乐器发出声
音后马上阻止震动，看有什么变化？（引导幼儿发现物体没
有震动就没有声音。使幼儿知道声音是通过震动产生的。）

2、制造声音

1）、让幼儿尝试让所有的物品发出声音。

小朋友想一想除了我们的乐器能发出声音。在我们的周围还
有哪些东西能发出声音？（利用幼儿园的各种物体或废旧材
料来操作。）

2）、引导幼儿用找到的'物体来做乐器，来跟着音乐打节奏。

3、分辨声音

1）、教师播放两段录音，请幼儿听一听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2）、学会分辨什么样的声音是好听的，什么样的声音是噪音，
教育幼儿在活动中轻轻地说话，避免产生噪音，养成良好的
说话的习惯。

4、使用声音

教师和幼儿一起用自制的会发出声音的物品配上音乐表演。

四、课间操：

活动要求：

1、教师幼儿做操时须精神饱满，动作到位，指导重点。

2、带操老师以饱满热情调动幼儿情绪，提醒幼儿不乱动地上
的器械。

3、注意观察幼儿，随时提醒

幼儿保持队伍，纠正个别幼儿动作。

认识声音科学大班教案及反思篇三

寻找声音设计意图：声音无所不在，无所不有。对大班幼儿
来说，声音是熟悉的，但对于声音是怎样产生的却又是陌生
的，另一方面，随着幼儿年龄增长声音也越来越大，有的甚
至喜欢故意大声尖叫。为了培养幼儿大胆探索、积极尝试的
学习态度和思维的灵活性及动手操作能力，学会分辨什么样
的声音是好听的，什么样的声音是噪音，培养良好的说话的
习惯。让幼儿能在轻轻松松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和提高，成为
活动中真正的主人，我设计了这个尝试性、操作性、探索性
都比较强的科学学习活动。

一、通过本次活动，让幼儿了解声音是怎样产生的，知道不



同材料的物体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

二、学会分辨什么样的声音是好听的，什么样的声音是噪音，
培养良好的说话的习惯。

三、通过各种尝试活动和操作活动，激发幼儿对周围世界的
探索兴趣。

1、小鼓、小铃、盘子、碗、小勺子、各种瓶子、空的盒子、
米、豆子等若干。

2、录有声音的磁带一盒，录音机一台。

1、通过游戏，激发幼儿对声音的兴趣。教师请四名幼儿事先
藏起来，分别对大家说一句话，请大家猜猜是谁在说话。教
师提问：你是怎样知道的'？（引导幼儿感知，每个人说话的
声音都有自己的特点。）教师提问：你是用什么发出声音的？
（引导通过各种方法：摸、发声看让幼儿认识身体的发声器
官——喉。并且知道人是通过喉的震动发出声音的。）

2、让幼儿自由探索，通过碰、打、敲等方法让各种物体发出
声音，知道物品发出声音是由多样物品碰撞发出来的。

3、让幼儿通过实验，知道声音的产生必须是多样物品碰撞后
产生震动发出声音。情境表演：大米（由老师扮演）：“小
朋友们我是大米，我可是个舞蹈家。你们想不想看我跳舞
啊？”将红米放在鼓面上，用鼓棍敲击鼓面可以看到鼓面上
的红米在跳动。提问：小朋友们，大米是个舞蹈家，她是怎
样在舞台上跳舞的？（引导幼儿感知大米的跳动是因为鼓棍
敲击鼓面使得鼓面震动才让大米跳起来的。）

实验3：让锣、拨、钢琴、鼓等乐器发出声音后马上阻止震动，
发现震动消失声音也消失了。使幼儿知道声音是通过震动产
生的。



1、让幼儿尝试让所有的物品发出声音。

2、引导幼儿交流自己的操作及发现。

3、让幼儿通过进一步自由探索，知道不同材料的物体可以发
出不同的声音。

1、教师播放两段录音，请幼儿听一听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2、学会分辨什么样的声音是好听的，什么样的声音是噪音，
教育幼儿在活动中轻轻地说话，避免产生噪音，养成良好的
说话的习惯。

教师和幼儿一起用自制的会发出声音的物品配上音乐表演。

认识声音科学大班教案及反思篇四

1)以每个小组为单位，每组有一个负责的组长，把组员观察
发现到的问题和讨论的结果记录下来，可用图来表示。每个
组的成员要积极的动脑筋找答案，配合组长。

2)用验法来摸一摸、做一做、听一听、想一想，找一找声音
到底是怎样产生的，什么样的物体可以发声。并把它们记录
下来。

3、大家交流自己探索发现到的结果，找到的答案。

小结：小朋友们说了那么多，其实啊，声音是物体通过震动
而产生的，我们如果不去敲打它，不去碰它，物体自己在那
是不能发出声音的。知道了这个原理以后，我们可以再去试
试哪些物体可以发出好听的声音，也叫乐音;哪些物体发出来
的声音很刺耳，让人听了很不舒服，这叫做噪音。

4、活动可以继续延伸，让幼儿带着问题去进一步探索，让幼



儿对声音产生浓厚的兴趣。

认识声音科学大班教案及反思篇五

1、知道水的用途，了解水在中的重要性。

2、通过动手操作知道水的特点:无色、透明、无味、流动。

3、培养幼儿节约用水的良好习惯。

每个幼儿装有水的杯子三个，各种调料味，碗，奶粉，水的
图片，吸水布。

1.播放水流的声音，引导幼儿猜是什么发出的声音，并说说
水都有什么用途。

师：刚才我们听到了一种声音，那小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发出
的声音吗？

师：（总结）水可以用来洗衣服，做饭，洗漱，刷牙，拖地
板，水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好朋友。

2.认识水的特点：无色，无味，透明，流动。

师：小朋友都知道了水有许多的用处，那你们知道水的特点
吗？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许多杯水，让你们看看水，闻闻
水、尝尝水，通过自己的操作认识了解水的特点。(操作前教
师说好操作要求）

师：刚才小朋友看了也说了，杯子是没颜色的，现在请小朋
友看看老师这里，老师往里面加了什么，水变成了什么颜色
（师往一杯加入奶粉）小朋友看到了什么？（加了奶粉变成
了白色）。



师：通过刚才的观察小朋友能告诉老师一杯没有加入任何东
西的水是什么颜色的呢（引导幼儿说出水是无色的）

师：水本来是没有颜色的，这就是水的第一个特点——无色。

师：请小朋友们拿起你们桌上的小棒把它们分别放入两个杯
子里，仔细观察小棒的变化。

师：朋友们已经观察到了没颜色的那一杯水看得很清楚，有
颜色那一杯水看不清楚，甚至是看不到，那么没加任何东西
的水就是透明的，这就是水的第二个特点——透明。

师：现在老师请每个小朋友在桌上端杯水，请小朋友先闻一
闻水有没有气味，然后再尝尝水是什么味道的？（请幼儿上
来品尝并说出是什么味道的）

师：刚才小朋友说了它们是没味道的，那你们想不想喝味道
不一样的水？

师：那下面的小朋友仔细的看清楚老师往里面加了什么东西
才使它们的味道发生变化的？（分小组加盐、红糖、醋）

（师操作）

师：小朋友看到了什么？

师：水从杯子里流出来了，那你知道水为什么从杯子里流出
来呢？而另一杯没流出来呢？（幼儿回答）

师：刚才小朋友说了，杯子里面装满了水就会流出来，就像
小朋友喝水就必须用杯子盛住，要不然水就会流出来，这就
是水的第四个特点——会流动。

师：通过刚才的观察与实验我们知道里水了的特点，那小朋
友还记得水有哪些特点吗？（引导说出无色，透明，无味，



流动）

幼：

师：小朋友说了很多，在老师这里有几张图片，请小朋友仔
细观看，你看到了什么？

师：小鱼死了，庄稼枯萎了，叔叔阿姨在排队接水，那你知
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幼儿讨论怎样节约用水）

师：小朋友说出了很多的节约用水的方法，洗完手关紧水龙
头，洗手不让水洒满地，妈妈淘米完的水，还可以的浇花，
等等。那么就请小朋友从今天开始做个节约小卫士吧！

认识声音科学大班教案及反思篇六

对幼儿来说，五颜六色的豆子有时是神奇的种子，有时是有
趣的美工材料，有时是营养丰富的食物。豆子具有植物蛋白
之王的美称，豆制品品种多样、口味独特、营养丰富， 是幼
儿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食品。本活动的重点是引导幼儿发
现豆子与豆制品的关系、了解其营养价值和简单的制作方式。
活动中，教师应为幼儿提供宽松、支持的环境，萌发幼儿对
豆制品的兴趣，鼓励幼儿主动了解豆子的营养价值，积极探
索自制豆浆的方法，发现豆制品与豆类的关系，感受其作用
和价值。

【活动目标】

1.了解、认识各种豆制品，知道豆类有丰富的营养。

2.能大胆表述豆类的特征及主要用途，与同伴合作制作豆浆。



3.喜欢吃各种各样的豆类食品。

4.培养幼儿观察能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5.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活动准备】

1.黄豆、红豆、绿豆、黑豆等各种豆子每组 1 盘。

2.布置豆类食物自助餐环境：豆沙馅、豆腐、豆腐乳、绿豆
饼等装盘，小盘、小又与幼儿人数相同。

3.泡好的豆子、豆浆机、纸杯若干。

【活动建议】

交流过程中，引导幼儿围绕豆子的.名称、颜色、形状、食用
方法、营养等方面进行介绍。

小结：豆子的种类很多，有黄豆、红豆、绿豆、黑豆等，它
们的大小、颜色、

形状不同，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有助于我们健康成长。

2.品尝各种豆制品，了解豆子与豆类食品之间的关系。

(1)请幼儿品尝豆制品，说说食品的味道，讨论其制作原料。

提问：你知道这些食物的名字吗?尝尝是用什么豆子做出来
的?

小结：豆沙是用红豆做成的，豆腐干、豆腐乳是用黄豆做成
的，绿豆糕是用绿豆做成的。这些食品有个共同的名字叫豆
制品。



(2)引导幼儿结合已有经验说说还吃过哪些豆制品、是用什么
豆子做的以及对身体有哪些好处。

3.制作、品尝豆浆，激发对豆类食品的兴。

(1)出示豆家，请幼儿猜一猜制作原料并说一说制作方法。

(2)引导幼儿分工合作制作豆浆。

(3)师生共同分享自制豆浆。

认识声音科学大班教案及反思篇七

让幼儿初步感知空气的特性：看不见、摸不着；到处都有；
空气能流动。

透明塑料袋若干个、积木玩具、每人一组图标和一张记录卡、
铅笔、牙签、小棍等。

一、出示塑料袋，引出空气，空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1、今天，老师给小朋友请来了一些小客人(出示塑料袋)，提
问：它有什么用呀?(装东西用)

2、老师演示用袋子装苹果或玩具，让幼儿说出瘪袋子变鼓，
并透过袋子可以看到里面装的东西是什么。

3、老师变魔术：不装东西，也能让袋子变鼓(装空气，不要
让幼儿看见)

4、幼儿尝试变魔术：不装东西，让袋子变鼓。提问：什么原
因?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引出"空气"这个概念)

二、幼儿用塑料袋捉空气，证明空气到处都有。



1、幼儿在教室里捉到了空气，猜一猜，在幼儿园什么地方还
有空气，你能捉住它吗。

幼儿边说，教师边展示图标贴在黑板上。(如果幼儿说园以外
地方，教师可引导幼儿下次去那些地方试试)

2、幼儿拿着袋子去图标所代表的地方去捉空气，捉到后把图
标贴在记录纸上，从而验证空气到处都有。

3、幼儿按图标逐一实验后，把幼儿的记录卡展示在黑板上，
进行小结。

这个空气朋友真淘气，它到处都藏，可是小朋友们可聪明了，
把它们从水房、厕所、楼道……都找出来了，空气到处都有，
有的小朋友还说在公园里，在家里等许多地方都有空气，那
小朋友回家以后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把空
气朋友找到。

三、证明空气是流动的。

我们的好朋友空气说："小朋友真聪明，我藏哪你们都能把我
找到，你们把我装在袋子里，我可闷得慌了，我想出去亲亲
你们的'小脸蛋，还想和你们做游戏。小朋友想想，你们不把
袋子口打开，怎样才能让我(空气)流出来亲亲你们呀?"(让幼
儿先猜用什么办法)

提示：用准备好的牙签、铅笔、小棍等帮忙，在袋子上扎个
眼，然后把眼对准脸，就可以感觉到空气流出来了。

四、联系生活

1、在生活中，小朋友见过什么东西开始是瘪的，后来充上空
气，就变鼓了?(皮球、充气玩具、轮胎等)



2、教师给瘪皮球打气。

3、幼儿到户外玩吹气球的游戏。

这次活动的内容实际是很抽象的，如何能让幼儿理解是个难
点。根据幼儿年龄的特点，我设计了一个以幼儿动手操作为
核心的活动过程。让幼儿在玩中学，在一个轻松快乐的氛围
中，感知了空气的特点及作用。利用幼儿的好奇心引起他们
的学习兴趣，并且达到了预期目标，效果非常好，甚至超过
了预期效果。幼儿既体验了实验成功时的快乐，也增强了自
信心。同时也培养了幼儿的观察力及动手操作的能力。

认识声音科学大班教案及反思篇八

1、感知了解蚯蚓的部分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

2、学习用简单的方法探究蚯蚓，并能将结果记录与交流。

3、产生对蚯蚓的进一步探索欲望，知道要保护蚯蚓，形成初
步的环保意识。

蚯蚓若干条，实验用品（尺、放大镜、玻璃板、盆子、泥土
等）

一、引题

昨天晚上，我听到窗台上两盆化在聊天：

一盆说：我盆里的泥土太硬了；紧紧的裹着我的根部，我吸
收营养都困难。你看，我都快枯萎了。

另一盆说：我盆里的泥土松松，软软的，我可以尽情的吸收
养分。你看，我长得多茂盛。



为什么两盆泥土会不一样呢？这里面有什么秘密？

（倒出来看看）

原来是小蚯蚓在帮花儿松土，花儿才长得茂盛，葱绿。那我
们帮花儿谢谢小蚯蚓。

二、幼儿自主探究，实验并记录

1、小蚯蚓长是得什么样子的？请你仔细的看一看、摸一摸，
观察一下。每人用盒子拿一条蚯蚓去研究研究。（为幼儿提
供放大镜和透明的小盒）

交流结果：小蚯蚓长得是什么样的？

蚯蚓是环节动物，细细长长的.，没有眼睛、鼻子和耳朵。身
上有许多水分，摸上去湿湿的。头部有环带。

2、小蚯蚓是怎么运动的呢？用动作学学。摸摸它的腹部。

一伸一缩 蠕动 腹部有刚毛。蚯蚓借助刚毛爬行。

3、小蚯蚓还有什么秘密呢？它到底有多长？蚯蚓在地上会爬，
它在玻璃、纸上上会爬吗？哪里爬得快？它喜欢什么环境是
干干的还是潮湿的？它为什么总是躲在泥土里？他喜欢光吗？
我们来做几个实验研究研究。（出示表格）讲解操作方法与
要求。

实验一：提供尺量。

实验二：提供玻璃和马粪纸。

实验三：提供手电和纸盒

实验四：提供软硬不同的泥土



另外： 提供笔记录

蚯蚓有不同的长度；蚯蚓在玻璃上、纸上也会爬，蚯蚓蚯蚓
没有眼睛，但是他可以感受到有光。他喜欢生活在潮湿的泥
土中。

三、拓展研究

我们发现了蚯蚓的这么多秘密，你还知道蚯蚓的什么秘密？

蚯蚓的粪是宝贝，可以养鸡、鸭、鱼等。

蚯蚓是中药，叫地龙。

蚯蚓还是一种菜，营养很好。

现在有一些人养蚯蚓。

（出示信）200x年中国要举行奥运会，要请小蚯蚓来帮忙，这
是为什么呢？

蚯蚓会处理垃圾。

小小蚯蚓真能干，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四、延伸活动：

1、有一条蚯蚓受伤了，我们把它养在教室里，看看它会好吗？
会有什么变化。

2、把蚯蚓送回家，

认识声音科学大班教案及反思篇九

2、根据自己的已有经验去探索发现“声音是怎样产生的”。



试着总结出“声音是通过物体的震动而产生的”这一理论。

3、幼儿能积极的参与活动，参与小组和同伴的讨论，阐明自
己的观点。

4、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5、发展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