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科学活动会变的月亮 大班科学
教案会变的月亮(优秀8篇)

编辑是一项艺术和技巧并重的工作，需要不断地进行实践和
探索，以不断追求更高的编辑境界。编辑需要不断学习和更
新知识，下面是一些拓展编辑知识领域的方法和途径。下面
是一些经过精心编辑和修改过的文章片段，欢迎大家品味和
批评指正。

大班科学活动会变的月亮篇一

1.了解月亮变化的规律。

2.知道月亮变化的顺序。

3.初步对天文知识产生兴趣。

1.活动重点：幼儿初步掌握月亮变化的规律。

2.活动难点：正确掌握月亮变化的顺序。

月亮变化的图片，视频《月相变化》，一则关于月亮的谜语。

几张实拍月亮的照片。

（一）导入部分

1.通过猜谜语，引起幼儿的兴趣。

师：小朋友们，今天老师要跟大家猜个谜语，你们想听听吗？

幼：想听。

师：那小朋友们要仔细听哦。有时圆圆像个盘子，有时弯弯



像只船。

要问这个是什么？晚上抬头向天看。

师：小朋友们仔细想一想，晚上会在天空中出现的，是什么？
幼：是月亮。

师：那小朋友们想一想，你们平时看见的月亮是什么样子的？

幼：有时圆圆的，有时弯弯的。

教师小结：通过猜谜语，引发幼儿对本次活动的兴趣。教师
让幼儿回忆平时看到的月亮，激发幼儿的思考与探讨，寓教
育与生活。

（二）基本过程

1.展示照片，让幼儿说出自己看见的月亮形状。

师：那有小朋友能给我们展示一下自己晚上看见的月亮吗？

（教师请幼儿展示照片）

师：请小朋友们仔细看看小伙伴展示的月亮是什么形状的。

幼：好。

（幼儿自由发言）

师：那为什么我们每次看见的月亮都不一样呢？你们知道月
亮是怎样变化的吗？

幼：不知道。

2.通过观察，让幼儿发现月亮的变化过程。



幼：好。

（教师播放视频《月相变化》）

师：小朋友们，看完了视频，你们知道月亮是怎样变化的吗？

幼：先从弯弯的变成圆圆的，在变成弯弯的。

师：对，小朋友们观察的真仔细，但是你们知道月亮为什么
会变化吗？

幼：不知道。

3.教师给幼儿简单的讲解月亮变化的原理。

师：那老师今天就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因为月亮本身不会
发光，

是太阳将光照射在月亮身上，但有的时候地球会挡住太阳照
在

月亮上的光。因此我们每次看见的月亮都不一样。

教师小结：刚开始时，幼儿对月亮的变化过程很陌生。但是
经过教师的讲解之后，初步了解了月亮变化的过程，并开始
对变化的过程产生兴趣。

（三）结束部分

1.通过排序，加强对月亮变化过程的认知。

幼：好。

师：在排序的过程中，如果有小朋友不会，一定要举手，向
老师提问哦。



师：老师看见小朋友们都能正确的排好序，小朋友们真棒。
给自己比个心，好不好？

幼：好。

教师小结：教师请幼儿排序，加深幼儿对于月亮变化过程的
了解。在排序过程中，还是有孩子不能正确的进行排序，教
师应多对此类孩子加以指导。

（四）活动延伸

师：小朋友们今天表现的都很棒，很多小朋友都能正确的排
序。老

师想请小朋友们回家收集两句关于月亮的诗句，下次活动时
与

老师和小伙伴们分享。好不好？

幼：好。

《会变的月亮》是一个比较有科学性的活动，适合大班幼儿
年龄段的教学活动，在活动中，教师应尊重幼儿的主题地位，
引导幼儿去观察和发现。针对活动中出现的问题，教师也要
及时的纠正和指导幼儿。在活动结束后，我认为以后还可以
进行一些新的活动，拓宽幼儿的知识面和想象力。

大班科学活动会变的月亮篇二

活动目标：

1、产生对颜色的兴趣。

2、通过颜色的变化，能仔细地观察实验。



3、通过探索懂得颜色的混合可以变成另外一种颜色。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活动准备：

1、桔子、茄子、白菜头饰各8个。

2、红、黄、蓝颜料，透明口杯，红、黄、蓝、橙、紫、绿色
卡片若干。

3、棉签若干，调色盘，分别装有桔子、茄子、白菜图片篮
子3个。

4、儿童音乐一首。

活动过程：

一、教师导入活动，引起幼儿兴趣。

1、教师介绍今天来参加活动的成员，引出桔子宝宝，白菜宝
宝，茄子宝宝，并让幼儿说出它们的颜色。

2、以小熊敲门送礼物引出红、黄、蓝、三种颜料，并让幼儿
说出颜色。

二、教师边操作实验边讲解，让幼儿观察颜色变化。

今天，老师要当个魔术师，变个魔术给你们看看，请你们仔
细观察好吗？

1、将红色颜料和黄色颜料倒入一个空口杯中，轻轻摇一摇，
变成了什么颜色？（桔黄）



2、用同样的办法变出绿色、紫色。

并记录如下：黄+蓝=绿色红+蓝=紫色

三、交代实验要求，请个别幼儿操作，教师指导。

刚才老师变了魔术，现在请小朋友们来当魔术师，自己来变
魔术好不好？

1、分别请一个桔子宝宝，白菜宝宝、茄子宝宝来变魔术，逐
个变出桔黄色、绿色和紫色。

2、让每组幼儿颜色卡片在桌上操作实验结果。

3、教师小结，简评。

延伸活动：

刚才老师和小朋友都当了魔术师，小熊也想当魔术师，我们
来看看小熊要变什么呢？

1、小熊逐个变出一篮子桔子、白菜和茄子，其中一部分没涂
颜色，需要小朋友来帮忙。

2、让小朋友们用自己变出的颜色，边听音乐边用棉签给没上
颜色的桔子、白菜和茄子，涂上漂亮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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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是孩子们感兴趣的，是生活中可以见到的，鉴于孩子们
的这种生活经验我参阅了很多这方面的课案及常识，并根据
《会变的月亮》原教案调整设计了适合于大班孩子的综合活
动过程，从谜语导入，让月亮的“变”更加神秘，并拟人化
月亮，让本来抽象的科学活动在探索、故事化的游戏中更加
有趣，更加易于孩子理解。

（一）理解故事，初步了解月亮盈亏变化的规律。

（二）愿意倾听并进行讲述，能简单地记录月亮外形的变化。

（三）萌发幼儿对月亮变化的好奇心和观察兴趣。

ppt一份

（一）猜谜语导入活动

1.谜语:缺时一道小弯弯，圆时一个大玉盘，白天躲藏夜晚现，
洒下光辉照人间。

3.你们看过月亮吗？在那里见过呢？(你见到的月亮待在哪
里？)

4.你看见的月亮是什么样子的？

（二）听故事并进行讨论



1.听故事

师：我发现你们看见的月亮都不一样的呢。有的像……有的
像……

我们如果送一件衣裳给月亮，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故事《月亮姑娘做衣裳》吧。

2.讨论月亮圆缺变化的原因。

月亮姑娘有没有穿上漂亮的新衣服？为什么没有穿上呢？过
了5天，裁缝师傅给月亮送衣服，月亮变成什么样子了？（像
弯弯的镰刀）

裁缝师傅又去重做衣服，5天后，月亮变成了什么样子？（像
弯弯的小船）又过了5天，月亮又长胖了，变成了什么样子？
（像圆圆的大银盘子）

月亮姑娘是怎样变化的呢？引导幼儿回答出顺序(如果幼儿很
快能回答出来则强调语言规范，先……然后……最后)

3.小结:难怪裁缝做的衣服总是不合身，原来是因为月亮姑娘
每天都在不停的变化。

4.教师引导幼儿讨论月亮为什么会有圆缺的变化，鼓励幼儿
大胆讲述自己的理解。

5.教师小结：月亮本身不会发光，他发出的光来自于对太阳
光的反射。月亮有变化是因为地球挡住了太阳反射到月亮上
的光线。

（三）结束活动

师：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认识月亮姑娘了吗？喜欢月亮姑娘



吗？

想和她做朋友吗？那就先从观察月亮开始吧。

讨论遇到阴天，看不到月亮的时候，如何记录？

大班科学活动会变的月亮篇四

1.通过倾听故事及观看月相变化图，初步了解月亮的变化规
律。

2.尝试运用语言、动作及绘画的形式表现自己对月亮变化的
理解。

3.对生活中的自然现象感兴趣，能关注月亮的变化。

1.教学挂图，学习dvd

2.动态教具

3.课件

4.幼儿用书、铅笔人手一份

1.导入，教师根据幼儿已学的美术活动中《月亮姐姐》，进
行经验的迁移

师：上星期的美术课中，我们学习画了一个美丽的小姐姐，
我要看看哪位小朋友能想起来，她是谁？老师给你们一个提
示：她长了一对美丽的翅膀。

2.倾听故事《月亮姐姐做衣裳》，激发幼儿了解月亮变化的
愿望



（1）师：为什么月亮姑娘做的衣裳总是不合身呢？（激发幼
儿发现月亮在不停的变化）

（2）教师引导幼儿迁移已有生活经验，交流自己看到的月亮
形状。

师：你见过的什么样的月亮？像什么？（鼓励幼儿用语言和
行动进行表达，教师在黑板上记录幼儿所讲月相）

（3）播放《月亮姐姐做衣裳》的动画，引导幼儿初步感受月
亮的变化规律。

3.简要解释月亮姑娘变化的原因，使幼儿产生科学探索的兴
趣

（1）师：小朋友们现在都知道，月亮姐姐每天都在变化，那
小朋友们知道"月亮姐姐"为什么变化？请你们大胆地猜一猜，
然后告诉老师。

（2）播放图片，使幼儿初步感知月亮姑娘的变化是因为地球
影子的投射

4.教师出示教学挂图，幼儿理解图片所表达的意思，了解月
亮变化的规律

（1）师：月亮姐姐聪明不聪明啊？那老师现在就来考一考我
们班的小朋友，看看小朋友比不比月亮姐姐聪明。

（2）观看教学挂图，幼儿理解图片所表达的意思。

（3）教师出示动态教具，请幼儿总结月亮变化规律

引导幼儿说出随着时间的变化，月亮每个月开始的时候变成
细细的月牙，到了每月十五就变成了大圆盘，到了月底的时
候又慢慢变回了月牙的形状。



5.幼儿根据月亮变化规律进行填图游戏

（请幼儿在幼儿用书中添画出来）

大班科学活动会变的月亮篇五

教学目标：

1.能积极探索影子的奥秘，感知太阳光对形成影子的作用，
获取有关影子形成的具体经验。

2.能与同伴合作玩手影的游戏，提高观察力以及想象力。

3.在影子游戏中，增强对科学活动的探究欲。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教学准备：

1.对自己的身体感兴趣，乐意观察自己的身体;在户外活动中
玩过“踩影子”的游戏。

2.选择有太阳的天气，在户外进行。

重点难点：

太阳光对影子形成的作用。

教学方法：

游戏法、观察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部分。

1.游戏“找影子”，激发幼儿对影子的兴趣。

师：“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很好玩的谜语，想不想来
听一听呀?”

师：“有一个好朋友，一直跟着你，身体黑又黑，跟你不分
手，你走他也走，你停它也停。这个好朋友是谁呀?”

师：“你的影子朋友在哪里呢?”

2.带领幼儿到户外有阳光的地方找影子。

师：“你们找到自己的影子了吗?它在哪里啊?”

1.幼儿根据教师的谜语，猜测谜底。

幼：“想。”

幼：“宠物。”

幼：“灰尘。”

幼：“影子。”

2.幼儿感受影子的存在。

幼：“找到了。”

幼：“它在我的后面。”

幼：“它在我旁边。”

幼：“它在我前面。”



由于大班的幼儿对于谜语这种形式都比较喜欢，因此以谜语
的形式导入，一下子就激发起幼儿活动的兴趣，调动了幼儿
的积极性，为下面的活动做一个铺垫。

接下去通过教师的提问“那你的影子朋友在哪里呢?”顺理成
章地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将幼儿带领到太阳底下找影子。

二、开展游戏“踩影子”，巩固幼儿对影子的认识。

师：“我们来玩一个‘踩影子’的游戏，想玩吗?”

师：“记住，在跑得时候注意避开其他小朋友，不要碰撞在
一起，保护好自己。”

师：“这个游戏好玩吗?你踩到谁的影子了?”

师：“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发现了什么?”进行游戏“踩
影子”，知道自己动的时候影子也会跟着动。

幼：“想。”

幼：“记住了。”

幼：“我踩到了她的影子。”

幼：“我发现我踩住一个人的影子，但是如果他走了之后，
影子也会跟着她走。”教师通过“踩影子”的游戏，让幼儿
观察自己影子的变化，因而出现了各种不同造型的影子，增
添了活动的趣味性。幼儿也能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大胆地
做出回答，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幼儿的积极性。

三、通过“藏影子”游戏，了解影子形成的奥秘。

1.游戏“藏影子”。



师：“刚刚我们玩了‘踩影子’的游戏，现在请你们来玩一个
‘藏影子’的游戏，想一想怎么才能把自己的影子藏起来，
不被别人踩到呢?试试看。”

师：“你有什么好办法把你的影子藏起来或者把你的影子变
没了呢?来试试看吧!”

2.引导幼儿藏影子。

师：“游戏好玩吗?你是怎么把影子藏起来的?”

师小结：在阳光找不到的地方，在大的影子(如树、楼房等)
底下，自己的'影子就没了。

3.幼儿猜测讨论。

师：“那哪些地方会有影子呢?为什么有影子?”

师小结：因为物体挡住了阳光就有影子了。幼儿游戏“藏影
子”，知道藏影子的办法。

幼：“想。”

幼：“跑到班级里去。”

幼：“跑到树下面。”

幼：“跑到大的影子下面藏起来。”

幼：“因为那里有太阳，太阳照着我们，我们就有影子
了。”本环节引导幼儿在找到影子之后又去“藏影子”，充
分激发了幼儿的探究欲，通过游戏引导幼儿主动地探索影子
的奥秘，循序渐进，层层深入，为幼儿创设了一个宽松、活
跃、愉快的环境，让幼儿在这之中，体验活动带来的乐趣。
同时根据自己的猜测，通过实践，自己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增强幼儿的自信心，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探究欲。四、合
作玩手影游戏。

教师示范手影，请幼儿猜猜这是什么。

师：“影子还会跟我们玩游戏呢，看老师的手变一变变成什
么了呀?”

师：“你们也用小手变一变，看看你的小手会变成什么?”

师：“书上还有好多好多的手影游戏，请你们学会了，表演
给其他的小朋友看好吗?”幼儿与教师、同伴一起玩手影游戏，
知道影子可以变成不同的形状。

幼：“变成了老鹰。”

幼：“变成了小狗。”

幼：“她变成了小兔子。”

幼：“好，我要变一只老虎出来。”本环节根据幼儿对影子
朋友的认识，知道影子还可以变出好多不同的形状。通过老
师的示范，引起幼儿对探索研究各种其他小动物的兴趣，帮
助幼儿进一步了解影子的奥秘，也增添了活动的趣味性。

教学反思：

本周由于天气的原因，没有太阳，因此我们的教学活动只能
在室内进行。本次活动原本要是感知太阳光对形成影子的作
用，主要通过“踩影子”和“藏影子”的游戏直接帮助幼儿
进行有关影子形成的具体经验的获取。因为没有阳光，教师
只能利用幼儿已有的经验来展开讨论，孩子们对影子还是有
一定的认识的，对于教师提出的两个游戏也是跃跃欲试。但
对于如何藏影子，因没有亲身的尝试，显得有些纠结。之后



进行的手影游戏介绍时，许多幼儿都看着图片跟着一起做，
一会小兔子、一会老鹰的，显然幼儿对于这种自然形成的现
象，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对没能玩到“踩影子”和“藏影
子”的游戏，还是有点遗憾的，争取在下次有阳光的是时候，
带着他们去操场玩一回，让他们感受一下影子的奥秘。

大班科学活动会变的月亮篇六

1、认识月亮形状变化的规律，知道自然接种的事物会发生变
化。

2、对事物有好奇心，愿意去发现自然界中的变化。

3、能积极地与同伴交流自己的发现，激发进一步探索事物变
化的愿望。

4、能大胆进行实践活动，并用完整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

1、布置简单星空，在卡纸中剪开一个弧形口子，再用黄色卡
纸剪成圆形的月亮

一、我眼中的月亮

1、天黑下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月亮高高地挂在控制。你看
到过的月亮是什么样子的？

2、幼儿根据已有经验，说说自己看到的月亮。

二、会变的月亮

1、月亮在天空中的样子不是一直不变的，它每一天的形状都
会有所不同。有时候月亮是圆的，有时候月亮石一个弯弯的
月亮。



2、教师出示制作好的"星空"，然后逐渐抽拉出黄圆月，使"
月亮"呈现不同的形状。

3、教师和幼儿一同翻看幼儿活动材料p16，观察月亮形状的变
化过程，引导幼儿发现月亮变化的规律：月初的时候它是弯
弯的，窄窄的，之后会慢慢变园，成为满月，等完全变园之
后，它又会慢慢变弯、变窄。

三、幸福浪漫的夜晚

1，在月光下，人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2、月亮柔和的光照亮夜晚的小路，和爸爸妈妈在月光下散散
步、赏赏月，是一件既幸福又浪漫的事情。

3、每年的中秋节是月亮最圆的时候，说说中秋节我们可以干
什么。（与亲人团聚、吃月饼、赏月等）

四、星空与明月

1、幼儿4-5人一组合作，在一张大纸上用深浅不同的蓝色、
黄色和黑色颜料绘画"星空"，大胆表现夜晚星空的梦幻色彩。

2、教师将幼儿合作绘画的"星空"悬挂在教室内。

大班科学活动会变的月亮篇七

会变的云(大班)

活动目标：

1、通过各种活动帮助理解秋季的风儿使云彩千变万化，感受
散文诗的语言美和意境美。



2、能讲述、表现云彩的多变。

3、发展想象和语言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2、收集各种云彩图片、照片，并布置成“云彩世界”

3、棉花、兰色的纸、白颜料、画笔、幻灯、音乐

活动过程：

1、通过生动的语言，激发幼儿的兴趣

小朋友们，今天，老师带你们到一个好玩有趣的“云彩世
界”，到了那里，如果你们多看、多想、多说，你们会变的
更聪明、更厉害。

2、引导幼儿参观云彩世界

幼儿自由观察图片中、相片中的云彩像什么？云彩有趣吗？
为什么有趣？

3、探索使云彩变化的秘密

为什么云彩会变？是谁让云彩会变？

『设想：让幼儿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和教师的启发，探索
出使云彩变化的是风。』

4、请幼儿做能干的风，玩“会变的云彩”游戏，让幼儿亲身
体验，扩展思维。

【1】分组活动



（1）幼儿用棉花制作不同的云彩

（2）将想象的云彩画出来

（3）将白色的颜料泼在兰色的纸上，用嘴吹，将想象的风儿
把云彩变出各种有趣的东西。

【2】集体交流

文档为doc格式

大班科学活动会变的月亮篇八

知识与技能：

1、知道我们看到的月亮形状是发生变化的。

2、了解月亮运动的轨迹，知道月亮和太阳一样也是东升西落。

3、了解人类探索月球奥秘的历史。

4、了解观察月亮的工具——天文望远镜，知道天文望远镜的
使用方法。

过程与方法：

通过小组合作，动手操作使用天文望远镜观察物体，认知月
亮变化的基本形状。

情感态度价值观：

能从使用天文望远镜观察物体，认知月亮形状变化的活动中
体验科学探究的乐趣，激发学习科学的兴趣。

重点：了解人类探索月球奥秘的历史及月亮运动的轨迹。



难点：知道天文望远镜的使用方法，学会天文使用望远镜。

ppt课件、月相盒、简易天文望远镜。

预习要求：

1、观察天空中的月亮，知道月亮的形状是变化的。、

2、收集资料，了解人类探索月球奥秘的历史。

一课时。

一、猜谜激趣，聚焦月亮

1、猜谜：明又明，亮又亮，一团火球挂天上。（太阳）

夜晚皎洁一盏灯，时而弯来时而圆。（月亮）

同学们，对月亮有什么认识吗？（交流）同学们竟然对月亮
有这么多的认识，很棒！那今天这节课就来进一步来研究一
下月亮，学习月亮的知识。

2、板书课题：

5、看月亮

3、学生齐读课题。

二、月亮的形状。

1、同学们看过月亮吗？你们看过的月亮是什么形状的？请你
们拿出自己手中的笔来画一画，画出你们看到的月亮。

2、学生画出自己记忆中的月亮。



3、展示学生画出的月亮。

4、出示一个月的月相图，引导学生观察，从而明白，月亮的
形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会发生变化的，从月牙，变成半
圆，再变成圆，然后又变成半圆，变成月牙。

三、研究月亮的运动。

1、月亮在天上是怎么运动的呢？也是跟太阳一样，早上从东
方升起，晚上从西边落下。

2、学生讨论交流并回答问题。

3、教师小结：我们现在看到的月亮，差不多就是东升西落，
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实际上，月亮作为地球的卫星，除
了绕地球公转，本身也在自转。

四、人类探索月亮奥秘的历程。

1、月亮上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在望远镜发明之前，古人遥
望月亮，却没有办法登上月球去一探究竟，只能想象月亮上
的景色。

2、出示嫦娥奔月图和古希腊月亮女神的图片，引导学生观察，
了解这两个神话故事人物。

在中国人的想象中，月亮上住着嫦娥仙子。她带着一只玉兔，
住在月亮的，寒宫里。月亮上有一棵桂花树，吴刚每天都在
那砍那棵桂花树。这就是故事《嫦娥奔月》，与之相连的故
事就是《后奔射日》。

在西方人的想象里，月亮上有一个女神，人称月亮女神，她
的名字叫阿尔武弥斯。阿尔武弥斯是宙斯和勒托之女，阿波
罗的孪生姐姐，是希腊神话狩猎女神，为奥林匹斯十二主神



之一。

3、望远镜发明之后，人们凭借望远镜，终于看清了月亮的样
子。

4、出示图片一，引导学生观察。

教师相机介绍：一百多年前，伽利略第一次用望远镜观察了
月亮，这幅图片上画的人物就是伽利略，他正在用一架天文
望远镜，观察月亮，而旁边的这幅小图就是伽利略在望天文
望远镜里面看到的月亮的样子。

5、出示图片二，引导学生观察

讲解：这是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时的情景。请同学们读一读
旁边的这段文字。

6、学生自由朗读旁边的这段文字，了解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
的情景。教师介绍：1969年7月21日，格林尼治时间12：56，
美国宇航员姆斯特朗走出阿波罗11号的登月舱，终于在月球
上印下人类的第一个脚印，迈出了人类巨大的一步，至此，
人类探索太空的历程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国到目前为止，仍
然没有能够登上月球。但是我国的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相
信在不远的将来，我国也可以登上月球。

五、研究望远镜。

1、在天文学上，天文望远镜是必不可少的。天文望远镜是观
测天体的'重要工具，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望远镜的诞生
和发展，就没有现代天文学它对于人类观察宇宙起了很重要
的作用。

2、出示简易的望远镜，引导学生观察。



3、教师介绍望远镜的结构以及作用。

（教师指着天文望远镜的部件相机介绍）天文望远镜上一般
有两只镜筒，大的是主镜，是观测目标所用的，小的叫寻星
镜，是寻找目标所用的，也叫瞄准镜。日镜是单独的个体，
是决定放大倍率的物品，日镜上都会有f值，这目镜的焦距。

4、望远镜的使用方法。

介绍望远镜的使用方法：第一步：对准观察物体。第二步：
调整望远镜筒身的长短，直到看清楚倒立的图像。

5、强调天文望远镜的使用要领：第一步：对准观察物体。第
二步：调整望远镜筒身的长短，直到看清楚倒立的图像，而
不是正像。要注意轻拿轻放。

6、学生练习使用简易望远镜观察物体。（教师巡视，了解学
生的观察情况，并做相应的指导）

7、全班交流自己的观测情况。

8、小结：用望远镜观察物体时候，要轻拿轻放，按照使用方
法正确操作，切忌急躁，以免损坏。

六、课堂总结。

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了《看月亮》，了解了月亮的形状是
发生变化的，指导了月亮和太阳一样，也是东升西落，并且
了解了人类探索月球奥秘的历史，还学会了使用天文望远镜。
下一节课，我们将会学习第六课《数星星》，请大家在课后
认真的预习。

月亮的不同形状（月相）运动轨迹：东升西落使天文望远镜
的发明及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