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科学的教案(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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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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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科学的教案篇一

1、通过探索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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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愿意用完整的语言讲述探索的结果。

3、发展听觉分辨能力，激发探索周围世界的兴趣。

1、 幼儿经验准备：请家长在家引导幼儿注意听辨生活中的
各种声音，如钟声、电铃声、喇叭声等。

2、物质准备：

（1）、每组桌面上分别放置小鼓、三角铁、木鱼、小铃、圆
舞板、铃鼓等各种乐器以及瓶盖等。

（2）、和幼儿一起收集纸盒、纸杯、线、牛皮筋、牛奶瓶等
物品。

（3）、录有各种悦耳及刺耳声音的磁带、录音机一台。

（1）自主玩耍桌面上的乐器，让幼儿了解乐器发出声音的方
法。

教师：今天来了很多小乐器，你们试一试，应该怎样演奏他
们呢？



请幼儿自由玩乐器，并探索使乐器发出声音的方法，可以敲、
摇、碰、拍、弹、晃等。

教师小结：乐器都可以发出声音，不同的乐器发出的声音不
同，发出声音的方法也不同。

（2）通过操作，了解声音产生的原因。

※、教师介绍小实验方法：将瓶盖放在小鼓上，边敲打小鼓
边让幼儿理解物体

因振动而发出声音。

※、幼儿自由地再次玩乐器，让幼儿进一步感受物体因振动
而发出声音。

※、了解人发出声音的原因。

教师：我们人站着不动，为什么会发出声音说话呢？

请小朋友用手摸自己喉咙，喊“啊——”。然后请幼儿说一
说有什么感觉 （引导幼儿感知声带的震动）。

师幼共同小结：不论什么东西，振动了才会发出声音，不动
它是不会发出声音的。

（1）请幼儿尝试让活动室里的物品发出声音。

（2）引导幼儿交流自己的操作及发现。

教师：小朋友，你刚才使什么物品发出了声音？用的什么方
法？鼓励幼儿大胆讲述他的探索以及探索结果。

（3）教师小结：生活中的物品都可以发出声音，发出声音的
方法是各种各样的。



（1）教师播放两段录音，请幼儿听一听，说一说，有什么不
同的感觉？

（2）教师小结：有好听的声音，有不好听的声音。好听的声
音叫音乐，大家都喜欢听。不好听的声音叫噪音，听多了会
有害人的健康。从中教育幼儿在游戏活动中说悄悄话，避免
产生噪音。

指导幼儿利用收集回来的物品来自制玩具，如纸盒琴、纸电
话、七音瓶等。然后玩一玩自己制作的乐器，体会声音的奇
妙。

大班科学的教案篇二

1、认识生活中常见的卡，初步了解卡的用途和我们生活的关
系。

2、观察、区别卡的异同点，提高幼儿比较判断的能力。活动
准备

2、场景的图片展示板（医院、卡拉ok、小区高楼、飞机场、
美容院）

3、2人一只彩笔、一张记录表（一栏记录卡的相同点、一栏
记录卡的不同点）活动过程

1、我们先来参观一下我们从家里带来的卡，和你的朋友说说
你认识的卡？

2、提问：（1）生活中的卡可真不少，哪一张是我们每天都
要用的呢？（接送卡）（2）我们每天都有人来接送，那还要
接送卡有什么用？（和幼儿共同回忆门卫伯伯检查接送卡的
情景，知道接送卡对小朋友的重要性。）（3）怎么让别人知
道你今天用过接受卡？老师和小朋友一起验证机器上的绿灯



是否亮了？一起数数亮灯的人数。（4）小结：是啊，有了接
收卡，不认识的人就不能随便进来，还能知道今天一共来了
几个人。接送卡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好好保护它，
可别丢失哦。

1、除了接送卡，生活中还有许多卡我们也经常在用。（出示
做过汉字标记的各种卡）

2、提问：（1）哪一张你也很喜欢的，为什么？（在幼儿讨
论后，让大家知道有了打折卡，付的钱就比原来少。在和孩
子的互动中，要鼓励幼儿大胆质疑、答疑。）（2）配对游戏：
出示5个场景图片：医院、卡拉ok、小区高楼、飞机场、美容
院，请把这5个地方可以用的卡找出来，放到图片中，看看找
得对吗？（3）幼儿操作，说说理由。（4）小结：原来我们
的身边有那么多的卡：银行卡、交通卡、会员卡、就诊卡、
手机充值卡、游戏卡……这些卡会带给我们方便、带给我们
优惠、带给我们安全，还能节约我们的时间。

1、提问：（1）图片上老师手上拿的是什么卡？（银行卡）
她到哪些地方用过这张银行卡，（百货、新华书店、华氏大
药房、可的超市、银行自动取款机）（2）小结：原来有的卡
除了在一个地方用，还可以在许多的地方使用，使用的地点
越多说明这张卡的作用就越大。（3）录像里的老师是怎么用
卡的？（在刷卡机上刷一下）所有的卡都是这样用的吗？
（有的是插进机器里、有的是对着机器照一下用的、有的要
输入密码。）（4）小结：原来卡使用的方法不都是一样的。

2、提问：（1）找个朋友一起去看一看、比一比、摸一摸，
这些卡还有哪些是不一样的，又有哪些是相似的？用你能看
懂的标记把你们找到的秘密记录在表上。（2）幼儿两两结伴
组合，观察比较，尝试记录。（3）幼儿交流，老师将幼儿发
现记录在大统计表上。



大班科学的教案篇三

知识目标：通过观察，知道光透过玻璃纸会发生变色的现象。

技能目标：尝试探索将玻璃纸重叠让光的颜色发生变化。

情感目标：体验灯光晚会带来的乐趣。

活动重点：知道光透过玻璃纸会发生变色的现象。

活动难点：在动手动脑中，尝试让光的颜色发生多种变化。

活动准备经验准备：幼儿有玩手电筒的经验。

1、大小能覆盖手电筒的红、黄、蓝的玻璃纸；

2、各种不透光的布、纸若干；

3、每人1支手电筒，橡皮筋若干。

1、不透光的活动室；

2、欢快的背景音乐和灯光效果视频一段。

一、开始部分：情境引入，师幼跟随音乐入场。

教师：今天老师带你们参加一个特别的晚会，先跟随音乐进
入会场吧！

二、基本部分：师幼探索光透过玻璃纸发生变化的现象。

1、介绍晚会内容，引发幼儿思考。

教师：今天的晚会叫做灯光晚会，你想象中的灯光晚会是什
么样的呢？



2、出示手电筒，幼儿用手电筒探索透光材料。

教师：这里有许多手电筒和一些材料，用哪些材料能布置灯
光呢？（幼儿猜测）

3、幼儿进行操作实验并记录。

教师：你有什么发现？哪些材料适合做灯光？

教师小结：原来透光的玻璃纸才适合制作灯光。

4、教师提供红、黄、蓝三色玻璃纸，引导幼儿发现变色现象。

教师：请你用红、黄、蓝三种颜色制作灯光。你有什么发现？

幼儿小结：手电筒的光透过红色（黄、蓝）的玻璃纸，会变
成红色（黄、蓝）的光。

5、师幼观看舞台灯光视频，激发制作舞台灯光的兴趣。

6、幼儿再次操作制作灯光并记录结果。

师幼小结：原来把玻璃纸重叠，能变出更多颜色的光。

7、幼儿制作自己喜欢的颜色灯光，师幼进行灯光晚会。

教师：刚才你们都成功地制作出了灯光，你们还想要什么颜
色的灯光？这次我们尝试用多种玻璃纸，制作你想要的灯光
吧！

三、结束部分：师幼进行灯光晚会。

教师：今天你们开心吗？我们通过动手、动脑筋，让我们的
灯光晚会特别成功，让我们在好心情中结束今天的活动吧！



幼儿园《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上关于科学领域中强调：
幼儿科学学习的核心是激发探究兴趣，体验探究过程，发展
初步的探究能力。教师抓住幼儿的兴趣点和好奇心，利用实
际生活中的材料，引导幼儿通过观察、思考、操作等方法，
举办了一场关于灯光的晚会。

为了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体现活动的最佳效果，活动初始，
教师选择一间透光性比较差的活动室，并用泡沫垫把窗户封
住，使得活动室变得黑漆漆。活动中，幼儿玩得很投入，能
积极地参与到科学探究中，自主选择材料进行尝试制作灯光，
最终得出透光材料适合制作灯光的结果，教师通过进一步的
激发，让幼儿在操作实验中制作出了五彩缤纷的灯光。

通过本次活动，幼儿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得到了很好地发
展，在活动中提高了幼儿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满足了幼儿探
索的欲望，使每个幼儿都在自身原有基础上得到了发展，体
会到了“玩中学”。

大班科学的教案篇四

1、通过游戏活动让幼儿复习巩固10以内的连加。

2、通过游戏活动提高幼儿按物体某一特征进行分类的能力。

3、通过游戏和模仿活动提高幼儿团结合作的能力，感受游戏
的快乐,成功的喜悦.

4、乐意与同伴合作游戏，体验游戏的愉悦。

5、主动参与实验探索。

幼儿已经了解各种各样的鞋子的特征，幼儿收集各种各样的
鞋子，反面都标有5元以内的价格，货柜，“货币”，记录卡，
笔，购物袋。



一、开始部分：

二、基本部分：

1、准备开超市：

师：小朋友现在想用鞋子来干什么？

幼儿自由发言——最后经大家讨论决定开个鞋子超市

2、分类活动：

师：咦，鞋底上都标上了价格，我们今天按价格来分类呢？

教师引导幼儿按不同的价格来分类

幼儿按鞋子的价格摆放相应的柜台

3、集体核对

4、选营业员

（1）师：小朋友看看我们商店里的柜台和商品都有了，商店
里还却什么？（营业员，货价，钱，顾客）

（2）请小朋友讨论用什么办法来选营业员。

师：你们说说看，你们可以用哪些方法选营业员呢？

（3）选营业员，营业员就位

师：好，现在请营业员选择你喜欢的柜台。

5、游戏活动：



师：我们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的游戏和平时不一样，
小朋友可以自由组合，3个人一家，一个管钱一个负责记录，
还有一个负责选鞋子，每一家有10元钱，要一边买一边记，
买一双记一次价格，要把钱全部用完，组合好的家庭就可以
来领钱。

三、结束活动

请小朋友介绍自己买的什么，自己是怎样把钱用完的。

大班科学的教案篇五

1、以小组形式进行活动，通过有计划的分工合作，体验共同
游戏的乐趣。

2、探索尝试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垒高，发展幼儿空间想象力，
及使用测量工具的能力。

牛奶盒40个（4份）；

卷尺一个；

记号笔（红黑各一只）；

记录纸；黑板

幼儿垒高，教师巡视。

三、小结

初次垒高 成功了吗？为什么成功？成功用什么标记表示；失
败又可以用什么表示。 请每组派代表在表格中作好记录。
讨论为什么垒的有高有矮？（不一样的搭法有不一样的高度）



四、再次垒高

提出新的要求，又高又稳。

五、讨论

1、哪组最高？怎么看出来？

2、测量。师示范测量，幼儿在表格中记录。

3、为什么一样多的牛奶盒会搭的不一样高。

六、第三次垒高，决出冠亚军

幼儿自己测量垒高成绩，记录在表格中，决出冠亚军。 讨论
用什么标记表示，如五角星、三角形等。

七、集体讨论

怎么样才能垒的高又稳？ 高：竖起来的层数越多越高。 稳：
底部要搭的牢固，可以两个横放在一起。 还要小组的成员分
工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