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科学领域水和洞教案 大班区域活动
观察记录(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
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大班科学领域水和洞教案篇一

观察时间：

4月21日

观察对象：

xx、xx

观察场景：

娃娃家

观察情景：

下午，孩子们进入活动区开始做游戏，xx进入娃娃家后拿起电
话，给妈妈打起了电话。这时，xx看见了上去就抢，嘴里还说
着：“给我打一个，给我打一个。xx不让。两个孩子立刻要抢
起来，把那些“小朋友有玩具要一齐玩，要别人的东西要商
量”的话抛在了脑后。我立刻走过去，说：xx玩具是xx先拿到
的，等他打完了你再打好吗？xx虽然不抢了，但仍不甘心地看
着xx手中的电话，我灵机一动，找来班上另一部电话并大声
说：“铃……xx快来接电话，爸爸找你。”xx高兴地跑来了，
拿起电话：“爸爸，你在上班吗？我把幼儿园搞的乱七八糟



的……”听着xx可爱的话语，我笑了！

简单分析：

小班幼儿年龄小，常为满足自己的需要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与他人发生争抢，我利用幼儿情绪易转移这一特点，适时介
入并加以引导，使矛盾化解，保证了游戏活动正常开展，又
不影响幼儿游戏情绪！

大班科学领域水和洞教案篇二

观察对象：曹xxxx

观察地点：美工区

观察目的：观察孩子的动手操作能力以及思维能力。

观察记录:

今天的区域活动时间，曹xx和xx选择了美工区的材料进行操
作，他们不约而同地拿起剪刀和彩纸。

曹xx首先拿了一张浅绿色的纸，用剪刀剪出一个波浪形的长
条，剪好后再大一点的白色卡纸上比划了一下，又剪出一个
波浪形的长条，xx将剪出的长条贴在白色卡纸上。而xx呢，则
是用笔在纸上画了一些运动的小人，然后再用剪刀将小人剪
下来，贴在白卡纸上。xx看了看也拿起笔准备画，这时，她看
到站在一旁的我，又看了看贴了波浪形长条的卡纸后，在剩
余的绿色纸上画了一个人物，沿着人物外形小心翼翼地剪下
来也贴在卡纸上。紧接着，xx拿起一张红色的纸剪成一个太阳
的形状，还在下面贴了一些有横着的也有竖着的长方形。xx满
意的笑了，对我说：“老师，你知道我画得是谁吗?”我
说：“是雯雯。”



“不是的，我画的是你，老师你辛苦了，我想请你去我家玩，
你看，这儿还有一个摩天轮，我想带你去坐摩天轮。”

“谢谢你，xx，老师很开心，你真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

xx的运动小人贴好后，看到xx剪的波浪形，觉得很好看，就
对xx说：“你这个真好看，怎么剪的?我也剪一个。”xx耐心地
讲着，xx认真地听着，也用xx的方法学着剪。

“我再来剪几朵花”xx说。于是，xx拿起一张粉色的纸，折叠
了几下后开始剪。“哎呀，怎么剪不动呀?”xx用劲剪还是剪
不动，xx说：“太厚了，就会剪不动的。”xx打开纸，重新叠了
叠，终于剪出几朵花。

评价:

xx和xx都是比较聪明、语言表达能力强、动手能力较强的孩
子，在整个自主区域活动中，可以看出，孩子对剪纸的制作
活动特别的感兴趣，会根据之前的经验以及自己所了解到的
知识进行操作。xx很喜欢这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对于区域活动
的兴趣性很高，xx的情感比较丰富，用剪纸的形式表达对老师
的爱。

活动中两个孩子还通过交流讨论，互相取长补短，提高了他
们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策略:

1.老师要做一名旁观者。在进行剪纸活动的过程中，当幼儿
出现困惑时，不要急于告诉孩子的解决方法，而是以一个旁
观者的身份加入到活动中来，与孩子共同探讨解决的方法。
让孩子自己寻找解决的答案。



2.及时让孩子展示自己的作品，这不仅对幼儿本人是一种激
励作用;对其他幼儿来说，也是互相学习的机会。

3.在美工区投放与剪纸息息相关的物品。

4.孩子与家长共同收集剪纸材料以及作品。

大班科学领域水和洞教案篇三

观察记录：幼儿一进区，就选择了新投放的拼图开始拼起来。
刚开始一玩，幼儿就把有关联的图片一下拼了出来，剩下的
图片不由使个别幼儿皱起眉头来，左试试，右比比都不对，
急得他们直抓头。这时在一旁观察的师煜兴奋得叫起
来：“这块应该放在这，你看这不是吗!”边说师煜边把一块
拼图放在了合适的地方。浩浩进区后还是选择了大型拼图，
他很迅速的从很多小拼图中找出了边缘上的拼图拼搭起来，
拼完后，浩浩拿起了其他拼图想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要放到的
合适的地方，于是他翻到卡片后面，看看标记，很快找到了
对应的地方。当收区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浩浩看了看没有拼
摆完的拼图，有些不舍的方回了原处。

分析：对于简单的四拼、十拼的兴趣已经淡化，比较喜欢数
量较多，有困难的拼图，但在拼图过程中，幼儿都没有长久
的坚持完成拼图活动，拼几下就放弃了的种种现象表明教师
在投放区域材料时对于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已有经验水平了解
还不透彻，目标过高，导致幼儿跳起来也没有摘到苹果，从
而使幼儿失去了对拼图的兴趣。由此问题，我们改变了材料，
投放了难度较小的拼图并对已投放的拼图增添标记的方法，
降低了拼图的难度，使不同能力的幼儿都得到了发展：中等
能力的幼儿通过观察，操作，互相交流完成了拼图过程;能力
强的幼儿根据已有经验完成一部分拼图内容后，又根据拼图
标记拼摆了一半多，这说明两种方法达到的效果都不错。

措施：



1、根据幼儿的兴趣和能力，从两方面入手添加区域材料,〈1〉
投放新的拼图材料，分块数量在20件左右，适合幼儿的年龄
特点和能力水平。〈2〉在大型数量的拼图上作相应的标记符
号，引导幼儿观察，判断，并根据大班幼儿年龄和已有水平，
在拼图小卡上标记数量或图形符号，使幼儿能够采用接龙的
方式进行拼图，使能力不同的幼儿都可以得到发展。

2、在区域活动时，可以有目的的对益智区玩拼图的幼儿进行
个别指导，帮助其学习观察和分析两拼图之间联系的方法，
能根据事物之间的颜色，图案等进行判断，使其学会学习。

[幼儿大班区角活动观察记录]

大班科学领域水和洞教案篇四

观察状况记录

幼儿粘贴国旗时将国旗的五颗黄星粘在国旗的右上角上，并
且排列不均匀。大星和小星星都排列在一行上。

评价与分析

幼儿的年龄特点决定着幼儿的观察不够细致，只看到国旗上
面有一颗大星和四颗小星星，却没注意星星的位置和排列顺
序。

教师介入策略

教师明白星星的位置，并引导幼儿观察四颗小星星是怎样围
着大星星排列的。

改善措施及目标

观察目的：观察图书区幼儿的阅读行为表现



观察对象：在图书区活动的宾宾、小宇、菲菲

观察记录：

早上8：00，我看到宾宾来到图书区，脱下鞋子，坐好后在书
袋里慢慢地挑选着书，我看到他拿了一本书翻了几页，就随
手就扔在垫子上，再取一本，以同样的动作取了5本书，最后
一本《鸭子的假期》吸引了他的注意，终于安静下来看书
了……”

观察分析：

幼儿一般看比较陌生又不太容易理解的图书时速度比较快，
往往只是浏览一下画面，一本书翻几页就完了，而让他讲讲
书里的内容却一点也讲不出，看比较熟悉的图书就会读的津
津有味，边看边讲。因此，图书区要投放比较简单的、浅显
易懂的绘本，并且及时更新、丰富图书种类，以吸引幼儿兴
趣。提醒幼儿要爱护书籍，看完后把图书送回家。我发现有
个别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图书后，投入时间太短，绘本还没
读完，就失去了耐心。有些孩子看书时，大多是漫无目的的
翻阅，只是对图片感兴趣，如同走马观花，是因为他们没有
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没发现阅读的乐趣、没有养成良好的
阅读习惯。

大班区角观察记录100篇大班区域观察记录100篇

大班科学领域水和洞教案篇五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
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教案应
该怎么写才好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记录时间》大班
数学活动教案，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时间对我们的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大班幼儿逻辑思维能
力开始发展，充满探究欲望，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时钟
正是他们感兴趣的事物之一，他们已经有了认识时钟的经验，
但对于如何记录时间并不是很清楚，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记录，
此时开展一个数学活动让孩子们学习记录时间是比较适合的。
对于记录时间，孩子们必须先学会认识时钟，而认识时钟包
含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有认识整点、半点，有认识时针、
分针、秒针，有让幼儿知道15分钟等于一刻钟的……只有在
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够学习记录。对于大班下学期的幼儿来说，
他们到底应该掌握哪些，我们的教师有点迷茫；对于如何让
孩子认识时钟、记录时间，教师也不是很清晰，所以，我们
策划了此次活动。

1．明确大班幼儿认识时钟的目标，研讨记录时间的教学策略。

2．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积极参与研讨活动。

教具、学具样品；有关认识时钟的知识。

一、引出主题，抛出问题。

答：

2．大班的幼儿逻辑思维能力开始发展，充满探究欲望，对新
鲜事物充满了好奇，时钟正是他们感兴趣的.事物之一，而认
识时钟对于大班的孩子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主持人：那对于大班幼儿来说，认识时钟可以到哪个程度？

答：对于大班下学期的幼儿来说，可以从认识整点、半点，
逐渐过渡到认识15分、45分，知道一刻钟是15分钟，半小时
有2个15分钟，一小时有4个15分钟。

二、如何记录时间



主持人：在孩子们能够准确认识时间后，我们该如何让孩子
们学会记录时间呢？

答：

1．首先要认识符号“：”，知道这是记录时间的关
键，“：”之前记录的是几点，“：”之后记录的是几分。

2．教师应该先进行示范，让幼儿了解。

主持人：你们觉得我们可以选择哪些内容让幼儿学习记录时
间？

答：

1．看时钟记录时间

2．看时间画时钟

3．看画记录时间

三、具体课例研讨

1．目标是否合适？

2．环节设计是否层层递进？

3．材料准备是否既简单又为完成目标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