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科学小车动起来了教案 站起
来幼儿园中班科学教案活动(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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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
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
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科学小车动起来了教案篇一

1、学用剪、折、粘、贴多种技能，探究平面纸制品立体化的
方法。

2、根据自己的创想，培养大胆创造的能力。

3、发展幼儿的观察、分析能力、动手能力。

4、激发了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

1、物质准备：幼儿画好的各种动物多个，各种材质的纸(皱
纹纸、瓦楞纸、电光纸、彩色复印纸、软泡沫纸、宣纸、纸
盒纸、牛奶袋纸)，大森林的立体背景，胶棒，剪刀，胶条等。

2、经验准备：在教室环境中摆放几种立体物，相框等。

启发幼儿探究“动物”立起来的几种方法。找到使纸卡片平
衡的支撑点。

1、引导幼儿讨论：怎样让小动物“站”起来。

教师：看黄老师带了什么?(出示做好的大森林。)

幼儿：我们做的建筑区的大森林。



幼儿1：用纸在动物的后面做一根棍，就像相片似的做一个架
子。

幼儿2：做一个圆的筒，动物粘在后面。

幼儿3：用奶袋纸卷一个棍。

幼儿4：做许多的支架，粘在动物身上。

幼儿5：把纸卷成一个桶，上面剪一个洞再把动物插上面。

教师：小朋友方法真多，一会儿你们可以用不同的纸来试一
试，想办法让小动物们站起来，然后把站起来的动物摆在大
森林中。看看谁做的和其他小朋友不一样，用的方法最多。

2、探究让小“动物”站起来的多种方法。

3、分享：让小动物“站”起来的不同方法。

(1)向同伴介绍自己的'方法。

每个幼儿都用自己的方法使小动物立起来了。

教师：“大森林里站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幼儿快来介绍
你是怎么让这些小动物立起来的呀?”

幼儿1：我做了一个纸棍粘在小老虎的后面，小老虎就立起来
了。

幼儿2：我和豆豆的方法一样，粘在后面两个棍，就像相框后
面那样。

幼儿3：我在纸筒上挖了一个洞，把小猴子插在里面了。我还
做了一个支架，横着竖着(比画着)粘。



(2)引导幼儿讨论“大家都用了什么方法?哪些方法是一样
的?”

教师：你们想的办法真多，而且也成功了，你们在做的时候，
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幼儿1：我开始用的纸太软了立不起来，后来换了硬纸就成功
了。

幼儿2：我在后面粘了一个小纸棍但老是倒，后来又在旁边粘
了一个就不倒了。

4、延伸活动：将幼儿制作好的“大森林”摆放到建构区，鼓
励幼儿继续制作可以立起来的动植物。

小学科学小车动起来了教案篇二

1．探索让纸立起来的多种方法，发展求新求异思维。

2．培养幼儿探索科学的兴趣。

1．橡筋圈、积木、橡皮泥、回形针、筷子、杯子、白纸若干。

2．记录表人手一张。

1．尝试让纸立在桌上失败，激发幼儿动手的兴趣。

（1）引入活动师：老师想让这张纸立起来，你们猜一猜纸能
立起来吗？

（2）组织幼儿讨论：有什么办法可让纸立起来呢？

2．幼儿尝试不用任何辅助材料让纸立起来。

（1）启发幼儿不用任何辅助材料让纸立起来。



（2）幼儿讲解演示自己的方法，与同伴交流。

3．幼儿不折叠纸张，尝试借助材料让纸立起来。

（1）教师介绍所提供的材料（2）教师介绍记录表的记录方法
（3）幼儿操作：教师重点观察幼儿操作情况，鼓励幼儿用桌
上老师提供的材料帮助纸立起来，看谁用的方法多，而且和
别人不一样。

（4）幼儿讲解演示自己的方法，与同伴交流。

4．延伸活动：提供厚薄软硬不同的纸，让幼儿进一步探索让
纸立起来的方法。

小学科学小车动起来了教案篇三

1．探索让纸立起来的多种方法，发展求新求异思维。

2．培养幼儿探索科学的兴趣。

1．橡筋圈、积木、橡皮泥、回形针、筷子、杯子、白纸若干。

2．记录表人手一张。

1．尝试让纸立在桌上失败，激发幼儿动手的兴趣。

（1）引入活动师：老师想让这张纸立起来，你们猜一猜纸能
立起来吗？

（2）组织幼儿讨论：有什么办法可让纸立起来呢？

2．幼儿尝试不用任何辅助材料让纸立起来。

（1）启发幼儿不用任何辅助材料让纸立起来。



（2）幼儿讲解演示自己的方法，与同伴交流。

3．幼儿不折叠纸张，尝试借助材料让纸立起来。

（1）教师介绍所提供的材料

（2）教师介绍记录表的记录方法

（3）幼儿操作：教师重点观察幼儿操作情况，鼓励幼儿用桌
上老师提供的材料帮助纸立起来，看谁用的'方法多，而且和
别人不一样。

（4）幼儿讲解演示自己的方法，与同伴交流。

4．延伸活动：提供厚薄软硬不同的纸，让幼儿进一步探索让
纸立起来的方法。

小学科学小车动起来了教案篇四

１．通过游戏，探索让蛋立起来的方法。

２．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培养幼儿对周围事物的兴趣，发展
幼儿想像力与动手能力。

３．树立自信心，体验成功的乐趣。

熟蛋若干，沙子、瓶盖、玻璃瓶、积木、碎布等。

（一）出示鸡蛋宝宝的图片，激发幼儿兴趣。

（二）自由探索，寻找蛋站立的.方法。

１．请幼儿讨论思考。

２．每位幼儿一个蛋，幼儿探索，寻找在桌面上让蛋站立的



方法。教师观察、鼓励。

３．幼儿交流操作方法。

４．教师根据幼儿操作、交流情况作简单小结。

５．提出问题：有没有不把蛋磕破就让蛋宝宝站立起来的方
法？

（三）提供不同材料，请幼儿再次寻找让蛋立起来的方法。

１．出示并介绍为幼儿准备的各种材料。提醒幼儿注意事项：
轻拿轻放、不将沙子乱撒。

２．幼儿自由选择材料进行试验。

３．教师观察指导，给幼儿提供帮助。引导幼儿使用各种辅
助材料让蛋站立。鼓励幼儿多试、多想、多观察。

４．幼儿相互参观，交流方法。

５．师幼共同总结让蛋站立的各种方法。

小学科学小车动起来了教案篇五

教学意图：

幼儿有关科学领域的探究和学习，往往受到好奇心和兴趣的
直接驱使，可以说好奇心和兴趣是幼儿主动进行科学探究和
学习的基本前提，针对幼儿这一特点设计了此次活动《嘀嘀
哒》。运用幼儿各种感官，对周围的事物和现象进行感知、
观察、操作、探索，发现问题并寻找答案的探究过程;是教师
充分利用周围环境，为幼儿创设条件、选择适合幼儿学习的
内容、提供充分的物质材料，通过运用不同的方式设计与组



织幼儿参与的各种科学探索活动;是帮助幼儿主动获取科学经
验、建构概念、发展智能、养成科学态度的过程。幼儿园科
学教育是幼儿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丰富幼儿
有关自然界的知识，而且能激发幼儿对自然的关心和兴趣，
初步形成幼儿对周围的人和事物的正确态度，对幼儿的发展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教学目标：

1、观察画面，在看看、说说中了解牵牛花生长的过程。

2、在活动中愿意大胆交流、积极表现。

教学过程：

1、谈话导入

“今天，老师给大家请来了一位神秘的小客人，你们欢迎
吗?”

“客人是谁呢?那就请它自己来介绍吧!”

2、观察画面

牵牛花的自述中，引导幼儿猜测想象，了解其生长过程。

画面一：

牵：这是我，还有我的兄弟姐妹们。

师提问：哎，他是谁呀?幼儿猜测。

画面二：

牵：我被埋进了土里，心里好害怕……



师：哎呀!怎么被埋进土里了呢?它应该怎么做呀?

画面三：

牵：我拼命往外钻……

引导孩子们一起学往外钻的.动作。

牵：总算钻了出来，咦?我怎么变成了这样?

师：它变成什么样了?

小结：啊，原来小客人是一颗种子，那它会是什么种子呢?还
是让小客人继续介绍下去吧!

画面四：

牵：我顶着皱巴巴的叶子

师：什么是皱巴巴呀?你们还看到什么东西也是皱巴巴的呢?

画面五、六：

牵：我用力撑开皱巴巴的叶子。瞧!我像什么呀?

画面七：

牵：没几天，我的身上又冒出一片毛乎乎的叶子。

师：咦!它说的叶子是什么样的呢?

(毛茸茸)

画面八：



牵：小叶子长啊长，长成这么大!

继续播放画面九、十、十一、十二：

牵：有一天，嗤溜溜，我的身上冒出了一根藤。

牵：是爬向左边?还是爬向右边?唉，要是有谁来帮帮忙就好
了。

师：噢哟，它想找人来帮忙，找谁来帮助它呢?

画面十三：

师：看，它找到了什么?接下来这根藤会怎么做呢?

引导幼儿一起学习藤往上绕的动作。

师：谁来学学藤往上绕的样子?

画面十四、十五：

牵：现在，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喽。

师：来，孩子们，我们也一起学它往上爬喽。

师以儿歌的语言活跃气氛：藤儿藤儿真有趣，顺着竹竿往上
爬，爬呀爬，绕呀绕，哎呀呀，头晕了，绕糊涂了，理顺了
再接着爬吧!

画面十六：

牵：绕啊绕，长啊长，这是我现在的样子。叶子多得数也数
不清。

画面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牵：又有一天，我躲在又冒出了一样东西，嘿嘿，猜猜这是
什么?

师：它越长越大，越长越鼓，哎，颜色也变漂亮了，是什么
呢?

画面二十一：

牵：啪，打开啦!哈哈，我是牵牛花!

师：哦，这位神秘的小客人原来是牵牛花呀!

师：牵牛花像什么呢?怎么吹的?

嘀嘀嗒、嘀嘀嗒有节奏的。

画面二十二、二十三：

师：看小喇叭越来越多，好热闹啊!他们一起唱啊、跳啊，玩
的真开心啊!

画面二十四：

师：哎，牵牛花怎么啦?我们来听听它自己是怎么说的。

牵：一到晚上，我就会收拢小喇叭，静静睡一觉。

师：噢，原来牵牛花和我们小朋友一样，也要睡觉的。

画面二十五：

师：看，第二天早晨，牵牛花早早的醒来，张开小喇叭，嗨，
你们听它在吹：“嘀嘀嗒，小朋友该起床啦!”

3、巩固对牵牛花生长过程的了解。



师：哎呀，今天来我们班作客的是谁呀?

听了它的自我介绍，你们知道它是怎样长大的吗?

根据孩子们的回忆，老师图片箭头表示牵牛花的生成过程。

教师总结

四、延伸活动：

出示牵牛花的种子，到种植园地种植牵牛花。

教学反思：

幼儿园科学活动实验记录为幼儿调整认识、整理经验、形成
科学的概念奠定了基础。鼓励性提问应面向全体而不是针对
某个单独个体，教师应设法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回答问题，或
在某个孩子回答之后让其他幼儿发表不同看法或分享某个观
点。培养幼儿记录的习惯和能力，使幼儿乐于探究，逐渐理
解科学结论必须建立在事实之上，从而形成正确的科学探究
态度。总之，要想提高幼儿科学探究中记录的质量，使幼儿
的科学记录变得生动而有意义，我们仍然需要从内容到形式、
从作用到时机，作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究，以积累经
验，改进策略，完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