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科学有趣的声音课件教案音频
小班科学教案制造声音(模板6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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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科学有趣的声音课件教案音频篇一

1、会借助各种材料制造声音，感受自制声音的乐趣。

2、在操作活动中初步感知材料与声音的关系。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激发幼儿乐于探索科学实验的乐趣。

重点：借助材料制造声音，制造不同的声音。

难点：感知材料和声音的关系。

各种空瓶子、罐子、盒子，、豆豆、米粒、纸片。

一、声音的奇妙

1、今天老师带来了两个好朋友，你们看？

2、让我们听听瓶子有没有声音？再听听豆子有没有声音？

3、现在你能想办法使他们发出声音吗？请幼儿说说。



二、幼儿制造声音。

1、第一次尝试操作验证

1）幼儿自由分组操作，教师观察指导。

2）集合，交流怎样制造声音。

2、……你们看老师也找了两个好朋友，（教师出示）他们也
发出了好听的声音，你们听

（1）教师出示分别装着豆豆、米粒的铁罐，纸片的铁罐，依
次摇动铁罐，让幼儿听辨。这个声音像什么？并出示给幼儿
看。

小结：不同的朋友在一起，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2、再次探索操作验证

2）幼儿操作，再次制造声音，探索材料与声音的关系。

3）集合，交流怎样制造声音。

这个环节有了第一个的基础，孩子们对制造声音不在是那么
陌生，拿着材料就是玩，而后说说自己的发现。制造了什么
样的声音，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并在同伴前演示。这环节一个
是让幼儿能大胆的发言，锻炼了幼儿的观察力及倾听力。可
是孩子们对这环节能说出听到声音是不一样的，有的声音
是“砰砰的”“扑扑的；有的说这声音“沙沙沙”“叮当叮
当”像下雨”，“像打雷。”敲小铃的声音。这个声音听起
来怎么样的孩子们能说出来，但这声音像什么不是想象的怎
么好。好旦孩子们知道这些声音不一样原来是材料不同。

整节课下来，孩子对活动的兴趣很浓，活动中也体验到了成
功，体验到了快乐。我也和孩子们一起分享了他们的成功。



但我发现自己许多方面还做的不足，通过反思会在以后的教
学中改正，争取做的更好。如：有的幼儿对所准备的材料很
感兴趣而忽略了我对活动的讲解；在活动过程中我也没能关
注每个孩子，有个孩子老是说生日吃蛋糕，我没能做出相应
的回应，以至使这孩子注意不集中。还有我想在以后的科学
活动中，要随时注意观察孩子的兴趣点，结合活动目的有机
地在活动中对幼儿进行必要的常规教育，让活动进行的深入、
透彻。

小班科学有趣的声音课件教案音频篇二

1、主动借助各种材料发出不同的声音。

2、感受自制声音的乐趣。

3、学习用语言、符号等多种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4、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1、纸盒、有盖的瓶子、豆子、脸盆。

2、白纸、塑料纸、餐巾纸。

3、纸杯、玻璃纸、塑料杯、小木棒若干。

4、小旗、金箍棒、扇子、蒲扇。

(一)开始部分

教师利用谈话引入课题。

师：“孩子们，我是小小魔术师，今天我要给大家变一个魔
术。”



(二)基本部分

1、制造声音

教师出示一只空瓶子摇一摇，请幼儿听一听有没有声音。再
拿出一颗豆子摇一摇，请幼儿听一听有没有 声音。

师：“现在我要变魔术了，注意看好了。”

教师小结：声音原来是制造出来的，现在我要考一考你们，
看你们谁能制造出声音来。

2、分组制造声音

(1)教师介绍四个区域的材料，鼓励幼儿去每个区域探索，尝
试让这些东西发出声音来。

(2)幼儿分组自由探索，教师进行区域指导。

如“瓶罐区”重点引导幼儿用不同的器皿装豆子，听一听声
音有什么不同。

“纸区”引导幼儿听一听挥动纸、搓搓纸发出的声音。

“杯子区”引导幼儿敲击不同的杯子，尝试对着不同的材料
的杯子说话，听一听声音有什么不同。

3、说一说自己的发现

(1)你们是怎么制造声音的?制造出来的声音像什么?

(2)声音表演会

要求幼儿用手里的东西来制造表演出这些声音。



下雨天场景 (模仿下雨、打雷)摇晃豆盒像下雨声。

打电话(用嘴对着被口说话)

着火了(揉搓塑料纸)

刮风 (摇动旗子)

4、了解噪音的危害，结合实际对幼儿进行教育，教育幼儿要
保护嗓子和耳朵。

师：孩子们，刚才我们自己制造出很多声音，但是，你们知
道什么时候让声音大一点 ?什么时候让声音轻一点呢 ?奥，
对了，小朋友们睡觉时或爸爸妈妈下班回来时，我们要轻轻
的走路|、轻轻地说话，老师上课回答问题时，要高声回答。
孩子们，在我们的周围有的声音优美动听、如优美的歌声、
动听的琴声、小鸟叫声、小河流水声。而有的声音像汽车喇
叭声、小朋友大吵大闹的声音、电钻钻洞的声音、这些声音
非常的刺耳，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叫噪音。我们如果听到
很响的`声音时，要马上按住耳朵并张大嘴巴，平时也不要大
吵大闹，要保护好嗓子和耳朵。

(三)结束部分

在音乐《小鸟飞》的伴奏下，带领幼儿到室外去寻找能发出
声音的物体。

孩子们通过“动脑想、动手做、用眼看、用耳听”了解到不
同的材料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兴趣和欲望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同时也教会了幼儿认识事物的方法。整节活动孩子的兴趣很
浓，活动中体验到了成功与快乐。

活动中没能关注每个孩子，以至使孩子注意不集中。



小班科学有趣的声音课件教案音频篇三

我们的周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给我们传递意义丰
富的信息。《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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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设计了科学活动《有趣的声音》，让幼儿在活
动中观察、尝试、探索和发现，培养幼儿的探究欲望。

活动目标

1.对声音感兴趣，有探究欲望。

2.知道物体振动会产生声音，震动大小决定色声音大小。

3.大胆尝试，发展幼儿的观察、思维及动手能力。

重点难点

重点：知道物体震动会产生声音

难点：知道震动大小决定声音的大小

活动准备

各种常见声音的音效、各种乐器、几种常见的生活物品

活动过程

入场：跟随音乐《大猫和小猫》入场，感受声音的大小关系。

(一)导入

师：“今天除了我们的客人老师之外，还有几位小客人也来
了，请小朋友听一听，猜猜看，它们是谁?”



上小动物们听到了一些声音，想请小朋友帮忙听一听这些都
是什么声音。”

播放大自然当中的各种音效;风声、雷声、鸟叫声、流水声等。

师：“小动物们说谢谢小朋友，今天晚上他们可以睡一个安
稳的觉了。”

2.师：“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存在着声音，小朋友想一想，除
了刚才听到的这些声音之外，你还听到过哪些声音?”

鼓励幼儿大胆讲述，感受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声音。

3.尝试让自己的身体也能发出声音，请幼儿说一说是怎么做
的。师：“小朋友想一想，我们的身体可不可以发出声音
来?”

鼓励幼儿大胆尝试，并请小朋友一起来试一试。

(三)探究声音1.师：“我们的生活中有这么多的声音，那声
音又是怎么产生的呢?”鼓励幼儿大胆表述自己想法。

2.出示小鼓，请幼儿尝试让它发出声音。

教师出示小鼓：“小朋友看，这是什么?怎么样能让它发出声
音?”请小朋友试一试。

3.知道物体振动产生声音，震动大小决定声音的大小。

将小米粒和小豆子放在小鼓上，敲打小鼓，观察小米粒和小
豆子的变化，引导幼儿发现物体震动能产生声音。物体振动
越大声音越大，物体振动小，声音就小。

(四)操作探究，尝试让物品发出声音



1.给幼儿准备充足的乐器，让幼儿幼儿自由探索让其发出声
音，鼓励幼儿说一说让其发出声音的方法。

小结：让物品震动发出声音有多种方法：敲、打、拍、碰、
摇、吹等

2.每人选择一种乐器，尝试让它发出大小不同的声音。

师：“刚才小朋友都当了一回大猫和小猫，现在让我们手中
的小乐器也来当一回大猫和小猫吧!”

鼓励幼儿大胆尝试，让手中乐器发出大小不同的声音。

3.生活中有很多的声音，有好听的也有不好听的，放引导幼
儿知道生活中要尽量减少制造噪音，保护环境。

(五)音乐游戏——大鼓和小鼓

请幼儿每人选择一种能发出声音的自制乐器，和小动物们一
起去参加森林音乐会。

1.师：“今天，有两只小动物要去参加森林音乐会，想邀请
咱班的小朋友一起参加，想去么?”

2.师：“一只是大象，它准备的是大鼓，一起来模仿大鼓会
发出什么声音?”

请幼儿来模仿大象敲大鼓的声音。

师：“还有一只是小狗，它准备的是小鼓，它会发出什么样
的声音呢?”请幼儿来模仿小狗敲小鼓的声音。

跟随音乐一起来为大象和小狗伴奏。

(六)结束



带上我们的小乐器和大象、小狗一起去参加森里音乐会吧!

活动总结

课堂气氛活跃，通过本节活动课幼儿基本知道声音是由物体
震动产生的。

小班科学有趣的声音课件教案音频篇四

一、过程实录：

（一）活动目标。

1、幼儿学习听辨各种东西发出的声音，培养幼儿的倾听能力。

2、通过探索、操作活动，激发幼儿对各种声音的兴趣。

（二）活动准备。

1、各种饮料瓶子人手一份，分别装着硬币、玻璃球、沙子、
雪花片。

2、打击乐器若干。

3、活动室的四处分别布置成小兔、小猫、小狗、小鸡的家。

4、会发声音的玩具及录音机一台。

（三）活动过程：

1、听声音引出课题。

（1）引导幼儿进入活动室，请配班老师启动“会发声的玩具
狗”。师：哎呀，活动室里真安静。听，谁在叫？幼：是小
狗，它在叫“汪汪汪”。师：哈哈，原来是玩具狗叫了，你



们的耳朵真灵！为了奖励小朋友，今天，我带你们到小动物
家去做客吧！幼：太好了！师：那么我们做客时要怎么样呢？
幼：应该做一个有礼貌的小朋友。（评析：在安静的环境中，
以玩具狗的叫声吸引幼儿的兴趣，同时，又以奖励的方式带
小朋友去做客。更加激起了幼儿的兴趣，幼儿此时的情绪非
常高涨，都有了迫不及待想去做客的愿望。）

2、尝试让幼儿听辨硬币、玻璃球、沙子、雪花片在饮料瓶里
发出的声音。

（1）听辨硬币在红茶瓶中发出的声音。a、师：这是谁的家？
幼：小兔的家。幼：小兔你好！……师：小兔家有什么？幼：
红茶。师：那里面装得是不是红茶呢？请小朋友不要去打开
盖子，自己去摇一摇、听一听，听出来马上告诉我，看谁最
能干。b、幼儿操作：摇红茶瓶，听辨硬币发出的声音。幼：老
师，我好象听到一个硬硬的东西，是石头吗？幼：不对，是
硬币。幼：对，是硬币。……师：小朋友们真能干，这是硬
币发出的声音。请幼儿集体练习句子：这是硬币发出的声音。
（评析：通过让幼儿自己探索、操作，来感知瓶中的东西，
幼儿很感兴趣。）

（2）听辨玻璃球在旺仔牛奶瓶中发出的声音。a、教师带幼儿到
“小猫家”。幼：小猫家到了。幼：小猫你好……师：小猫
家里有什么？幼：旺仔牛奶。师：现在也请小朋友去摇一摇、
听一听是什么东西，然后告诉大家。b、幼儿操作，摇摇听辨玻
璃球发出的声音。师：你听到什么声音，可能是什么东西发
出来的。幼：……幼：是玻璃球。师：小耳朵真灵，老师喜
欢你们！请幼儿集体练习句子：这是玻璃球发出的声音。

（3）听辨沙子在可乐瓶中发出的声音。a、师：小鸡家到了，
小鸡为我们准备了很多礼物，会是什么呢？请你们听一听，
到底是什么？b、幼儿操作。师：这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幼：
是盐吧。幼：是糖。幼：是沙子吧，声音很响的。师：真不



错，里面是沙子，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是沙子发出的声
音。”

3、尝试听辨打击乐器的声音。师：小朋友的小耳朵真灵，把
瓶子里的东西发出的声音都听出来了，现在我们再来听一听，
这些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教师在背后分别敲打木鱼、小
铃、铃鼓等打击乐器，让幼儿猜，猜中后出示实物，和幼儿
一起拍节奏。师：小朋友们真能干，那么多的打击乐器都认
识了，那么现在一起来玩一玩吧！（评析：在良好情绪的激
励下，幼儿猜出了木鱼、小铃、铃鼓等打击乐器，而后让他
们玩打击乐器，让他们体验了成功的喜悦！）

4、尝试用各种饮料瓶为曲子伴奏。师：刚才的打击乐器我们
都认识了，那么这些饮料瓶放了东西后也可以作为打击乐器，
现在老师就用饮料瓶为曲子伴奏一次。教师伴奏完后。师：
好听吗？幼：好听。师：那么现在就用你们的小手拿起饮料
瓶一起来为曲子伴奏吧！伴奏后，幼儿边玩瓶子边出活动室。
（评析：尝试用打击乐器为曲子伴奏后，又用各种饮料瓶来
伴奏，增加了幼儿的新奇感。）

二、活动评价：

小班幼儿正处于直觉行动思维，让幼儿以客人的身份到小动
物家去做客，激起了幼儿的'兴趣，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孩子
始终处于宽松、愉快的氛围之中，孩子们兴趣高涨。积极主
动地学习，真正体现了幼儿的主体性，孩子的情感及表达欲
望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整个活动目标明确，层次清楚。从第
一环节引导孩子有意识地倾听各种东西在饮料瓶中的声音，
到第二环节，辨别打击乐器的声音，到第三环节用各种饮料
瓶为曲子伴奏，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
效果。

三、活动背景：



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声音无处不在，而小班的小朋友对倾听很
感兴趣，他们对大自然的声音充满着好奇和探索，而孩子语
言能力的发展又是以倾听为基础的，因此，我选择了这一内
容设计本次活动。

小班科学有趣的声音课件教案音频篇五

1、主动借助各种材料发出不同的声音。

2、感受自制声音的乐趣。

【活动准备】

杯子、有盖的空瓶子、白纸、笔、米粒、红豆等材料。

【活动过程】

（一）聆听声音

教师利用谈话引入课题。

提问：请小朋友们倾听窗外有什么声音？

（汽车喇叭声、风声等）

提问：我们自己也可以制造声音，小朋友想想我们可以制造
哪些声音呢？

（拍手、跺脚、说话的声音）

（二）制造声音

师：现在老师可以将这两个没有声音的东西变得有声音，小
朋友们想知道吗？



教师将红豆放进瓶子，盖好摇一摇，请幼儿听听有没有声音？

（发出沙沙声）

教师小结：声音原来是制造出来的，多动脑筋，许多本来没
有声音的东西也能发出声音。现在我要考一考你们，看你们
谁能制造出声音来。

（三）分组制造声音

教师介绍操作材料：杯子、有盖的空瓶子、白纸、笔、米粒、
红豆等，让幼儿尝试让它们发出声音。

幼儿分组自由操作、探索。

（四）说说自己的发现

提问：你们是怎么制造声音的？制造出来的声音像什么？

请幼儿讲述自己的发现并进行操作演示。如：听听挥动白纸、
搓揉白纸发出的不同的声音；敲敲不同的杯子，对着不同材
质的杯子说话能听到不同的声音；空瓶子里装不同的东西能
发出不同的声音。

教师小结：今天，小朋友们通过玩一玩，发现了声音的很多
小秘密，让很多没有声音的东西发出了好听的声音，你们真
棒呀！

【延伸活动】

还有哪些东西也能发出声音呢？请你们回家找一找、试一试！

小班科学有趣的声音课件教案音频篇六



1、主动借助各种材料发出不同的声音。

2、感受自制声音的乐趣。

杯子、有盖的空瓶子、白纸、笔、米粒、红豆等材料。

（一）聆听声音

教师利用谈话引入课题。

提问：请小朋友们倾听窗外有什么声音？

（汽车喇叭声、风声等）

提问：我们自己也可以制造声音，小朋友想想我们可以制造
哪些声音呢？

（拍手、跺脚、说话的声音）

（二）制造声音

师：现在老师可以将这两个没有声音的东西变得有声音，小
朋友们想知道吗？

教师将红豆放进瓶子，盖好摇一摇，请幼儿听听有没有声音？

（发出沙沙声）

教师小结：声音原来是制造出来的，多动脑筋，许多本来没
有声音的东西也能发出声音。现在我要考一考你们，看你们
谁能制造出声音来。

（三）分组制造声音

教师介绍操作材料：杯子、有盖的空瓶子、白纸、笔、米粒、



红豆等，让幼儿尝试让它们发出声音。

幼儿分组自由操作、探索。

（四）说说自己的发现

提问：你们是怎么制造声音的？制造出来的声音像什么？

请幼儿讲述自己的发现并进行操作演示。如：听听挥动白纸、
搓揉白纸发出的不同的声音；敲敲不同的杯子，对着不同材
质的杯子说话能听到不同的声音；空瓶子里装不同的东西能
发出不同的声音。

教师小结：今天，小朋友们通过玩一玩，发现了声音的很多
小秘密，让很多没有声音的东西发出了好听的声音，你们真
棒呀！

还有哪些东西也能发出声音呢？请你们回家找一找、试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