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家乡的桥的教案和教学反思中班(优
质8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科学家乡的桥的教案和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1、知道现代通讯工具是多种多样的，它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
方便。

2、能关注生活中的先进科技产品。

3、有操作现代通讯工具的兴趣，乐于与他人交流。

4、引导幼儿认识蔬菜，让幼儿知道常见蔬菜的名称并能说出
他们的作用。

5、让幼儿了解常见蔬菜的营养价值，知道多吃蔬菜有利于身
体建康成长。

1、家庭调查——现代通讯工具。

2、幼儿自己准备会使用的通讯工具。

3、幼儿用书人手一份。

幼儿大班科学教案《现代通讯工具》

一、幼儿交流自己认识的通讯工具。说说它可以用来干什么?



二、教师创设情景，幼儿了解各种通讯工具的用途。

1、小红在家有急事要告诉外婆怎么办?用什么通讯工具?

2、爸爸和小红到公园玩，走到半路，突然想起一件事要告诉
妈妈，应该用什么通讯工具?

三、引导幼儿阅读幼儿用书，了解现代通讯工具。

2、仔细观察电话机键盘，说说少了什么?请幼儿添画数字号
码?并说说键盘上符号的意思。

3、启发幼儿说说其他的现代通讯工具的特点及优点。

四、小结：现代通讯工具是很多的，它能给人们带来很大的
方便。

1、现代社会是飞速发展的社会，通讯工具时刻伴随着我们。
对于我们现在的孩子来说，认识通讯工具是很有必要的，所
以我设计这节课，让孩子们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去感受通
讯工具给人们带来的方便和快乐。本节课学生积极性高，充
分与别的小朋友交流，达到了预设的目标。

2、只有个别孩子似乎交流的较少，可能是准备的时间不是很
充分，我会在以后的活动中逐步渗透有关通讯方面的知识，
让每个孩子都有所收获。

科学家乡的桥的教案和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1、通过观察比较，认识并说出球体的主要特征。

2、能找出并说出生活中与球体相似的一些物品。

圆纸片、乒乓球各40各;橡皮泥40块;圆柱体积木、光盘、小



球、弹珠、瓶盖若干。

一、通过对比发现球体可向任何方向滚动。

1、 小朋友你们来看，这是什么?(圆片)今天老师给每个小朋
友准备了一张小圆片，你来玩玩这些小圆片，但在玩的过程
中不能让圆片离开桌面，一会我请小朋友来说一说你是怎么
玩的。

2、幼儿自由操作。

3、 你是怎样玩的?(转着玩的、滚着玩的)怎样滚着玩?(立起
来滚)谁和她的玩法是一样的?"把小圆片立起来他可以朝哪些
方向滚动?(前后，一个方向和与这个方向相反的方向)只能朝
一个方向和与这个方向相反的方向滚，如果不离起来会不会
滚?(不会)师总结：把小圆片立起来他可以朝一个方向和与这
个方向相反的方向滚动。

4、 出示乒乓球：这是什么?他可以向哪些方向滚呢?我也给
每个小朋友准备了一个乒乓球，你来试试，看看乒乓球可以
朝哪些方向滚。

幼儿操作：谁来说说，乒乓球可以朝哪些方向滚动?

师总结：乒乓球及可以朝前滚朝后滚，还可以转着滚，他可
以向任何一个方向滚动。

二、比较乒乓球和圆片，指导球体不管从那一面看都是圆的。

师总结：圆片摸上去扁扁的平平的，所以在摸的时候有一条
楞，乒乓球摸上去鼓鼓的，握住两只手就会撑起来。

2、从不同的角度看乒乓球和圆片在形状上有什么不一样。

师总结：圆片看上去有两面是圆的，但也能看到一条直线，



乒乓球从不用的方向看都是圆形的。

师总结：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像乒乓球这样会朝任何方向滚
动，摸起来鼓鼓的，不管从哪个方向看都是圆形的物体是球
体。

三、联系生活找出并说出生活中与球体相似的一些物体。

2、老师也找了一个，是球体吗?为什么不是球体?

3、你在生活中还见过哪些东西像球体?

四、幼儿操作：制作球体刚才玩具公司的老板给老师都打来
电话，他要生产一批玩具，他想请小朋友帮忙制作一批球体，
请你用橡皮泥来做一做吧。

《指南》之科学领域中强调“在尊重儿童认知发展的前提下
开展数学教育”，对孩子而言行动和经验是学习数学的最佳
手段。本次数学活动是通过孩子的操作，让孩子逐步理解扁
圆形和球体的不同，从而认识球体;在此基础上，又通过分类、
讲讲生活中的事物，扩展了孩子的思维;最后，通过寻找不同
类使活动进入高潮。 在整个活动中，我尊重每位幼儿的人格，
让孩子和我处于平等的地位，让他们尽可能发表自己的意见、
看法。尽管我的语言中不乏信息和技能的讲解传递，但最主
要还是一些试探性的提问和商谈式的建议，目的是为了引出
幼儿自己的探索和表达，而不是制造和控制幼儿的行为。所
以不管是传递、示范还是提问，其目的都在于为幼儿的主动
探究和表达创造积极的条件，营造良好的情绪。

每个活动总有不足之处，在孩子滚动小球时，有的滚到了地
上，于是孩子们高兴地满地跑，现场一时比较骚乱，最后虽
然安静下来但显然孩子们还不尽兴，所以我设想，如果能将
这节课改成室外课，让孩子们玩各种球类物及扁圆的物体，
如体育球类，轮胎，油桶，滚环及各种圆柱体物体，或类似



球体的东西，孩子充分的感受之后，积累的经验会更加扎实
有效，只不过这样需要教师有较强的控制活动的应对能力和
张力，值得尝试尝试。

科学家乡的桥的教案和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1、通过游戏让幼儿初步了解“纸球反弹”是由于空气的流动
产生的。

2、培养幼儿关注周围生活中的科学现象，并有积极探索的欲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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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流活动中能注意倾听并尊重同伴的讲话。

1、长颈瓶若干只、纸球若干。

2、图书(资料室)。

一、玩游戏“吹纸团”引出课题。

1、教师：小朋友们，老师手上有许多的小纸团，想不想来
玩“吹纸团”的游戏呢?

2、让我们每个人拿一个纸团吹吹试试看，有什么发现?(幼儿
操作吹纸团，得出结论：被吹的纸团是向前跑的。)

二、教师提出进一步的疑问，出示细颈瓶，幼儿再次操作。

1、讨论：纸团会永远向前跑吗?(结论：如果前方有障碍，纸
团会停留在原位)



2、幼儿用细颈瓶和小纸团进行第二次操作。

教师：如果把小纸团放在瓶口用力吹，你猜它会怎样?请你们
再来试一试。

三、确立"纸球反弹"的现象。

教师：有答案了吗?小纸团会向前跑吗?会跑进瓶子里去
吗?(结论：如果不倾斜瓶子，小纸团怎么也吹不进瓶子里)

四、查询资料，寻找纸球反弹的秘密。

教师：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去找资料好吗?

教师：这个小实验好玩吗?我们一起把它用图示的方法画下来，
告诉所有的小朋友好吗?

教学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刺激手段。讲授法、提问法刺激听觉
感官，示范法、观看法刺激视觉感官，练习法、游戏法综合
刺激各种感官……因此，教学方式的成败与否，关键是看能
否发挥出它应有的刺激性。

科学家乡的桥的教案和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1、通过探索活动，了解石头的基本特征和用途。

2、能用较完整的语言表达探索过程。

3、引发幼儿对周围石头的兴趣，关心周围的物质世界。

4、培养幼儿动手操作能力，在活动中大胆创造并分享与同伴
合作成功的体验。

5、通过实验培养互相礼让，学习分工合作的能力。



1、每组一份：形状各异的石头;装满水的玻璃缸;内装纸盒、
积木、雪花片、酸奶瓶的小筐;泡沫板、橡皮泥、擦手巾。

2、人手一份：水彩笔。

3、石头制品：石狮子、假山、石茶具、石头画、石臼、石雕
等。

一、引发幼儿探索石头奥秘的兴趣。

带幼儿参观“石头展览馆”，通过看、摸、玩等形式感受石
制品，了解其名称用途，发现它们的共同点(石头制成)。

二、第一次玩石头，初步发现石头的秘密。

告诉幼儿每块石头都藏着许多不同的秘密，以寻找秘密的方
式比比谁找的秘密最多。

1、引导幼儿玩石头，用看、摸、掂、捏、敲、滚等方式从颜
色、形状等方面来感知石头的不同特征。

2、引导幼儿用较完整的语言表达探索过程。

三、第二次玩石头，进一步感受石头特征。

指导幼儿把石头放在水中玩，然后再往水里投入塑料、积木、
纸盒与石头比较，发现问题。

1、启发讨论：玩石头要注意什么?

2、幼儿操作，发现问题。

a、透明的石头在水中变得更透明;

b、有的石头会变色，图案变得更清楚;



c、石头会沉在水底，塑料、纸盒、积木会浮在水面。

3、教师小结(结合幼儿的回答和幼儿一起重复一次实验过程，
并作完整小结)

四、通过谈话、分类等活动深入了解石头。

1、石头的家在那儿?

(江、河、湖、海、沙滩、山上、公园……)

2、石头有什么用途?

(盖房子、铺路、造桥、造假山、制工艺品…)

3、启发幼儿按大小、颜色、形状给石头分类。

幼儿按自己的意愿选择石头进行粘画，并向同伴介绍自己的
作品。

引领幼儿再次深入地进行探索，给幼儿留出探索的余地和延
伸的空间。整个活动，给予幼儿较宽松的氛围，教师只是充
当了活动中的支持者，鼓励者，合作者，引导者，用心倾听
幼儿的表述，并及时的梳理与小结。

科学家乡的桥的教案和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1、初步了解气象于人们生活的关系。

2、学习通过观察天气和温度计做气象记录。

3、有探究气象变化的兴趣个求知欲。

1、提醒幼儿注意近期的天气，能经常听天气预报。



2、纸、笔、幼儿画册第三册p333、天气预报的录像。

1、启发幼儿将自己了解到的近期天气变化情况告诉大家。

2、观看一周天气预报录像。了解一周的天气变化情况。

为什么我们每天要看或听天气预报？

3、学看温度计。

提出问题：人们是用什么方法知道每天不同的气温的？

提供气温表，教幼儿测量活动室内外地气温。

教师根据幼儿报的气温用图示或实物投影仪进行演示。

4、学习记气象记录。

幼儿分组讨论用什么方法将看到的、听到的天气变化记录下
来、学习用图表的形式将观看一周天气预报记录下来。

附：图表

《做气象记录》他主要是让幼儿通过学习观察天气和温度计
来做气象记录。想要给每个小朋友准备个温度计来进行操作
好象不能实现，于是我就将这篇教案来个大整容。

教案涉及到“北京、南京、上海、杭州”这四个地方，小朋
友人不认识这四处地名啊？”“当时候我来给孩子丰富一下，
花点时间让孩子认识一下这四个地名就可以了吧！大班了孩
子的认知能力还是可以的。”我放心地说道让她不用担心这
个。想来想去总认为有点简单，上的时候不要一会儿就上完
了，于是我又选择了几个气象标志，如果真的一会儿就上好，
可以让小朋友认识一些其他的气象标志来充实一下课堂的内



容。

星期五上午展开了实际行动。活动一开始，ppt天气预报录像
的导入，吸引了所有孩子的眼球，孩子们对这个活动的内容
看来还是感兴趣的。当我问到：“为什么要听天气预报
呢？”孩子们各抒己见，争着表达自己的观点。接下来的环
节应验了一句话，“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我觉得这堂课
的最大不足之处是我让幼儿记录的天气地方太多了。因为小
朋友们有的还是不认识这四处地名，他们不知道城市与表格
的对号入座。虽然我在记录前先示范一下记录北京的天气，
其他三个城市让小朋友们记录，但是有的小朋友还是没有对
起来。我觉得如果每个地名上分别标上1、2、3、4，那效果
一定会比现在好的多，或是以图片展示，让幼儿看图片记录
会更好。

另外，幼儿的注意没有成人注意的长，他们听了天气就不会
去听温度，听了温度就忘了天气。所以在记录的时候有的小
朋友喊到我没听到天气，有的小朋友喊到我没有听到温度，
非常乱。这也关系到视频展示时的时间太快，孩子一下子不
能全都记住。因为小朋友记录这一环节超时所以导致下一个
环节不能按计划进行，最终还是无法把“山羊老师”请出来。

科学家乡的桥的教案和教学反思中班篇六

1、在看看、猜猜、讲讲的活动中了解车子是由不同数量的轮
子组成的

2、通过游戏让幼儿知道轮子是可以滚动的

活动准备：

ppt、幼儿带来的各种车子

一、介绍各种不同数量轮子的车



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一个神奇的宝贝，你们知道是谁吗？

（一）出示两只轮子，引起兴趣

1、你们看这是什么？有几只？2、你见过的两只轮子的车吗？
是什么车？

小结：两只轮子的车有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

过渡：还想接着往下看吗？

（二）出示三只轮子

1、你们看这里有几只轮子？ 2、三只轮子是什么车？

小结：三只轮子的是三轮车

（三）出示玩具车

1、这是一辆什么车？这辆车有几只轮子？2、出示四只轮子，
四只轮子有些什么车？

小结：四只轮子的有轿车、警车、消防车、公共汽车等等

二、讲讲玩玩：知道车有了轮子会滚动

1、讨论：为什么这些车都要有轮子呢？

2、你们想不想开开自己带来的车？（幼儿互相介绍自己带来
的车有几个轮子）

3、幼儿开开自己的车，开完后将车按轮子数量放进不同的停
车场

总结：原来我们刚才看见的车和你们玩的车都是有不同数量



的轮子组成的，有了这些轮子车才可以在马路上开。

你们玩得开心吗？还有很多宝贝也想出来和你们见见面，我
们请他们出来好吗？

1、你见过这么多轮子的车吗？

2、平时请你们爸爸妈妈带你们一起找找看哪些车有这么多的
轮子，好吗？

科学家乡的桥的教案和教学反思中班篇七

1、通过体验，理解牙齿的切、撕、磨。

2、初步认识牙齿，了解牙齿的名称和部位。

1、大嘴巴一个、小嘴巴每组一个、食物模型若干。

2、牙签、苹果片(每幼儿2片)。

3、vcd动画片、牙齿模型两个、(门牙、尖牙、磨牙)三种牙齿
的图片。

导入：今天，老师邀请了几个特殊的好朋友和你们来玩，我
们看谁先来了?(牙宝宝)(出示动画)牙齿是干什么用的?(吃东
西)

一、通过体验和观察来认识牙齿。

(请幼儿品尝苹果片并引导幼儿回答)

1、你是用了哪些牙齿把苹果咬下来的?我们叫它什么牙
呢?(门牙)门牙长在哪里?



2、我们用了哪些牙齿把苹果嚼碎的?我们叫它什么牙?(磨牙)
磨牙长在哪里?

(请幼儿模仿吃鸡腿)

二、在游戏《猜猜我是谁》中，加深对牙齿的初步认识。

小朋友，猜猜我是谁，我住在嘴巴的中间，长得方方的(门
牙);我长得尖尖的，住在门牙的两边(尖牙);我长得比较大，
住在嘴巴的最后面(磨牙)。

三、创设情境，激发幼儿制作兴趣。

(出示大嘴巴)“嗨，小朋友，你们好啊!我是大嘴巴，你们瞧，
我有一口健康的牙齿，我的牙齿像一部切碎机，我每天要吃
许多东西，喳喳喳，瞧我的牙齿多厉害呀!我饿了，请小朋友
给我拿东西吃吧!”请幼儿给它喂食。

小嘴巴也饿了，它非常想吃东西，可没有牙齿，我们快动手
给它装上牙齿吧!

四、幼儿分组给小嘴巴制作牙齿并请幼儿给它喂食。

1、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牙齿对我们很
重要。怎样保护牙齿?

2、自由表演音乐动画《刷牙歌》

在幼儿的科学活动中，我们应该加强对幼儿思维能力的培养，
增强他们的独立性、探索性，使幼儿把学习任务放到完整的
环节中去完成，真正掌握科学知识，走进科学，也让科学之
光，能照亮孩子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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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thanksgiving day！——“感恩你我，真情成长”

了解感恩节的由来，将感恩的种子播撒在幼儿的心田。

了解节日的来历，知道节日的日子及习俗，乐于参与节日的
活动。

愿意积极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1、老师准备苹果、葡萄、食物火鸡的图片。

2、每位小朋友准备卡纸一张和12色绘画水彩笔。

1、感恩节的由来。（幼儿教师可根据自己的理解，以故事的
方式给小朋友们讲述什么是感恩节。）感恩节
（thanksgivingday）是美国和加拿大共有的节日，由美国人民
独创，原意是为了感谢上天赐予的好收成、感谢印第安人的
帮助。

1620年，一些英国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
去美洲寻求宗教自由。他们在海上颠簸了两个月之后，终于
在酷寒的11月里，在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登陆。

在第一个冬天，半数以上的移民都死于饥饿和传染病，危急
时刻他们得到了当地印第安人的帮助，活下来的人们在第一
个春季即1621年开始播种。整个夏天他们都热切地盼望着丰
收的到来，他们深知自己的生存以及殖民地的存在都取决于
即将到来的收成。最后，庄稼获得了意外的丰收，为了感谢
上帝赐予的丰收，为了感谢印第安人的帮助，举行了3天的狂
欢活动。从此，这一习俗就此沿续下来，并逐渐风行各
地。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宣布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为
感恩节。感恩节庆祝活动便定在这一天，直到如今。



2、引导小朋友理解感恩节的意义，懂得感谢父母、尊重他人。

3、老师总结感恩节习俗。

感恩节庆祝模式许多年来从未改变。丰盛的家宴早在几个月
之前就开始着手准备。人们在餐桌上可以吃到苹果、桔子、
栗子、胡桃和葡萄，还有葡萄干布丁、碎肉馅饼、各种其他
食物以及红莓苔汁和鲜果汁，其中最妙和最吸引人的大菜是
烤火鸡（roastturkey）和南瓜馅饼(pumpkinpie），这些菜一直
是感恩节中最富于传统和最受人喜爱的食品。

4、以感恩节食物为背景，引导小朋友制作感恩卡片：画上父
母、小朋友、苹果、葡萄和火鸡。

5、展示感恩节卡片，教师总结。

通过这次活动，我觉得利用好一些节日来进行教育活动能起
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现在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由于是家里的
“唯一”，身上免不了有些不良习性，只靠日常的教学活动，
或者老师的言语教导来实施教育是不够的，教育效益也不一
定高，所以结合好的节日来进行，教育效益就大大提高了。
而作为教师本身，要充分考虑利用的方式方法，以达到最佳
效果，同时通过每一次的活动，进一步的学习，提升自己的
专业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