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科学好玩的磁铁教案及反思(精
选6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优秀的
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
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班科学好玩的磁铁教案及反思篇一

1.了解鼻子的作用及重要性，知道要保护自己的鼻子。

2.能根据闻到的气味辨别物体，或找到气味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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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用语言、符号等多种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香水 醋

一、开始部分

1.出示香水，引导幼儿闻气味

二、基本部分

1.引导幼儿寻找气味来源，鼓励孩子大胆说出。

2.引导孩子分辨气源，知道卫生间的名称及位置。

3.引导孩子闻不同物体，并说出味道。



4.引导幼儿知道要保护自己鼻子，以及安全闻气味的方法。

三、结束部分

到处去闻一闻，说一说自己闻到的气体。

活动结束后，我反思到这节课有着不足的地方，魏老师的点
评更是让我茅塞顿开，这节课我应该让孩子多说（放开让孩
子说）多做 多练（说完让孩子练习体验），老师不要限制包
办，在第二个环节让孩子闻气味中，我就应该顾及到每个孩
子，让他们都闻一闻，说一说。在课前准备所需东西时也要
考虑到是否每个孩子都能操作到，操作的材料要丰富。在教
育孩子保护鼻子的环节中，我应该让孩子们去思考，让孩子
们去说一说结果。科学是比较严谨的，一定要让孩子先猜想
在验证。

小班科学好玩的磁铁教案及反思篇二

一、目标：

（1）幼儿观察周围常见得自然物（动、植物和无生命物质）
的特征，获取粗浅的科学经验，它们与幼儿生活、与周围环
境的关系。

（2）幼儿观察周围常见自然的特征，获取粗浅科学经验，并
感受它们和幼儿生活的关系。

（3）幼儿观察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触的人造产品的特征及用途，
获取粗浅的科学经验，感受它们给生活带来的。

2、方法技能

（1）帮助幼儿感官在感知中的作用，学习使用感官感知的方
法，发展幼儿的感知能力。



（2）帮助幼儿或两个特征从一组物体中挑选出物体并归为一
类的分类方法。

（3）帮助幼儿目测等简单方法物体的形状大小和的差别。

（4）幼儿能用词语或简单的句子描述事物的特征或的发展，
与同伴、教师交流。

（5）帮助幼儿学习使用日常生活中常用科技产品的简单方法，
简单的制作活动。

3、情感

（1）激发幼儿对周围事物的好奇心，使其乐意感知和摆弄能
够直接接触到的自然物和人造物。

（2）使幼儿萌发自然和制作活动的兴趣。

(3)使幼儿喜爱动植物和周围环境，并能在成人的感染下出、
爱护周围事物的情感。

1、应用操作法让幼儿，是摆弄、操作事物材料来学习。除此
之外，还运用观察法、实验法、游戏法、讲解演示等方法。

2、运用集体教学有目的、有计划的对幼儿施加。

3、教师为幼儿创设宽松的环境，科学活动的材料，引发幼儿
好奇心，让幼儿自选操作活动。

4、把教育活动和幼儿的生活紧密的起来。

三：活动内容安排

周常规



周玩具真好玩

第五周找春天

第七周美丽的蝴蝶

第九周它是谁的宝宝

第十一周小兔乖乖

第十三周糖怎么不见了

第十五周吹泡泡

第十七周手电筒亮起来

第十九周下雨了

十周复习

小班科学好玩的磁铁教案及反思篇三

观察生与熟食物，发现生与熟的不同。

增进幼儿对食物的煮熟过程的了解，激发幼儿的好奇心。

1、 生的河虾、鸡蛋、速冻汤圆、饺子、发面团若干，熟的`
河虾一盘。

2、 小电饭煲2~3只。

1、小朋友，过春节的时候，你们在家吃到过哪些好吃的菜？

2、你看过妈妈烧菜吗？说说生的菜和熟的菜有什么不同？
（请幼儿举一种菜的例子给予说明）



1、出示一盘生河虾和熟河虾，让幼儿区分生和熟。

说说哪一盘是生河虾，哪一盘是熟河虾呢？

你是怎么看出（判断）生和熟的？生河虾和熟河虾有什么不
一样？（熟的虾颜色是红的，有香味道又鲜）果真吗？老师
来煮一煮试试。（教师把生河虾放在电饭煲里煮一煮，看一
看外壳有什么变化）

闻一闻、尝一尝、说一说生河虾、熟河虾的不同。

2、让幼儿观察汤圆和饺子生熟的变化。

将电饭煲中的水烧开，分别放下汤圆和饺子，观察这时候的
汤圆和饺子是怎样的？（沉在下面，是生的）烧着烧着汤圆
和饺子怎么样了？（浮起来了，熟了）

闻一闻、尝一尝、比一比生汤圆、熟汤圆、生饺子和熟饺子
的不同。

请一部分幼儿揉发面、做成小面包样，一部分幼儿打蛋浆。
（教师事先把蛋打在盆子里，再让幼儿舀到小碗里，把蛋黄
打散）活动中提醒幼儿注意安全。

教师把幼儿做好的生面包和生蛋浆放进电饭堡里蒸，留下一
些生的面包和蛋浆

看一看、闻一闻、尝一尝、比一比生面包和熟面包、生蛋浆
和蛋羹的不同。

为什么有些东西要烧熟了才能吃？



小班科学好玩的磁铁教案及反思篇四

今年的元宵节正好在刚开学不久，所以趁着年味还没散尽，
孩子们还沉浸在过年的氛围中时，我们便乘热打铁，在班级
开展了一次“搓元宵”的半日活动。本次的活动领域虽然是
科学，但是我们把这一个科学活动内容扩充，组织成一个半
日活动，先让孩子们通过图片和老师的讲述让孩子们对元宵
节这一传统节日有一个认识，然后再让孩子们一起参与搓元
宵的制作过程，我们还请成人一起参与制作有馅儿的元宵，
再帮助孩子们把元宵煮熟，让孩子品尝到自己亲手制作的元
宵。经过这次《搓元宵》的半日活动，我们发现孩子们非常
喜欢这类活动，整个活动的效果也非常好，以下是我整个活
动后的一些感悟：

元宵节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在元宵节这一天人们要
放鞭炮、赏花灯、吃元宵，对于第一项放鞭炮活动，孩子们
很熟悉，所以不必花很多时间解释；第二项赏花灯活动，对
于一些平时生活经验就比较少的幼儿来说就有点不清楚，我
出示一些花灯图片，然后对幼儿解释为花灯就是装饰好的漂
亮的灯笼，幼儿一下子就明白了；最后一项吃元宵活动，有
大部分幼儿是不知道“元宵”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的孩子
大多数都是南方人，南方人不说元宵，而是吃的汤圆，所以
他们对元宵比较陌生，而“汤圆”就比较熟悉，而且元宵和
汤圆一样都是糯米粉做的，都蕴含着团团圆圆的含义，所以
为了让孩子们比较容易记忆，我们在活动中一直把元宵叫做
汤圆。

活动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在搓元宵的过程中，初步了解元宵
的制作过程和煮熟后元宵所发生的'变化。所以我们在活动中
请保育员阿姨示范如何制作汤圆之后，请孩子们亲子动手制
作汤圆，在搓汤圆之前先让孩子们观察糯米粉到面团再到汤
圆的变化过程。了解之后再请孩子们亲自动手制作，最后请
孩子们观察保育员阿姨用电饭煲把汤圆煮熟的过程，让孩子
们观察汤圆从生到熟的变化过程。让孩子们亲身经历汤圆从



生的糯米粉到熟的汤圆的变化。

由于面团揉的时候有点干，汤圆制作好了不是太光滑，再经
过水的一煮，有些汤圆就裂开了，这时候我就提出了疑问：
为什么汤圆裂开来了？孩子们就七嘴八舌地开始议论
了：“可能阿姨戳破了；煮烂了；没有包好……”我都肯定
了孩子们的回答，然后再把真正导致汤圆裂开的原因说出来，
就是因为揉糯米粉的时候水放少了的缘故。水的多少会影响
面团的柔韧度的，水多水少都不好，水量要适中。整个活动
中我没有刻意地去教授孩子科学知识，而是通过孩子们亲身
经历很自然地就掌握了元宵的制作过程和从生到熟的变化过
程。

因为我们班的陆子轩奶奶在小学食堂工作，所以我们邀请了
陆子轩的奶奶到班级里帮助我们制作有馅儿的汤圆。有了陆
子轩奶奶的帮助我们班的糯米粉很快就揉成面团了，之后再
请她和保育员阿姨一起来教小朋友搓汤圆，小朋友的兴致就
更高了。在陆子轩奶奶的帮助下，我们还制作了豆沙馅的汤
圆。有了陆子轩奶奶的参与，整个活动顺利了许多，同时也
让陆子轩觉得奶奶很厉害，增进了他们的亲子情感。

小班科学好玩的磁铁教案及反思篇五

本次的集中教育活动我是围绕预设的目标: 一是通过活动，
引导幼儿了解苹果和梨的名称、外形特征及颜色；二是培养
幼儿良好的卫生习惯而开展的。

一、在第一个环节中我借助两种颜色的水果图卡让幼儿
玩“摘果子”，然后把手中的图卡贴到在班级的墙壁上相对
应的苹果树和梨树上的游戏， 巩固幼儿对黄色和红色的认识
与颜色的分类。这时，孩子的个体差异便被显露出来，有的
幼儿能够把采摘到的水果送回贴到各自的果树妈妈身上，有
的幼儿摘到了图卡却不懂得贴在相应的果树妈妈身上。我及
时利用这个机会对幼儿进行个别指导，使幼儿在自身能力水



平上有了一定的提高。

二、在“认识水果”主题活动的预设中，我以为认识苹果和
梨对于小班孩子来说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但是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却发现，很多幼儿把形状说成颜色，他们有的想到什
么就说什么，还有的则跟着前面的孩子怎么说就怎么说。于
是我根据小班幼儿具有直观形象的年龄特点，采用层层递进
的教学模式----首先组织游戏“摘果子”，帮助幼儿认识红、
黄两种颜色。其次出示苹果和梨两个实物引导幼儿观察，认
识水果的颜色、名称和外形特征。最后让幼儿品尝苹果和梨，
感受两种水果的味道。在活动过程中，我班幼儿都能够说出
苹果形状圆圆的，梨子上面尖尖的，下面大大的。苹果是红
色的，梨是黄色的。

三、活动结束了，幼儿对活动产生了兴趣、在活动中，孩子
的愉悦情感得到了满足，多数孩子能说出两种水果的颜色、
形状以及味道，但给予我思考的却还有：

1、小班孩子对普通话还不是很敏感，因此需要给予孩子普通
话语言环境的熏染。因为普通话与家乡方言之间的转换总会
浪费老师课堂上较多的时间。

2、在活动中教师的组织语言和评价语言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
推敲，这样才能在以后的课堂教学中更加机智自如地应对。

小班科学好玩的磁铁教案及反思篇六

1、复习巩固3以内的数，学习颜色与实物数量的匹配。

2、能在集体面前大胆讲述，感受活动带来的快乐。学习分享。

音乐《办家家》、《新年好》

小熊一家的图片，红绿黄三种颜色标记。



实物：（红）：樱桃番茄、草莓、枣子。（黄）樱桃番茄、
橘子。（绿）黄瓜、绿樱桃。

（一）、谈话：新年快要到了，小熊一家想做一锅美美的五
彩汤，去送给朋友们分享。一大早，它们全家就忙开了。

（二）、瞧：爸爸出来了。（出示爸爸的图片），音乐《办
家家》，幼儿跟老师律动。

看看爸爸要做什么呀？出示：绿标记。

原来爸爸要找一个绿绿的好东西，做绿绿的汤。

教师示范（拿只小碗，边找边说：找呀找，找呀找，找到一
个绿绿的黄瓜。舀起来，放到小碗里，送到爸爸的大锅里。）

再请一个幼儿示范一次。老师强调：只要找一次就行了。

提问：爸爸还会去找一个绿绿的什么放到大锅里？

幼儿交流：找一个绿绿的青菜、找一个绿绿的樱桃。。。。。
。。。

那我们就一起帮爸爸去找一个绿绿的好东西吧。幼儿操作，
找好后倒到爸爸的大锅里。

总结：爸爸找了什么？（师幼一起说）

过渡：爸爸做好了绿绿的汤，干活去了。可五彩汤还没好呢？
怎么办？谁来做？

（三）、引出妈妈。（图片）音乐、律动。

猜猜妈妈要做什么汤？出示：红标记



红红的好东西有什么呀？幼儿交流：红红的苹果，红红的番
茄，红红的草莓

妈妈做的红红的好东西有几个呀？（2个）

幼儿帮妈妈找两个红红的好东西，边找边说儿歌。找好倒进
妈妈的大锅里。

总结：妈妈找了什么？（幼儿一起说）

过渡：妈妈做好了红红的汤，洗衣服去了。五彩汤还没好呢，
怎么办？谁来做？

（四）、引出宝宝。（图片）音乐、律动。

猜猜看，宝宝要做的是什么汤？引出：黄黄的

黄黄的好东西有什么呀？幼儿交流。宝宝要做几个黄黄的好
东西？

幼儿自己找，边找边说。

总结：请幼儿说说宝宝找到了黄黄的什么？

师幼一起制作五彩汤：五彩汤，五彩汤，加点绿绿的黄瓜。

五彩汤，五彩汤，加点红红的番茄。

五彩汤，五彩汤，加点黄黄的橘子。

……

（师幼一起把三锅汤合并成一锅五彩汤）

搅一搅，拌一拌，看一看。五彩汤好了吗？还想加点什么吗？



（加点好吃的饮料吧）

请幼儿一起参与加水、加橙汁的过程。

（五）、搅一搅，再拌一拌。拍手，五彩汤好了！幼儿品尝。

美美的五彩汤，一个人吃不香，大家吃才香。我们还有好多
碗，好多勺子。去请别的小朋友一起来分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