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科学探究活动教案水的秘密
的活动难点(优秀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
么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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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科学探究活动教案水的秘密的活动难点篇一

1.引导学生观察万花筒中的图案，学生能观察并描述出其图
案的特点。 2.学生能用绘画、剪纸、拼贴等方法画出或做出
类似于万花筒的图案。3.了解万花筒的成像原理，并能主动
地运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变现。 教学准备：

学生：水彩笔、彩色纸、剪刀等

教师：万花筒、彩色纸、剪刀、胶棒等 教学重点：

引导学生欣赏万花筒中的美丽图案，体会其形式美感，并能
用中心对称的方式创作表现。 教学重点：

学生充分体会三棱镜反射产生的奇妙现象，欣赏万花筒中的
美丽图案，体会其形式美感。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引导阶段

(二)发展阶段

1.分组将各自在万花筒中看到的图案简单的画一下。



2.展示各组的作业，并引导学生观察万花筒的花样是如何对
称的。放课件引导学生观察万花筒中最亮的那个六角形图案，
它是由六个三角形组成的，其中只有一个三角形的花样是真
实的，其余五个都是镜子反射出来的，它们都是相同的并且
围绕一个中心点对称。

3.教师示范万花筒图案的绘制方法：(1)画基本形;(2)画细
节;(3)涂色完成。

(三)学生实践

1.通过采用绘画的方式，创作出各种万花筒的图案作品。 2.
教师巡视指导。

(四)展示与评价阶段

1.学生展示创作的图案作品，介绍自己的创作意图，体现创
作的成就感。 2.学生评价，教师点评。

(五)课后拓展

在万花筒中最亮的那个六边形图案的外边，还有无数个三角
形花样，所以，我们才叫它万花筒。不同的学生看万花筒，
得到的感觉也不一样。建议学生试着用多种外形来概括万花
筒图案的形状，表现它的缤纷。

第二课时

1.了解万花筒的内部构造，了解万花筒是利用三棱镜的成像
特点，通过光的反射产生影像的原理。

2.学生选择万花筒中某一图案，简单画一画。并把画的图案
分组观察交流。总结出万花筒图案中心对称的特点。

3.欣赏万花筒图案，感受其形式美感。



(二)发展阶段

1.教师采用剪纸的方法，师范制作出简单的中心对称图案。

2.学生观察总结表现方法：(1)对折，找到中心点;(2)剪出图
案;(3)打开后成形。

3.启发学生在自己剪出的简单图形上，运用绘画、剪贴等方
式进行再加工，使万花筒的图案更加丰富。

(三)学生创作

1.学生独立地运用剪纸、拼贴和添画的方法，创作出丰富多
彩的万花筒图案。 2.教师巡视指导。

(四)展示与评价阶段

1.学生展示创作的图案作品，介绍自己的创作意图，体会创
作的成就感。 2.学生评价，教师点评。

(五)课后拓展

展示中心对称的形式在美术领域的运用，如标志设计等。

(六)收拾与整理阶段

引导学生整理好制作工具和材料，注意环境卫生。

中班科学探究活动教案水的秘密的活动难点篇二

活动目标：

1、 观察蜗牛的外部特征，了解蜗牛的生活习性和运动方式。

2、 饲养蜗牛，了解蜗牛喜欢吃的食物。



3、 养成善于观察小动物的习惯。

活动准备：

1、 玻璃板、木板、木棍、放大镜。

2、 米粒、树叶、菜叶、西红柿。

3、 蜗牛、螃蟹、乌龟。

活动过程：

1、 以谜语形式引出课题：没有脚、没有手、背着房子到处
走，有谁把它碰一碰，赶紧躲进房里头。

2、 观察蜗牛

(1) 用放大镜观察蜗牛的外形，说出其特征。

(2) 认识蜗牛的触角、头、壳和腹足，知道蜗牛是世界上爬
行最慢的动物，也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

(3) 用手触摸蜗牛的身体和壳，看看有何反应。

(4) 将蜗牛分别放在木板和玻璃板上爬行，让幼儿观察会留
下什么。

(5) 让幼儿从玻璃般的背面观察蜗牛的身体。

(7) 让幼儿自由的观察，引导幼儿创造出更多的观察方法。

3、 游戏《赛跑比赛》

将小蜗牛、小乌龟、小螃蟹放到木板上，观察他们的爬行速
度及身后是否有爬行的痕迹，让幼儿知道蜗牛在他经过的地



方都会留下一条白色的痕迹，那是为了前进时减少摩擦而分
泌的黏液。

4、 喂蜗牛

鼓励幼儿用米粒、树叶、菜叶、西红柿等喂蜗牛观察一下他
们爱吃什么?

5、 活动延伸

和幼儿一起讨论饲养蜗牛的条件。

中班科学探究活动教案水的秘密的活动难点篇三

1、 初步感知蜗牛的外形特征和生活习性。

2、体验观察蜗牛的快乐，萌发关注、喜爱蜗牛的情感。

活动重点

感知蜗牛的外形特征和生活习性。

活动难点

感知蜗牛的外形特征和生活习性。

活动准备

活动前经验的获取：寻找蜗牛大行动；蜗牛实物及挂图；观
察记录表

活动过程：

1、 分享交流寻找蜗牛的经验



你和爸爸妈 妈去哪里找蜗牛的？找到了吗？你找到的蜗牛是
什么样的？

2、 观察蜗牛的外形

分组观察，并通过讨论、交流、探索，了解蜗牛的外形特征。

提问：蜗牛的什么是什么样的？

蜗牛的壳像什么？

请你碰碰蜗牛的触角，你发现了什么？

蜗牛的身体是什么颜色的？

小结幼儿的观察发现。

3、 谈话了解蜗牛的生活习性

4、进一步探索，感知蜗牛的生活习性。

教学反思：   

孩子们事先了解了小蜗牛的主要特征，知道了它是用腹足爬
行的，当下雨或遇到危险时小蜗牛会把自己缩在壳里。《蜗
牛的秘密》这一活动正是让孩子们进一步了解小蜗牛的生活
习性。整个活动我通过捉蜗牛、观察蜗牛等多种形式来认识
蜗牛，以教师的启发引导和幼儿的主动学习为主，把教学合
理地统一起来，在教学过程中启发幼儿创造更多的观察方法。
为了让幼儿观察更清晰，我请幼儿观看我事先找好的介绍蜗
牛的视频，然后我去结合图片作进一步的知识经验的提升，
使学习不显得枯燥，更具形象生动性。

在教室里观察小蜗牛的活动中，小朋友显得很兴奋，分好了
小蜗牛后我让孩子们仔细的看了小蜗牛的爬行。有的幼儿发



现小蜗牛是靠全身的蠕动在爬，有的幼儿说小蜗牛是不动的，
只会在壳里呆着。有的小朋友说蜗牛背着壳爬行真是累啊！
蜗牛爬行时是一个全身运动，强度有点大。我组织幼儿观察
学习蜗牛是如何爬行的，活动中是让孩子们分组进行的。刚
开始时，由于初次接触这种爬行方式，大家都觉得好玩，通
过这样这一节观察小蜗牛的课，使孩子的情绪得到很好的发
展，同时也发展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中班科学探究活动教案水的秘密的活动难点篇四

四月的春季气候温润，阴雨天过后，自然角里多了几只蜗牛。
"哇，蜗牛"好玩死了！""那个那么大，这个只有这么一点点
小！""它缩进去了。""它的触角也缩进去了。"孩子们你一言
我一语地讨论着。蜗牛的出现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和关注，
只要在户外发现一只蜗牛，他们就会围在一起看，并指指画
画地说着关于蜗牛的事情。有的幼儿回家之后，还会从父母
那里了解一些关于蜗牛的知识，来分享给大家。顺着孩子们
的兴趣与探究欲望，我紧紧抓住身边的资源，开展了本次科
学活动。幼儿科学活动不仅仅是科学经验的获得途径，更可
以让幼儿通过自身的感知、操作、发现来探究、关注自然，
萌发好奇心，对科学探索产生兴趣，并积累一定的科学经验
和研究方法。因此本次系列活动特别注重幼儿的亲自操作、
自我发现和及时的总结与讨论，旨在让幼儿在探究和总结中
感受发现的乐趣，并学会从总结和讨论中不断发展。

二、活动目标：

1.探索、发现蜗牛的身体特征、了解蜗牛的生活习性。

2.能大胆地用较完整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发现，并乐意与同伴
分享。

三、活动准备：



1.蜗牛、玻璃片、放大镜、青菜人手一份。

2.有关蜗牛的图片、视频。

3.大记录纸一张、记号笔一支。

4.课前让家长带孩子寻找蜗牛并带到幼儿园；

四、活动过程：

1. 分享交流寻找蜗牛的经验。

提问：你在哪里找到了蜗牛？

教师小结：菜叶上、石头缝里、泥土里、枯叶堆里都能找到
蜗牛，原来蜗牛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在那里总能发
现蜗牛。

2.结合自身经验说说对蜗牛的认识。

出示大记录纸

提问：你知道关于蜗牛的哪些知识？

根据幼儿的回答进行简笔画记录

教师小结：蜗牛有两对触角、柔软的身体上背着一只漂亮的
壳······

3.通过讨论、交流、探索进一步认识蜗牛。

·讨论：你还想知道有关蜗牛的哪些知识？

教师介绍实验工具



·幼儿分组观察蜗牛，能轻声地与同伴交流自己的发现。

·集体交流分享，鼓励幼儿大胆用完整的语言讲述自己的发
现。

师：你找到了哪个问题的答案？

你发现蜗牛的眼睛长在哪里？    它的嘴巴在哪里？

结合课件验证蜗牛的外形特征。

教师小结（根据幼儿观察后的回答）：蜗牛有两对伸缩自如
的触角，长的那对触角上有眼睛，短的触角是用来找食物的，
每只蜗牛贝壳上的花纹都不一样，蜗牛爬过后会留下一条粘
液可以使蜗牛足部保持湿润，以免在爬行时把“脚”磨坏。

欣赏蜗牛图片，丰富相关知识

·蜗牛是世界上爬行最慢的动物，也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
物。

·原来蜗牛不但要冬眠，还要夏眠等。

5.延伸活动

设问：是不是蜗牛，吃进去红我的食物拉出来的是红色的便
便。

中班科学探究活动教案水的秘密的活动难点篇五

2、   体验观察探究蜗牛的快乐，萌发关注、喜爱蜗牛的
情感活动重点自主观察探索，了解蜗牛的外形特征活动难点
通过实验操作，感知幼儿的生活习性活动准备1、关于蜗牛的
视频和图片。



2、蜗牛、青菜等活动过程教学反思活动环节预设时间一、分
享交流寻找蜗牛的经验

提问：你见过蜗牛吗？你是在哪里看到蜗牛的？你见过的蜗
牛是什么样的？

二、观察蜗牛的外形

2、   教师小结：蜗牛背上有一个壳，头上有触角，眼睛
长在触角上，身体是软软的，有点透明。

三、谈话了解蜗牛的生活习性

讨论：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蜗牛的？蜗牛喜欢生活在什
么地方？蜗牛喜欢吃什么？

四、教师结合资料，向幼儿进一步介绍蜗牛

五、进一步探索，感知蜗牛的生活习性

6分钟

5分钟

6分钟

在教学引入环节中，我首先让幼儿对已获得的经验进行分享
交流，当激发起幼儿学习兴趣时，马上进入主题。为了让幼
儿观察更清晰，我请幼儿观看我事先找好的介绍蜗牛的视频，
然后我去结合图片作进一步的知识经验的提升，使学习不显
得枯燥，更具形象生动性。

在这节课快结束的时候，幼儿针对蜗牛是害虫还是益虫的问
题发生了分歧。于是，我请幼儿回家自己做实验来进一步探
究，将课堂内容很自然地延伸到课外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