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科学观察活动教案(实用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优秀
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班科学观察活动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幼儿通过自得尝试活动，正确说出嘴巴、眼睛、耳朵、鼻
子、眉的名称和数量，了解它门在头上的位置。

2、知道眼、耳、嘴、鼻、眉的用途。

3、教育幼儿要保护好眼、耳、鼻、嘴、眉这些器官。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活动准备：

1、男孩头像一幅，眼、耳、口、鼻的器官贴绒，娃娃脸每人
一张。

活动过程：

一、利用男孩头像向幼儿介绍嘴巴、眼睛、鼻子、耳朵、眉
的名称、数量及位置。

1、幼儿看头像正确说出眼、耳、鼻、嘴、眉的名称及数量。



2、告诉幼儿眼、耳、鼻、嘴、眉在头上的位置。并念儿歌：

鼻子鼻子本领大，长在脸的最中央。

鼻子上面是眼睛，鼻子下面是嘴巴。

耳朵耳朵最听话，长在我的头两旁。

二、找一找

1、教师说出五官的名称，引导幼儿在自己的脸上找出来。

2、用手指一指，还可以在自己的好朋友脸上找一找。

教师小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眼睛，两只耳朵，一张嘴
巴，一个鼻子，一对眉毛；眼睛里有眼珠子，嘴巴里有牙齿
和舌头。

三、让幼儿知道眼睛、耳朵、鼻子、嘴巴的作用，并重点了
解鼻子的用途。

1、通过尝试，教师喷香水，让幼儿闻一闻，知道鼻子可以闻
气味的。眼睛是用来看东西的，嘴巴是用来说话和吃东西的，
耳朵是用来听声音的，眉毛具有美容和表情作用，能丰富人
的面部表情，双眉的舒展、收拢、扬起、下垂可反映出人的
喜、怒、哀、乐等复杂的内心活动。

2、幼儿尝试告诉别人：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是人
体上最重要的器官，缺少了哪一样都是不行的。如果没有了
眼睛我们就什么也看不见；如果没有嘴巴就不能吃东西，不
能说话；没有鼻子我们就什么气味也闻不到；没有耳朵我们
就什么声音也听不到。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保护好自己的
眼睛、耳朵、鼻子、嘴巴。

3、让幼儿了解如何保护五官。



（1）吃完东西要漱口，不乱吃脏东西。

（2）看电视不能靠得太近，有灰尘或沙子进入眼睛不能用手
搓。

（3）不能用手勾鼻子、

（4）在日常生活中，不把小豆子放入耳朵、鼻子里；不玩尖锐
（刀子，剪子）的东西，以免刺伤眼睛。

四、竞赛游戏：指五官，即教师提问：鼻子在那里？（眼睛、
耳朵、嘴、脸）孩子边说边指出来。还可以玩“看谁指得
快”的游戏，即教师快说，孩子快指。或者让孩子自由组合，
一个孩子说，另一个孩子指。

五、贴五官。

2、分别出示单个五官的图片，请幼儿试着说出名称，并尝试
贴到图画正确的位置（可反复进行）

3、鼓励能准确读出五官名称并贴到正确位置上的幼儿，帮助
遇到困难的幼儿。

4、请孩子在图上粘贴好五官。

活动反思：

这节课目的是让幼儿认识五官，了解五官的具体作用，同时
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活动一开始，我说“昨天有位大哥哥
照了张相，他想考考你们，瞧他圆圆的.脸上都长了些什么”？
一开始就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然后我利用男孩头像向幼
儿介绍嘴巴、眼睛、鼻子、耳朵、眉毛的名称，数量及位置。
第二个环节是手指游戏《找五官》，幼儿用食指指着自己的
鼻子，我说：“鼻子鼻子嘴巴，孩子的食指快速地从鼻子上



移到嘴上（眼睛，眉毛，耳朵等），孩子们玩的很开心。第
三个环节是通过听声音、闻香水、品尝食物、看图片来了解
五官的具体作用。然后我总结：我们每个人都有二个眼睛，
二只耳朵，一个嘴巴，一个鼻子，眼睛里有眼珠，嘴巴里有
牙齿和舌头，它们是人体上最重要的器官，缺少了哪一样都
不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保护好自己的五官。活动的最后
是贴五官，我为幼儿准备了五官的图片，让幼儿通过动手操
作从而巩固五官的正确位置。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完成了
作品。瞧他们拿着作品得意的在照相时，我想这几天的努力
总算没白费。当然这节课的不足之处是我的普通话不太标准，
我要继续努力，争取在以后的工作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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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科学观察活动教案篇二

1、了解线是怎样纺出来的。

2、了解古代与现代纺车的不同，体会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

3、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



各种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线若干，关于纺线的视频、古代
的纺车、棉花若干、不同颜色的染料。

重难点：了解线是怎样纺出来的'。

一、探索不同的'线，导入活动。

出示各种不同的线，请幼儿自由观察，自由探索。

师：“小朋友，你最喜欢哪几条线？”（幼儿自由发言）

师：那你们知道这些线是怎样来的吗？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吧！”

二、出示视频：现代机器纺线工作的过程。

与幼儿一起观看，边看，教师边介绍，让幼儿了解现在先进
的纺线过程。

教师：把棉花弹弹，去掉杂物，弹的蓬松，细软，把棉花搓
成大拇指粗细一尺余长的纺条，再用纺花车纺成线，然后，
经过经线、浆线、晒线等多道工序，最后上织布机。

三、请幼儿观看古代的纺车。

师：刚才，我们一起观看了现代机器纺线的的工作过程，现
在请小朋友看这里。

教师出示纺车，做详细介绍，让幼儿了解。

教师边操作边介绍纺车，使幼儿进一步了解古代纺线的过程。

鼓励幼儿也试一试，这种纺线的方法。

四、我是小小纺线师。



出示棉花，请幼儿互相讨论，怎样将棉花变成线。

幼儿按照自己想的办法动手操作实验，教师进行小结，鼓励
幼儿再想办法，幼儿多次操作实验。

（经过师幼多次动手操作实验，终于将棉花搓成了线。）

五、五彩线。

幼儿自由选择喜欢的染料，为自己搓好的线，染上漂亮的颜
色。

六、请幼儿把五彩线拿到户外晾晒。

鼓励幼儿用五彩线粘贴出各种有趣的图形。

小班科学观察活动教案篇三

1、知道地球是人类和动植物共同的家园，了解人与环境的依
存关系。

2、初步了解地球目前所遭受的人为破坏及其严重后果。

3、了解垃圾分类的方法。

4、进行环保宣传的行动。

5、培养探索自然的兴趣。

1、《爱护我们的地球》ppt、《水危机》视频。

2、环保宣传签名海报。彩笔若干。

3、供孩子分类的多种"垃圾"。



4、"环保小卫士"的爱心贴纸若干。

（一）欣赏地球美丽的风景。

1、欣赏电动地球仪和地球上美丽风景的图片。

2、看了这些图片你感受到地球上那些地方是很美的？

3、观看课件，了解地球是人类和动植物共同的家园、

（二）继续观看课件，了解地球正在遭受的种种危害。

1．地球怎么了？（土地、森林、海洋的变化）

2、生病的地球遇到的灾难。

3．是什么让地球变成这样的？了解各种污染给地球带来的变
化。（光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动物被滥杀、垃圾污
染、水污染）

4、观看关于水污染的视频。

5、污染产生产生了地球的"温室效应"。

（三）介绍日常生活回收垃圾的方法；

1、可回收的'。

2、厨余垃圾的。

3、有毒的。

4、其他垃圾。

（四）接龙游戏：为地球治病的方法。



小朋友已经想出了许多治病的办法，需要我们平时在生活中
去注意做，才能让地球的病好得快点。我们还要再去找更多
的好办法来帮住地球治病，让大家把地球的病一起治好，好
吗？我提议我们的环保小卫士在爱护地球的纸上签上自己的
名字，让更多的小朋友和大朋友都知道，也让他们一起来做
环保的卫士吧！

小班科学观察活动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善于观察、探究自然的兴趣。

2.知道风是因为空气的流动形成的，初步了解风与人们的关
系。

3.发展幼儿的观察力和感知能力，了解风的好处与坏处，以
及人们怎样利用风和战胜风灾。

活动准备：

扇子、纸、电扇、电吹风、吸管、打气筒、气球、矿泉水瓶、
小风车、有关“风”的课件。

活动过程：

1.引出课题：

1（播放“风”声的录音）听听，是什么声音？

提问：平时，你们是怎么知道有风的？风来了，身边的事物
会怎么样？

2.探索风的成因。



（1）想一想，试一试：怎样能产生风？

教师引导幼儿用自己的'小手在脸旁扇扇，有什么感觉？想要
风更大些怎么办？（用力扇动两手）小结：空气流动形成风，
哪里有空气流动，哪里就有风。扇的快，空气流动的快，风
就大，扇的慢，空气流动的慢，风就小。

（2）除了用小手扇动空气产生风外，还有什么方法使风儿出
现？

出示各种材料，幼儿动手实验。

你是怎样利用这写材料使风儿出现的？

小结：风看不见，抓不着，只能感觉到。

3.了解风的好处与坏处。

（1）你喜欢风吗？为什么？

幼儿讨论。

（2）观看课件，了解大小不同的风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及害处？

教师小结：风为人们做了许多好事。风吹干了妈妈洗的衣服；
使人凉快；让风筝飞上天；传播种子；风车转动带动发电机
发电……。

可是有时风生气了就会做许多坏事。它把房子推倒了；把树
木刮断了；打翻了鱼船、引发沙尘暴……这样的风很可恨。

（3）可是风儿为什么会生气呢？怎样才能不让风儿做坏事？

小结：现在的人们本领可大了，想出了许多办法不让风做坏
事，人们建起了防风林，把风挡住，还提前预报风，这就减



少了风给人们带来的危害。

4.游戏：风来了。

幼儿想象自己是某样物体，如：衣服、树枝……，根据教师
所提的风的大小的要求，如“微风来了”、“中级风来了”、
“大风来了”等，引导幼儿做出相应的动作变化。

5.“风车转转转”。

幼儿每人一个风车，带幼儿到户外玩风车结束活动。

小班科学观察活动教案篇五

【活动目的】

1.认识时钟,初步了解时针、分针之间的关系，结合日常生活
理解时钟的用途。

2.通过观察及尝试活动，培养观察力、思维力、动手能力。

3.每天准时起床、来园、睡觉，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活动准备】

1.创设“钟表展览馆”的教学环境。

2.人手一只可以拨动的小时钟。

3.反映幼儿一日生活内容的图片(起床、上学、午饭、午睡
等),时钟演变过程图片。

【活动过程】

一、创设尝试情境,激发幼儿尝试欲望



边听“在钟表店”里的音乐,边把幼儿带进“钟表展览馆”,
引导幼儿欣赏各种各样的钟表,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二、观察活动

通过观察活动比较钟表上时针、分针的不同,认识12个数字以
及数字的排列位置。

提问：

1.每只钟面上都有什么?(出示3只不同形状的时钟,幼儿找出
钟面上都有两根针和1~12的数字)

2.比比看,两根针什么地方不一样?(长短、粗细之分)它们的
名称叫什么?(了解时针、分针的名称)

3.钟面上的数字排列位置是怎样的?(认识典型的几个数字位
置12、9、3、6)

三、幼儿第一次尝试活动

让幼儿理解并掌握分针、时针与数字的'关系(幼儿人手一只
时钟)

提问:1.请小朋友看一看钟面上时针和分针都指在哪一个数字
上?(12上)

2.请小朋友把时针从12拨到1上,看一看分针有什么变化?(分
针从12走一圈又回到12)

3.小朋友自己拨钟试一试,然后把你的发现告诉大家。

4.得出结论:当时针走一个数字(一格),分针就要走12个数
字(一圈),这就是一小时。



四、幼儿第二次尝试练习:

结合日常生活图片拨出相应的钟点，小组中的幼儿互相检查
准确与否,并说一说时针、分针指向的数字。

五、帮助幼儿理解时钟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教师归纳:小朋友认识了钟,可以按时起床,按时上幼儿园。老
师可以根据钟上的时间按时上课,按时做游戏,按时让小朋友
吃午饭,它可以帮助人们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钟是人类的好
朋友。

延伸活动：提供制作钟的材料,鼓励幼儿制作时钟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