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科学搬家喽活动反思 中班科
学活动教案(优质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班科学搬家喽活动反思篇一

新《纲要》中指出：科学教育的目标强调幼儿能运用各种感
官，动手动脑，探究问题。

幼儿在玩玩具时，经常在观察、思考：汽车为什么会开？车
灯为什么会亮？对电池的作用产生浓厚的兴趣。本次活动结合
《纲要》精神，体现“生活化、经验化、操作化”的特点，
从幼儿的兴趣入手，充分挖掘电池潜在的教育价值。

在活动中，通过给幼儿提供足够的操作、探索的时间、机会，
引导幼儿运用观察、比较电池，了解电池的外形特征；调动
幼儿的已有经验，动手操作、安装电池，了解电池的安装方
法及作用，并体验安装成功的喜悦。

在整个活动中，充分体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以及与材料
的互动原则。教师的开放式提问，发展了幼儿的发散性思维；
幼儿间的讨论、交流，发展了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经验也
得到了积累；支持、引发幼儿与材料的互动关系，通过操作、
摆弄电池、探索电池的奥秘。

1、对电池产生兴趣，初步了解常用电池的外形特征和用途。

2、乐意参加安装电池的探索活动，感受成功的乐趣。

3、愿意与同伴一起操作、交流。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常用电池若干个（1、5、7号），电动玩具若干个，电池图片
一张

一、导入：幼儿选择各种电动玩具玩，引出活动主题：“电
池”

二、通过观察、比较，了解常用电池的外形特征，尝试从多
角度发现电池的差异。

1、幼儿观察、比较电池。

2、幼儿操作，教师引导幼儿从不同角度去比较，鼓励幼儿与
同伴一起操作、交流。“你们发现这些电池那些地方不一
样？”“这些电池有没有一样的地方？”

3、出示电池图片，师生共同小结电池的外形特征。

三、幼儿尝试为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动玩具安装电池。

1、教师提供不同型号的电动玩具，让幼儿根据自己的生活经
验自由选择、自由操作安装电池，让玩具动起来。

2、请幼儿讲述自己的操作过程，并一起讨论操作中遇到的问
题。

“你是怎样装电池的，电动玩具才会动起来？”

教师针对幼儿的操作情况，举典型事例。

四、幼儿再次探索为各种不同的电动玩具安装电池



1、鼓励幼儿找到电池盒内的标记进行安装电池，尝试为各种
不同类型的电动玩具进行安装。

2、师生共同交流操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总结经验。

3、幼儿初步了解电池的用途及培养初步的环保意识。

1、让活动中没有正确安装电池的幼儿继续操作练习。

2、在日常生活中继续寻找使用电池的物品，并尝试自己安装
电池。

3、环保教育：不乱扔废旧电池。

为了激发他们的认识兴趣和探究欲望，培养他们乐于尝试、
勤于动手的习惯。设计了尝试性、操作性和探索性较强的尝
试学习活动――好玩的电动玩具。活动主要通过让幼儿各种
各样的玩具和不断地探索，一步步地揭开电池的各种秘密，
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认识电池并学会安装电池的方
法。

中班科学搬家喽活动反思篇二

1、了解蚕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及变化过程以及用途。

2、运用已有的生活经验以及观察阅读活动，进一步了解蚕的
生长、变化过程。

3、具有关注、爱护蚕宝宝的意识。

课件、蚕生长过程图片、幼儿用书

提问：这是什么呀？（蚕）蚕宝宝是什么样子的？蚕宝宝爱
吃什么？



（1）蚕宝宝是由什么变成的？（蚕卵）蚕卵是什么样子的？

（2）蚕卵孵出来的幼蚕像什么？叫什么？

师小结：幼蚕很小，像蚂蚁一样，我们给它取名蚁蚕。

（3）蚕宝宝吃了很多桑叶，一天天地长大，它又有哪些变化？
又变成什么样子？

（1）蚕宝宝长大要经过哪几个阶段？请小朋友们看图想一想，
再按蚕宝宝的生长过程，排一排先后顺序。

（2）个别幼儿上来给图片排序，全体幼儿观察。

蚕的一生要经过卵、幼虫、蛹和成虫四个阶段。刚孵出来的
幼蚕，身体黑色很小，像蚂蚁，叫蚁蚕。蚁蚕吃了很多桑叶，
慢慢地长大，经过四次蜕皮，身体一次比一次变白、变大。
最后，蚕开始吐丝作茧，在茧里，蚕再蜕一次皮，变成蛹，
由蛹变成蛾，然后咬破茧爬出来，蚕蛾灰白色，有翅膀，雌
蛾产卵后不久就死去。

蚕屎可做枕芯，有药用价值；蚕茧能抽丝纺织成丝绸，可做
面料和服装。

中班科学搬家喽活动反思篇三

1.欣赏故事，对皮球的蹦、滚、飞等产生兴趣。

2.知道皮球里装的是空气，初步了解空气的作用。

重点：对皮球的动态产生兴趣。

难点：知道皮球里装的是空气。



1.幼儿已有过玩皮球的经历。

2.故事课件《谁住在皮球里》

3.皮球若干、瘪皮球一个、蓝精灵手偶

一、会跳、会滚的皮球

1.猜谜导入，师：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小礼物，我们
聪明的小朋友们动动脑筋来猜猜看是什么吧！

谜语：一个娃娃，圆头胖脑，用手一拍，跳得老高。

2.师：小朋友，你们喜欢玩皮球吗？谁来告诉大家你平时怎
样玩皮球呢？（拍气球、抛皮球、滚皮球、踢皮球……）

3.师：刚才这些小朋友都很会玩皮球！他们在玩皮球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注意看皮球它是怎样动的呢？（蹦，跳，飞，滚，
转等）。

4.模仿

师：小朋友你们能用你的身体来模仿皮球跳吗？让我们一起
学学皮球跳的样子。皮球是什么形状的？（圆形）来，让我
们把自己变成一个皮球，现在我们来学学皮球跳的样子。

二、谁住在皮球里

1.出示蓝精灵，播放故事课件《谁住在皮球里》

蓝精灵：hi,小朋友们好，大家还记得我吗，我是谁？刚刚小朋
友皮球模仿的真好，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皮球会跳，会滚吗？
究竟是谁住在皮球里呢？别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个故
事吧！



播放故事

2.师：好了，故事讲完了，你们说说皮球里到底住的是什么
呢？（兔子、轮子、喜鹊）到底是什么？老师偷偷的给它戳
个洞，我们来看看。

教师把皮球里的气放出来并朝幼儿脸上。问感觉到了什么？

小结：刚刚我们放出来的是空气。

老师再出示一个瘪皮球

师：“你们说这个瘪皮球它能拍起来吗？为什么？（因为它
里面没有气）

请幼儿来为瘪气球打气，并拍拍打完气的皮球，感受皮球的
动态。

小结结：原来皮球只有充满了空气，才能动起来，如果没有
空气它就不能动起来了。

三、空气的作用

师：小朋友，除了皮球需要空气，还有哪些东西也需要空气
呢？

师：现在请小朋友跟老师做一个小实验，小朋友把你们的嘴
巴闭上，不要张开，另外用一只手把鼻子捏住。坚持一下，
问幼儿有什么感受？（闷，没办法呼吸）。

小结：说明除了皮球需要空气外，还有我们人也离不开空气。
还有花草树木，燃烧等都需要空气。

四、结束



教师带领幼儿到户外感受空气

师：现在带上我们的皮球，我们一起排好队到外面呼吸一下
新鲜空气吧。

中班科学搬家喽活动反思篇四

1、让幼儿知道消防车、救护车、警车是执行特殊任务的车辆，
并能说出它们的特殊标志和不同作用。

2、能记住特种车的求救号码，懂得不能乱打求救电话。

关于特种车的课件一份，每幼儿一套特种车与求救号码的图
片，消防车、救护车、警车玩具若干。

1、幼儿在《我是汽车小司机》的音乐声中进入活动室。

2、师：小朋友你认识什么样的车？（演示课件，各种各样的
汽车，启发幼儿说出各种车的作用）

小结：车辆的种类很多，各种车辆的作用也都不一样。

（一）消防车

1、（演示课件）师：快看，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火灾）
该让哪种车去帮忙呢？

2、消防车的外形特征

（演示课件）引导幼儿观察消防车的车身颜色、车身配置及
其作用。小结:消防车是救火用的汽车。车身是红色的,车头
上有一个警报器或警钟,车身是急用储水箱,两旁有吸水管和
水带,车上有升降梯子和灭火器等救火用具。

3、火警电话119



师：当火灾发生时，该拨打什么电话叫消防车呢？

（演示课件）引导幼儿观察拨打电话119及消防车救火

小结：当发生火灾时，拨打火警电话119，消防队员立即驾驶
消防车，一路发出“呜――”的警报声，沿途的行人和其他
车辆一律让路，让它尽快赶到现场灭火，保护人民的生命和
财产。

（二）救护车

1、（演示课件）师:瞧,这个人怎么了?(突然间发病)该怎么
办?请那种车帮忙呢?

2、救护车的外形特征

（演示课件）引导幼儿观察救护车的车身颜色、标志，车头
和车门的特征及用途。

小结：救护车是专门护送危急病人到医院的专用汽车。一般
是白色或绿色，车身两旁和后面车门上都有红十字标志，车
头或车顶上装有警钟或警报器。车门在车厢的后面，便于担
架的进出。

3、急救电话120

师：有人需要马上送医院该拨打什么电话呢？

（演示课件）引导幼儿观察拨打120及救护车救人。

小结：当有危急病人时，拨打急救电话120，救护车会立即出
发，一路上响着警报，其他车辆都让路，以便让救护车尽把
病人送到医院。

（三）警车



1、（演示课件）师：不好了，小偷进家了，该怎么办？

2、警车的外形特征

（演示课件）引导幼儿观察警车。

小结：警车是用于追踪和抓捕逃犯的车辆。没有固定车型，
车牌有专门的标记。车头上面装有报警器。

3、拨打电话110

有小偷必须立刻报警，该拨打什么电话呢？

（演示课件）引导幼儿观察拨打110及警车行动。

小结：当你见到犯罪行为时，立即拨打110，公安人员执行任
务，拉响警报，飞驰前进，其他车辆都要让路，以保证公安
战士不失时机的逮捕罪犯。

1、《为人民服务》

玩法：由教师提出现象，幼儿立即找出相应的电话与车辆卡
片。并做相应的动作。

提问；专用号码能不能随便乱打？打错了会怎样？

2、《出车》

幼儿找一辆自己喜欢的玩具车，在专用号码的指挥下随音乐
依次开出活动室。

中班科学搬家喽活动反思篇五

1.感知不同纸质的花在水里开花的不同现象和纸张的吸水性
有关。



2.通过猜测、尝试、分析、表达的方法，发现纸花在水里开
花的原因。

3.积极投入探究活动，对纸质花在水里开花的现象产生浓厚
的兴趣。

【活动准备】

经验准备：幼儿知道树上、草上长出的花朵都会开。

物质准备：面巾纸、手工纸、白纸、报纸、锡箔纸做成的小
花；每桌上备有大水盆。

【活动重点】了解不同纸质花在水里开花的不同现象和纸张
的吸水性有关。

【活动难点】能从纸质的不同猜测、分析、推断影响纸花在
水里开花的原因。

【活动过程】

一、视频导入，设置悬念

师：今天老师带来了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提问：你们看到了什么？

二、感知不同纸花在水里开花的现象

（一）观察白纸花在水里开花的现象

1.提问：这是一张普通的白纸，用它做成的花，能开吗？

2.教师演示纸花开花，幼儿观察。



3.请个别幼儿尝试操作。

（二）探索不同纸质的花在水里的开花现象。

1.介绍各种材料。

提问：除了白纸，小朋友们还只知道哪些不同的纸呢？

2.教师随幼儿讲述出示不同的纸并把各种纸贴到记录表上。

3.幼儿猜测不同纸质的花在水中能否开花。

4.教师提出操作要求，幼儿第一次操作。

5.师幼讨论：你发现哪些花开了？哪些没有开？为什么？

教师小结：有的纸花在水里能开，有的不能开。这和纸能不
能吸水有关，吸水太快了会烂掉，不吸水就开不了。

（三）感知纸花开的快慢和纸的吸水快慢有关。

1.提问：这些纸花是同时开放的吗？

2.教师提出操作要求，示范规范操作动作。

3.幼儿第二次操作，教师一旁观察指导。

4.交流：哪种纸花开的最快？哪种纸花开的最慢？为什么？

教师小结：不同纸的吸水快慢是不一样的。吸水快开得就快，
吸水慢开得也慢。

三、结束延伸



中班科学搬家喽活动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认识数字9，感知数字与数量的关系。

2、复习数字6—8，正确观察比较数量的差异。

重点、难点：

感知9以内数量，正确观察比较数量的差异。

活动准备：

幼儿活动材料、铅笔、橡皮、小积木若干、保鲜袋若干（贴
有数字）6—9数字卡片一套； 分别画有四种不同点心的卡片
四张，每张卡片上均有九个点心；点心筐四只。教师作业纸
一张。

活动过程：

一、 数点心。

1、逐条出示画有点心的卡片，请幼儿说出点心名称并点数。

2、这些点心都是九个，可以用数字几来表示呢？

3、出示数字9，幼儿认读。

4、9可以表示9个点心，还可以表示什么？

二、 包装点心。

1、 点心屋的营业员阿姨请小朋友帮忙把点心装进袋子里。
（要求：袋子上是数字几，就装几个积木）。



2、 幼儿将各种点心分别按袋子上的数字逐一装进袋里，然
后看看装得是否正确。

3、 老师随意得抽三包，集体进行检查。

三、 点心装筐。

1、点心装好了，要分开放到篮子里，瞧，这里有四个篮子，
每个篮子上面都贴有数字，看一下数字娃娃是几？你的袋子
上是几就装到几的篮子里。

2、请个别幼儿示范，再集体将点心包放在相应的篮子里。

3、老师请四位家长当营业员，每人拿一个篮子，检查孩子是
否放对。

四、 幼儿操作活动。

1、（出示教师作业纸）点心送好了，要请小朋友涂五角星了，
我们一起看看吧！

2、教师对操作题进行讲解示范，幼儿进行集体操作（幼儿活
动材料）。

我上幼儿园（艺音活动）

中班科学搬家喽活动反思篇七

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小孩子的提问常常会让我们不知
道怎么回答，通常都搪塞而过。为了正面引导幼儿的`好奇心，
从小培养幼儿健康的心理，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成长，我设计
了中班科学活动《肚子里的宝宝》。

1．通过活动让幼儿初步了解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生长过程。



2．鼓励幼儿用动作自由表现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样子。

3．体会妈妈怀孕里的辛苦，从而激发幼儿爱妈妈的情感。

孕妇照 婚纱照 关于从受精到出生的课件 皮球人手一个

胎教音乐及录像资料

一、出示孕妇图片引题

1．这是个怎么样的人？

2．她的肚子为什么这么大，里有什么呀？

二、运用课件，引导幼儿了解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生长过程

1．妈妈肚子里的宝宝是从哪儿来的呢？

2．讲解从受精到出生的过程，引导幼儿观察不同阶段的宝宝
的不同样子，并加以想象。(结合图片进行讲解)

三、游戏《妈妈肚子里的宝宝》

1．根据图片鼓励幼儿大胆想象并进行表现。

2．听胎教音乐做各种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动作。

四、体验妈妈怀孕时的辛苦，激发幼儿爱妈妈的情感

1．观看录像资料。

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肚子这么大，那在日常生活中会
遇到哪些困难呢？

2．妈妈在怀宝宝的时候这么辛苦，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感



谢她呢？

五、游戏《怀孕的妈妈》

请幼儿每人拿一个皮球放在肚子里，根据老师的提示进行表
现怀孕的妈妈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