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中国我爱你教案反思(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中班科学尾巴的作用篇一

一、活动目标：

1、感受到空气的存在。

2、保护孩子的求知欲，发展探索的能力。

二、活动准备：气球、打气筒、纸、笔。

三、教学活动：

1、引导、观察。

（1）老师准备1个打气筒

（2）对着幼儿的脸挤出一些空气。让幼儿感觉到空气

2、探索：气球里的空气

（1）猜想：没有吹气的气球里面有空气吗？

（2）实验验证：用气球对着自己的脸吹气，感觉空气是否存
在。

（3）给气球吹气，说说现在的.气球是否存在空气。



（4）实验验证：用气球对着自己的脸吹气，感觉空气是否存
在。

（5）请幼儿记录

中班科学尾巴的作用篇二

1、使幼儿知道鼻子可以呼吸和嗅气味，教育幼儿要保护自己
的鼻子。

2、培养幼儿积极运用感官的习惯。

装有香水、醋、麻油、黄酒、酱油、水、可乐等容器每组一
份，并贴有标签，涂有鼻血的娃娃一个，手帕一条。

重点：知道鼻子的功用，学会保护自己的鼻子。

难点：学会保护自己的鼻子及利用感官辨别物体。

以教室内的气味，引发幼儿讲讲鼻子的用处——讨论怎样保
护鼻子——结束

（一）以教室内的气味，引发幼儿讲讲鼻子的用处

（带领幼儿进教室入座，桌上放好容器）

1、啊呀，教室里有什么气味呀？（如不理解“气味”一词，
可提醒有什么味道）

2、你们是怎么知道的？（闻出来的）用什么闻的？（鼻子）

3、鼻子长在什么地方呀？上面有什么？（鼻孔，幼儿互相观
察）

我们用鼻孔可以怎么样？（闻气味、呼吸）



如幼儿不能讲出“呼吸”继续提问：捏住鼻子，我们有什么
感觉呀？（闷）

4、对，捏住鼻子有“闷”的感觉，所以鼻子还有“呼吸”的
本领。

5、桌上有许多杯子，用我们的小鼻子闻一闻，说说杯子里装
的是什么？

提问：闻一闻，几号杯子里是醋？醋闻起来是怎么样的？
（逐一提问）

小结：不同的东西有不一样的气味，我们的鼻子能告诉我们
杯子里装的是什么，它能辨别出不同的东西。

（二）讨论怎样保护鼻子

1、出示娃娃：你们看，这娃娃怎么了呀？（鼻子出血了）

那你们知道鼻子为什么会出血呀？（启发幼儿说出使鼻子出
血的可能）怎么办呢？（请小朋友帮它擦）

2、流鼻血的时候呀，我们捏住鼻子，还可以在额头上放一条
冷毛巾降温，所以呀，我们不能用手指挖鼻孔，不把异物塞
进鼻孔里面；活动的时候注意不要撞到鼻子；玩热了要脱衣
服。

3、除了出鼻血使鼻子很难受之外，我们在什么时候还会觉得
鼻子很难受？（感冒）

4、感冒的时候鼻子怎么样？（流鼻涕）

真聪明！我们在感冒的时候要正确擤鼻涕，用一只手指摁住
一个鼻孔轻轻地擤，然后用小手帕轻轻地擦，保护好自己的
鼻子。（教师示范）



（三）结束

现在，大家都知道鼻子有什么用处了吧！我们的小鼻子本领
可大了，谁也离不开它，所以我们要保护好鼻子，不然它就
不愿意和我们做好朋友了。

中班科学尾巴的作用篇三

了解元旦的名称及简单意义

布置过新年的活动场景，日历一本，小老鼠、小兔子、兔妈
妈、天线宝宝、小狗布娃娃各一个，新年贺卡三张，彩链条
总数与幼儿人数相等。

（一）听音乐做律动，带幼儿进入活动室

“小朋友，我们一起到小兔家去玩一玩吧。”听音乐做律动
进入活动室。

“哇，小兔子家打扮得这么漂亮，你知道为什么吗？”幼儿
展开想象，自由猜想。

（二）讲，向幼儿简单介绍元旦的名称及简单意义。

大意：小兔子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家大变样，便问妈
妈：“为什么我们家打扮得这么漂亮？”妈妈耐心地翻开日
历的第一页说：“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以前的旧日历就不
能用了，要用新的，翻开第一页就是今天，一月一日元旦节。
”“什么是元旦呢？”小兔不解地问道。“元旦也就是新年，
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过新年了，小孩子会更加懂事了，因
为过新年，又长大一岁了，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都长大一岁
了。”

“砰砰砰”小老鼠手捧贺卡来了。“小兔子，新年好，我给



你送贺卡来了。”小兔子说：“谢谢你，小老鼠。”“砰砰
砰”小花狗手捧着贺卡来了：“小兔子，新年好，我给你送
贺卡来了。”小兔子说：“谢谢你，小花狗。”“砰砰砰”
天线宝宝手捧着贺卡来了：“小兔子，新年好，我给你送贺
卡来了。”小兔子说：“谢谢你，天线宝宝，过新年了，我
们都长大一岁了，大家在一块儿多开心呀！”好朋友在一起
唱歌、跳舞、做。

提问：

1、小兔子家为什么打扮的这么漂亮？

2、有谁来找小兔子？它们在一起为什么那么开心？

（三）操作活动《贴窗花》

“小朋友，你们看，兔妈妈在忙着干什么呢？”“贴窗
花。”“过年了，我们一起帮兔妈妈贴窗花吧！”

中班科学尾巴的作用篇四

幼儿的科学学习是在探究具体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中进行，
教师要充分利用教育机会，引导儿童通过动手操作、观察、
提问、总结来解决问题，培养探究能力和态度。幼儿的思维
特点以具体形象为主，应注重引导幼儿通过动手操作、亲身
感知进行科学学习。所以本活动利用三原色的组成与搭配进
一步培养幼儿的科学探究能力。

1.使幼儿掌握三原色的组成，理解颜料量的多少对颜色深浅
的影响。

2.培养幼儿根据要求调色以及自由探索调配色彩的能力。

3.使幼儿在配色绘画的过程中体验色彩搭配、变化的乐趣。



教学重点：认识三原色，知道三原色的组成；能利用三原色
调配出不同颜色。

教学难点：幼儿通过填写观察记录表，知道三原色两两组合
可以调配出的颜色，以及理解颜料量的多少对颜色变化的影
响。

1.红黄蓝三色颜料、若干调色工具。

2.三个透明塑料杯、一瓶纯净水。

3.若干张画纸。

4.三原色实验记录表（如表）

一、导入部分

师：小朋友们，今天老师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看看老师桌
上放的是什么呢？

幼：一瓶红色的水和一瓶蓝色的水，还有一个有魔法瓶子。

师：咦，这是什么颜色呀？

幼儿：紫色。

师：为什么红色的水和蓝色的水在魔法瓶里变出了紫色的水
呢？

幼：（猜测性回答）

师：让我们一起来做实验研究吧！

二、基本部分



（一）提供实验材料，理解记录表填写方法。

师：现在实验开始了，我们要将两种不同的颜色混合，并填
好实验记录表。

师：先将第一种颜色涂在记录表第一行的左边，再将第二种
颜色涂在记录表第一行的中间，最后混合两种颜色，将混合
后的颜色涂在记录表第一行的右边。

师：请幼儿分享自己的实验结果，重点说出是哪两种颜色调
配的。

小结：通过实验，我们发现红色和黄色混合变成橙色，红色
和蓝色混合变成紫色，蓝色和黄色混合变成绿色。这些颜色
都是红黄蓝三种颜色调配出来的，通过这三种颜色就可以调
出许许多多不同的颜色。

（二）同伴间比较，理解颜色量对色彩的影响。

师：我们小朋友调出来的颜色有的深，有的浅，那这是为什
么呢？

小结：原来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放进去的颜料的量不一
样，所以我们大家调出来的颜色才会有的深，有的浅。

3.教师提供画纸，让幼儿利用已有颜色自由创作一幅美术作
品。

三、结束部分

师：通过实验我们知道了三原色是由红黄蓝三种颜色组成的，
并用三原色调配出了不同颜色。而且通过实验记录表发现颜
色的深浅和颜料的量有关。最后我们还创作了一幅美术作品。

四、活动延伸



让幼儿尝试将三原色的三种颜色混合起来，看看会变成什么
颜色；将幼儿创作的画作展示班级的作品墙上。

科学教育在幼儿园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利于发展幼儿
的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动手操作能力等。

但在活动中也存在稍许不足：如果让幼儿自由记录实验结果
可能会更好，但防止幼儿未能按实验步骤进行，所以给幼儿
提供了实验记录表。

中班科学尾巴的作用篇五

1．让幼儿通过自己的尝试活动，正确地说出嘴巴、眼睛、耳
朵、鼻子的名称，知道它们的数目和用途，了解它们在头上
的位置。

2．教育幼儿要保护好这些器官。

幼儿头像一幅，幼儿人手一面小镜子。

一、利用头像向幼儿介绍嘴巴、眼睛、鼻子、耳朵的名称、
数目、位置

师：昨天，有一位大哥哥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像，他想请我们
班上的小朋友看一看。(出示头像)瞧，大哥哥的样子多神气
呀，他好像在跟我们说话哩：“小弟弟、小妹妹，我想出道
题考考你们，谁能知道我这圆圆的脑袋上到底长了些什么?”

1．幼儿看头像正确说出眼睛、耳朵、鼻子和嘴巴的名称及其
数量。

2．告诉幼儿眼、耳、鼻、嘴在头上的位置。

二、发给幼儿一面小镜子，要求幼儿从镜子里看清自己脸上



的器官幼儿第一次尝试。

1．幼儿人手一面小镜子，自己观察。

2．教师提出问题：看看你的脑袋上长了些什么?和前面的大
哥哥是不是一样的?

教师小结：眼睛里有眼珠，鼻子里有两处鼻孔，嘴巴里有牙
齿和舌头，耳朵里有耳孔，眉毛在眼睛上面，弯弯的。

尝试前提问：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到底有什么作用?

三、用做实验的方法，让幼儿知道眼、耳、鼻、嘴的作用

2．教师小结：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是人身体上的
重要器官，缺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如果没有眼睛就什么东西
都看不见；如果没有嘴巴就……所以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眼
睛、耳朵、鼻子、嘴巴。

教育幼儿如何保护好自己的眼、耳、鼻、嘴。

四、幼儿第三次尝试：找眼、耳、鼻、嘴

教师说眼睛，幼儿马上用右手指到眼睛，……看谁指得又快
又准确。

五、幼儿第四次尝试：改错

教师发给每个幼儿一张眼、耳、鼻、嘴不完整的头像，让他
们自己动手把它改正过来。

幼儿听音乐做小鸟飞出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