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科学活动动物的教案(通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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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
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
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幼儿科学活动动物的教案篇一

1.知道几种常见小动物的主要特征，感受它们的有趣之处。

2.在看看、说说、玩玩中了解小动物的生活环境。

3.乐意参与活动，体验活动带来的乐趣。

1.背景图一幅(天空、草地、小河，花园);

2.小动物图片:小鸟、小鱼、小兔、小鸡、小燕子、小蜜蜂、
小鸭子、青蛙若干。

1.激趣——知道小动物(小鸟、小鱼、小兔)的主要特征

(老师带孩子来到活动室。)

师:美丽的春天来了，小动物们都出来玩啦!今天，有几个小
动物要和我们小朋友来做游戏。我们小朋友去找一个小动物
做朋友吧(随讲解摆放四个放小动物的塑料筐)!和你的小动物
朋友问个好!你找到的小动物朋友是谁呀?它的名字叫什么?小鸟
(小鱼、小免)哪里长得比较有趣?还有谁也找到小鸟(小鱼、
小兔)做朋友的?数一数。

(教师鼓励并引导幼儿交流自己所喜欢的动物，包括外形特征



与生活习性。幼儿自由认知探索某种动物的信息，教师巡回
观察、倾听幼儿的发现，把握幼儿的语言表述状况，引导幼
儿说一说、学一学小动物朋友的特征、有趣的.样子。)

2.探秘——了解小动物的生活环境(出示背景图。)

师:小动物想出去玩儿了。这里有什么(天空、草地、小河、
花园)?我们看看自己手中的小动物，想一想，它喜欢到哪里
去玩儿?(请小朋友个别讲，还可以请一位小朋友示范送一送，
然后再分组送小动物游玩儿。)

师:我们小朋友一起把小动物送到它们喜欢的地方去玩儿吧!

(1)第一次送小动物游玩。幼儿送小鸟、小鱼、小兔到背景图。

师:看一看小朋友送得好不好?

师小结:小鸟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小鱼在水里快乐地游来游
去;小兔在草地上高兴地做游戏呢。看见小动物们玩儿得很高
兴，其他一些小动物也来了。

师:谁来了，猜一猜?(师模仿动物叫声、动作演示、儿歌朗诵
等。图片出示:小鸡、小鸭子、小燕子、小蜜蜂、小青蛙。)

(2)第二次送小动物游玩儿。幼儿送小鸡、小鸭子、小燕子、
小蜜蜂、小青蛙到背景图。

师:下面请小朋友把这些小动物送到它们喜欢玩儿的地方去吧。

(分组送小动物去玩儿，教师评价。)

3.活动结束

师:小动物们都出去玩儿了，我们小朋友也到外面去玩儿吧!



放有关动物音乐，全体幼儿模仿小动物出教室，活动结束。

幼儿科学活动动物的教案篇二

一、以谈话形式导入活动。

师：在蓝蓝的大海里生活者许多许多的动物。你们知道有什
么动物吗?(幼儿回答)

师：今天海洋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情我门去看看好吗?

二、创设情景，激发兴趣。

播放课件：海底世界。

幼儿交流：看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它们吃什么?

三、自由探索动物间的食物，初步感知食物链。

师：你们看老师给你们准备了很多宝贝，请你们找出它们之
间吃于被吃的关系。

幼儿分别采用操作电脑、听录音、观察图片、询问老师等方
法进行自由探索，初步感知海洋食物链。感知它们之间相互
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

师生小结：这些动物你吃我，我吃它，一环扣一环，象这种
吃与被吃的关系构成的链条叫食物链。

四、了解食物链对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萌发幼儿保护环境的
意识。

1、讨论：食物链断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2、相互讲述：海洋里没有了鲨鱼，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3、课件演示：感知食物连对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师生小结：原来呀，食物链上的动物一样都不能少，缺了一
环，大海就会生病，海水就要变得又脏又臭，其他的小动物
也不能生活了，而且还要危害到我们人类。

幼儿科学活动动物的教案篇三

1．了解动物为了生存而采取的用保护色进行自我保护的方法。

2．感受“保护色”的神奇，萌发探究动物保护色的愿望。

3．在活动中，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发现现象，并能以实证研究
科学现象。

4．发展动手观察力、操作能力，掌握简单的实验记录方法。

1．变色龙视频。

2．《隐身妙招》教师教学资源及教学挂图4幅，枯叶蝶、北
极熊、竹节虫、蚱蜢、蜥蜴、青蛙、黄鼠狼、斑马、刺猬、
乌贼、乌龟、壁虎、长颈鹿等动物图片以及背景图一张。

3．“关于保护色在不同领域的发明”ppt课件。

1．请幼儿观看变色龙视频，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提问：你认识这种动物吗？它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这样叫它？
它有什么特殊本领？

2．请幼儿听故事《隐身妙招》，初步了解保护色。

教师讲述故事，请幼儿猜一猜故事中枯叶蝶、蜥蜴、青蛙是
怎样保护自己的。出示枯叶蝶、蜥蜴、青蛙等图片让幼儿了
解它们保护自己的方法？。



小结：枯叶蝶、蜥蜴、青蛙等都躲在与自己身体颜色很像的
地方，所以老鹰不容易发现它们。

3．请幼儿观察枯叶蝶、北极熊、竹节虫、蚱蜢等动物图片，
感受保护色的神奇。

请幼儿观察教学挂图，用最快的速度找出藏在图画里的动物。
请幼儿说一说哪些动物用保护色来保护自己。

小结：在大自然中，有些动物为了保护自己更好的生存，它
们身体的颜色与斑纹，（www。dakao8。com）与它们生活的环
境十分相似，用来隐蔽自己不被敌人发现，这就是动物的保
护色。

4．观看教师教学资源《隐身妙招》，拓展幼儿经验。

5．请幼儿观看教师教学资源，了解壁虎、长颈鹿、斑马、刺
猬、乌龟、黄鼠狼、乌贼等更多动物保护自己的方法。

小结：动物保护自己的方法有很多，有些动物靠放臭气老保
护自己，有的靠自身的刺保护自己，还有的靠多在硬壳里来
保护自己，动物们有自己保护自己的方法。

6．分组进行游戏：“捉迷藏”。

幼儿每人选择一张自己喜欢的动物图片，根据动物自我保护
的方法贴到合适的背景图中，然后师幼进行讨论、交流结果。

7．联系生活，拓展幼儿经验。

生活中人们也很聪明，根据动物的保护色想到了保护人类自
身，小朋友想一想人类会怎样利用呢？请小朋友看“关于保
护色在不同领域的发明”的ppt课件，拓展幼儿经验。



1．在阅读区投放有关动物自我保护内容的图书，拓展幼儿经
验。

2．在科学区请小朋友为动物的保护方法进行简单的分类，并
作记录。

幼儿科学活动动物的教案篇四

1、通过观察植物的花和果实，初步认识植物的花和果实。

2、会利用简单的图像、统计等方法整理有关植物花和果实的
资料。

3、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教学重难点：

通过观察植物的花和果实，会利用简单的图像、统计等方法
整理有关植物花和果实的资料。

教学准备：

一盆开花的植物、一盆挂满果实的植物等。

教学方法：

小组合作进行实验探究法、观察比较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师：我们的植物一天天在长大，当枝上出现第一个花蕾的时
候，它带给了我们什么信息？



二、新课

1、花的记录

（1）生交流第一次发现花蕾的日期，观察并记录花蕾的变化。

（2）填写种植记录三。

（3）师：一株植物一生中会开多少朵花？你有办法统计吗？

（4）学生讨论交流，填写种植记录四。

2、观察果实。

师：植物开花一般会怎么样？我们来观察辣椒果实的生长位
置和外形特点。

生观察后交流，并画出辣椒果实。

师：我们怎么统计一株植物一生中会结多少果实？

3、比较花和果实的数量，并画出花和果实数量统计图。

4、数种子

师：数一数，一个果实中有多少粒种子？

师指导学生把辣椒切开，为学生准备好镊子、手套、白纸，
指导学生用正确的方法数种子，以免伤害学生的皮肤和眼睛。

学生讨论：通过自己的观察数据，想到了什么。

5、整理我们的植物种植记录

师：植物的一生要经历怎么样的过程？



讨论小结：播种、发芽、长出花蕾、开花、结果、收获种子。

三、全课小结

四、课外作业

搜集植物一生的趣闻与同学交流。

幼儿科学活动动物的教案篇五

1、能大胆讲述自己知道的"动物之最"，体验交流分享的乐趣。

2、知道各种“动物之最”，积累相关经验。

3、主动探索“动物之最”的问题，积极寻找答案。

"动物之最"图片若干

一、谜语导入,引出动物之最的话题。

小结：长颈鹿是动物王国里面长得最高的小动物，它长长的
脖子可以使他看的更远，很快就能发现敌情，这样它就能很
快的逃走，它还能吃到大树顶上最新鲜的叶子呢!

二、辩论的形式，说说几个“动物之最”

1、提问：你们知道最重的动物是哪一个吗？幼儿辩论。

小结：（出示图片），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最重的动物，平
均有26米长，平均体重有150吨。

2、提问：你知道跑的最快的动物是什么吗？幼儿辩论。

小结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出示猎豹）猎豹是世界上跑的最
快的动物，他的最高时速达110公里，相当于高速行驶的小汽



车的速度，他可真是了不起。

我们一起来看看动物中的老寿星（出示海龟龟）

三、出示一些“动物之最”，帮助幼儿认识了解

简单介绍飞的最快的昆虫，最小的鸟，最大的鸟，游得最快
的鱼，最厉害的恐龙

（依次出示澳大利亚蜻蜓，蜂鸟，鸵鸟，旗鱼，霸王龙的图
片）

小结：今天我们看来好多的动物之最，有最重的蓝鲸，跑的
最快的猎豹，最大的鸟鸵鸟，最长寿的乌龟，飞得最快的蜻
蜓，最小的鸟蜂鸟，最大的鸟鸵鸟，游得最快的鱼旗鱼，最
厉害的恐龙霸王龙。

三、分组抢答游戏，巩固学习到的知识

游戏规则：将幼儿分成3组，举手回答知道哪些动物之最，哪
个小组回答正确的次数最多的获胜。

教师小结讲评。

幼儿科学活动动物的教案篇六

1．在寻找、分辨讨论中了解动物保护色的特征和作用。

2．对动物因适应环境而变色的奇妙现象感到好奇，有进一步
探索动物奇特本领的兴趣。

在创设的"寻找游戏"的情境中通过分辨、讨论认识了解哪些
动物是有保护色的，都有些什么作用。



幼儿通过游戏分辨、讨论，了解动物的保护色的特征和作用。

1．经验准备：激发幼儿对动物的兴趣和增强对动物的感知；
了解幼儿对动物知识的认识。

2．环境准备：有电脑和电视机。幼儿椅子围坐成半圆形，椅
子后面放置3张桌子（幼儿分组）供操作用。

3．材料准备：幻灯片《动物的保护色》、各种有保护色的动
物图片（枯叶蝶、北极熊、竹节虫、蚱蜢、青蛙等）。

一、游戏导入：小鸟找食物

（观看ppt，讨论）

重点提问：

（一）小鸟饿了，想要出来找食物吃，它来到树林里，你们
看看它找到了什么？（瓢虫）

（二）红色的瓢虫一下子就让小鸟找到了，可是小鸟还没有
吃饱，我们一起帮小鸟找找，还有什么食物可以吃呢？（蚱
蜢）

（三）为什么蚱蜢一开始小鸟没有找到它呢？

小结：因为蚱蜢有保护色，绿色的保护色与周围的环境颜色
比较相近，比较不容易被小鸟发现。一些动物为了隐蔽和保
护自己，身体形成和周围一致的颜色，这就是动物的保护色。

价值分析：观看ppt，导入主题，激发幼儿了解动物保护色的
兴趣。

二、分辨讨论：动物保护色



重点提问：

（一）你们知道还有哪些动物也有保护色呢？（幼儿说，老
师点出图片）

青蛙躲在荷叶上的图片，发现了什么？（青蛙和荷叶颜色相
近）

枯叶蝶：像枯叶一样，躲在枯叶中，可以躲避敌人的侵
袭……

（二）四幅图片：沙漠、森林、大海、极地，看看在各地生
活的保护色动物有哪些（猎豹、狮子、鳄鱼、枯叶蝶、北极
熊等）

（三）游戏：谁的眼睛最最亮

规则：三个小朋友为一组，每组一张图片，用最快的速度，
拼出图片并找出藏在图片里的动物朋友。

小结：在大自然中有许多动物都有和环境很相近的保护色，
主要起隐蔽自身躲避敌害和便于觅食的作用。

价值分析：知道动物保护色的作用，了解动物和自然环境的
关系。

三、迁移经验：奇特的本领

重点提问：

（一）动物的保护色真有用，人类受到动物保护色的启发，
发明了什么呢？（迷彩服、坦克、变色镜、夜用警服等）

小结：动物利用自己的保护色保护自己，人类根据动物的保
护色运用到各个不同的领域，对人类有很大的帮助。



（二）动物除了保护色的本领之外，还有哪些奇特的本领呢？
我们下次再来交流。

价值分析：通过交流，进一步了解动物保护色的重要性，并
且有进一步探索人类向动物学本领的兴趣。

幼儿科学活动动物的教案篇七

探究：通过丰富的实验，搜集实验事实，认识声音的不同来
自于声音的高低、强弱，以及音色不同。

知识：1、通过了解，鹦鹉对不同声音的反应“这个探究活动，
补充认识探究活动的过程，并尝试进行科学探究活动。

2、了解噪音的危害，以及减弱噪音的方法。

3、学习调查、搜集周围环境的资料。

情感：教育学生保护环境，创造我们美丽的家园。

教学重点：

认识声音的不同来自于声音的高低、强弱，以及音色不同。

教学难点：

认识声音的不同来自于声音的高低、强弱，以及音色不同。

教学方法：

实验与研究。

教学准备：

各种发声的物体、有关噪音危害的图片。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谈话：声音是怎么样产生的？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呢？

2、学生提出简单的假设。

二、设计实验，进行实验。

1、想办法让同一种物体发出不同的声音，并注意观察，物体
发出不同声音时，有什么不同的现象。

2、学生使用各种不同的材料，使之发出不同的声音，搜集现
象。

教学时，不能把着眼点只放在让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上，简单
地选取两种对比材料，教师进行演示再加说明就算解决问题，
如分别敲大鼓，大鼓声音强、小鼓的声音弱，就算学生知道
了声音的强弱。这样对声音的认识过程是达不到本课在能力
上对学生的要求的。在实际的教学中，应该给学生提供多种
材料，让学生充分摆弄研究，并对发现的事实加以充分完整
地描述。

3、记录实验的情况。

4、分析实验现象，作出结论。

在实际教学中，要讲清楚音调和响度不是一回事，音调高的
声音不一定响度大，响度大的声音也不一定音调高。对于学
生描述中所讲的“声音尖、粗”，可直接告诉学生较为科学
的说法是“声音高、低”。

三、了解哪些声音属于噪音，认识噪音的危害.



1、说说日常生活中，哪些声音会让我们感觉到不舒服？引导
学生充分描述生活中经历。

2、介绍鹦鹉对不同声音的反应。进一步认识噪音的危害。可
以引导学生分析讨论教材上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通过了
解别人做科学研究的事例，掌握一些基本的方法。

3、小结：噪音的危害。

四、认识减少噪音的方法.

1、生活中有很多减少噪音的方法，说说你有什么好的办法？

幼儿科学活动动物的教案篇八

探究能力：

层次1：不能够收集事例，通过物体的运动状态、形状的变化
及人的肌肉感受说明生活中力的存在。不能通过实验探究力
对物体运动、物体形状的影响，体验力有大小。不知道使用
弹簧称测量力的大小，不会制作简易的弹簧称。

层次2：能够收集事例，通过物体的运动状态、形状的变化及
人的肌肉感受说明生活中力的存在。能通过实验探究力对物
体运动、物体形状的影响，体验力有大小。不知道使用弹簧
称测量力的大小，不会制作简易的弹簧称。

幼儿科学活动动物的教案篇九

教学目标：

过程与方法

1．能够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有关摩擦、摩擦力的现象。



2．设计实验研究减小或增大固体与固体间、固体与液体间摩
擦力。

3．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摩擦的研究结果。

科学知识

1．认识摩擦现象发生的条件，了解什么是摩擦现象，什么是
摩擦力。

2．了解减小或增大物体间摩擦力的方法。

3．知道生活中应用及避免摩擦力的现象。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对探究日常生活的摩擦现象感兴趣。

2．意识到摩擦力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但也存在着负面影响。

学习成果

预计学生能够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有关摩擦、摩擦力的现象。
设计实验研究减小或增大固体与固体间、固体与液体间摩擦
力。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摩擦的研究结果。认识摩擦
现象发生的条件，了解什么是摩擦现象，什么是摩擦力。了
解减小或增大物体间摩擦力的方法。知道生活中应用及避免
摩擦力的现象。

学习成果评价：

概念发展

层次1：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不认识摩擦现象发生的条件，不
能了解什么是摩擦现象，什么是摩擦力。不了解减小或增大



物体间摩擦力的方法。不知道生活中应用及避免摩擦力的现
象。

层次2：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能认识摩擦现象发生的条件，能
了解什么是摩擦现象，什么是摩擦力。不了解减小或增大物
体间摩擦力的方法。不知道生活中应用及避免摩擦力的现象。

层次3：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能认识摩擦现象发生的条件，能
了解什么是摩擦现象，什么是摩擦力。能了解减小或增大物
体间摩擦力的方法。知道生活中应用及避免摩擦力的现象。

探究能力：

层次1：不能够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有关摩擦、摩擦力的现象。
不能设计实验研究减小或增大固体与固体间、固体与液体间
摩擦力。不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摩擦的研究结果。

层次2：能够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有关摩擦、摩擦力的现象。不
能设计实验研究减小或增大固体与固体间、固体与液体间摩
擦力。不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摩擦的研究结果。

教学步骤：

1.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物体的运动方式，请同学们说说你知
道了哪些运动方式？（学生自由说）

2.教师用小车在木板上滑动，让学生观察，问：小车的运动
方式是什么？（教师引导：车轮和车厢的运动是什么方式？）

教师总结：车论的运动是转动，而车厢的运动方式是直线移
动。

教师出示载重汽车的录象让学生看完后提问：“你们觉得要
想让汽车运动的更快和什么因素有关。



教师：学生踊跃回答问题。

教师不做评价。认真听学生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