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道德与法治四年级计划 四年级学
习计划(优质9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既然教案
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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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科学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请幼儿看清图形与代号后看图填数；看数画图；看图填数、
看数画图。

2、请幼儿猜猜电话号码。

活动准备：幼儿用书（数学）、铅笔人手一只。

活动过程：

一、数图记忆：

1、教师讲解：

（1）出示图形与代号请幼儿仔细看。1是什么图形，2是什么
图形……...9是什么图形。

（2）出示不同的图形请幼儿填写数字。如，正方形是数字几，
三角形应该填写数字几等。

（3）请幼儿看数字来画出图形。如，2应该画什么图形，8应
该画什么图形等。



（4）教师出示有图形有数字的要求幼儿是图形的就写出数字，
是数字的就画出图形。2、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检查、指导。

二、猜猜电话号码：

1、教师讲解：

（1）根据算式题得出电话号码是多少。
如，8—3、2+3、7—4、10-7、5+4、8-7、6-6、3+4。得出电
话号码是55339107。

（2）出示数图，请幼儿根据图形写出电话号码。

（3）把自己家的电话号码也变成密码。

2、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检查、纠正。

大班科学教案篇二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包装袋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常见，让
幼儿了解各种各样的包装袋，明白包装袋上标识的作用，了
解白色污染的危害，激发幼儿愿意制作、使用环保手提袋是
本次活动的主要目的。

1、布置任务：和家长一起收集生活中见到的包装袋标识，与
老师、小朋友交流分享，初步了解标志的意义和作用。

2、多媒体课件

3、教学挂图

4、每位幼儿带一袋小食品

5、大挂历纸、牛皮纸、透明胶、打孔机、塑料绳、彩笔等。



1、播放课件，引导幼儿了解各种各样的塑料袋，引发幼儿参
与活动兴趣。

(1)师：你刚才看到了什么(各种各样的包装袋)

(2)师：他们是装什么的?有什么图案?在哪里见过?(让幼儿自
由发表意见)

2、请幼儿介绍自己带来的食品，认识包装袋上的标志。

(2)请幼儿看挂图，教师小结：食品包装袋上有质量安全认证，
绿色食品标志、环保标志、可回收标志、生产日期、保质期
等标志，在购买食品的时候，要选择有以上标志的食品。

(3)请幼儿看一看自己的小食品包装袋上有没有以上标志，有
没有超出保质期

(4)请幼儿和同伴一起品尝有以上标志没有超出保质期的食品

3、组织幼儿讨论：白色污染的危害。

(2)播放白色污染环境的图片，教师小结：塑料袋方便而我们
却不提倡使用，因为塑料袋很难降解，不利于环境的保护。

(4)请幼儿说一说，我们应该如何保护环境?

比如：购买食品时，要选择有绿色食品标志、可回收标志的，
不使用塑料袋，要使用环保手提袋，同时争当一个环保小卫
士，告诉家长也要这样做。

4、请幼儿用提供的材料制作环保手提袋。

(1)请幼儿用挂历纸根据幼儿用书上提示的步骤制作环保手提
袋。每人选一块大积木玩具作为模具，在上面进行包装，按
提示这叠好，用透明胶粘住。注意不要包的太紧，以免积木



拿不出来。教师指导帮助有困难的幼儿。

(2)请幼儿装饰环保手提袋，在手提袋上栓绳、装饰花纹等。

1、请幼儿做一名小小宣传员，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讲一讲
什么是在、白色污染，为什么不能使用塑料袋。

2、制作更多的手提袋送给家人和朋友。

大班科学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观察认识合欢的花、树、皮。

2.简单了解其各部分的`功用。

3.培养锻炼幼儿的动脑动手及想象思维能力。

4.让幼儿学会初步的记录方法。

5.在交流活动中能注意倾听并尊重同伴的讲话。

【活动准备】

1.查资料，搜图片，制作幻灯片。

2.纸笔、颜料、胶水。

3.合欢的花、叶若干（分别放在小筐里）。

【活动方法】

观察法、讲解法、引导发现法、操作法等。



【活动过程】

先放幻灯给孩子们看，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活动兴趣和探究欲
望；然后组织全体聚到合欢树下，从观察入手，一步步来引
导他们认识合欢树，了解合欢树。

1.提问幼儿合欢树的名称，简单了解它的别名：夜合树、马
缨花、绒花树、扁担树、芙蓉树。

2.对照实物，观察、讲述、认识。

树干：树干的颜色一般是浅灰褐色。

树皮：树皮轻度纵裂。

树枝：枝粗而疏生，幼枝带棱角。

叶子的颜色：绿色；

叶子的特性：叶奇，日落而合，日出而开，给人以友好之象
征；

叶子的生长方式：叶为偶数两面羽状复叶，互生。

花的形状、颜色：花美，形似绒球，花丝上部为红色或粉红
色丝状，簇结成球。

花的气味：清香袭人（让孩子们亲自闻一闻，说一说。）

果实：果实为荚果，成熟期在十月。（留下悬念：小朋友可
要留心观察啊，看它什么时候结荚。）

（对于知识点比较难的地方只让幼儿简单了解。）

3.简述其价值。



合欢树姿态美观，花叶清奇，绿荫如伞，气味芳香，可供观
赏；

木材坚实，纹理通直，结构细密，经久耐用，可供制家具、
农具、建筑、造船之用；

合欢树阴阳有别，被称为敏感性植物，被列为地震观测的首
选树种；

合欢皮、合欢花有很大的药用价值。

4.捡落花。

老师和孩子们一块捡拾落在地上的合欢花，一边捡一边数数。

5.粘贴、添画。

让幼儿大胆想象、自由发挥，利用花、梗和叶片进行粘贴、
添画。

6.展评幼儿作品。

【活动延伸】

继续观察合欢树，并做简单记录。

【活动反思】

兴趣是学习的动力，灵活多样的活动方式是增长知识的手段，
动手动脑是探索发现的途径。这次活动课，孩子们兴趣盎然，
积极性极高，不但知道了合欢树各部分的名称，而且对其特
点和功用也有了大致了解，更是满足了好奇心和求知欲。就
是有的幼儿对观察到的不能运用比较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还
有待于在日常生活中多看多说多练。



大班科学教案篇四

空气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不可缺少的物质之一，世间万物
的蓬勃生长都离不开空气，在这一基础上，选取与幼儿日常
生活中非常熟悉的载体（即空气）展开课堂，运用多种感官
感觉的活动，让幼儿充分感知空气，知道空气无处不在并与
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以激发幼儿对周围事物的探索兴趣。同
时，随着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周围的环境空气变得
越来越糟糕，呼吁幼儿保护环境从身边小事做起。

1.认知目标：知道空气看不见、摸不着，在我们周围到处都
有的。

2.技能目标：发展积极去探索、发现和观察的能力。

3.情感目标：养成爱护环境的良好习惯。

重点：让幼儿认识空气的特性。

难点：尝试独立完成实验操作。

1.水槽、透明水杯若干个。

2.干净纸巾、手帕、水。

1.导入：

师：小朋友们早上好！小小手，放膝盖。

师：今天老师带来一个游戏，请大家闭上嘴巴，用手捏住鼻
子，放开，请小朋友说说刚刚做游戏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引出空气）

师：那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我们要呼吸，我们有呼吸



才能维持生命。那我们吸进的是什么呢？引导小朋友说出空
气。

师：那空气是怎样的呢，哪位小朋友来说说？引导小朋友逐
一发表意见。

教师小结：空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2.展开

（1）教师演示

师：空气还有很多神奇的地方，下面老师变个小魔术来看看
空气究竟神奇在哪里。

教师演示纸巾不会湿的实验。教师将纸巾塞入杯底，倒扣杯
子压入水槽的水中。

师：小朋友猜一猜纸巾现在帕湿了吗？那我们来看一看。

取出杯子，请每位小朋友都摸一摸知道纸巾没湿后，请小朋
友再认真看一次实验，注意看泡泡。

教师演示纸巾会湿的实验。教师将杯子倒扣压入水槽的水中，
慢慢倾斜杯子，让空气跑出来，取出杯子。

（2）幼儿操作

分开两组，让幼儿带着疑问做实验，提醒幼儿注意观察，直
至都能看清前后两次实验的不同：知道第一次纸巾没有湿是
因为杯子有空气，空气挡住了水，水不能进入杯子，所以纸
巾没有湿；而第二次是因为杯子的空气跑出来了，水进入杯
子所以纸巾湿了。

（3）教师演示



把纸巾换成手帕，教师演示手帕不会湿的实验。教师将手帕
塞入杯底，倒扣杯子压入水槽的水中。

师：小朋友猜一猜手现在帕湿了吗？那我们来看一看。

取出杯子，请每位小朋友都摸一摸知道手帕没湿后，请小朋
友再认真看一次实验，注意看泡泡。

教师演示手帕会湿的实验。教师将杯子倒扣压入水槽的水中，
慢慢倾斜杯子，让空气跑出来，取出杯子。

（4）幼儿操作

同样分开，让幼儿操作把纸巾换成手帕的实验。

教师小结：杯子里的纸巾和手帕会湿跟材料无关，都是因为
空气的.关系，杯子有空气，空气挡住了水，水不能进入杯子。

3.活动结束

教师请幼儿简单说明自己理解的空气是怎样的，引导幼儿与
同伴分享，交流自己做实验的过程。

师：老师刚刚观察到有小朋友把杯子倒扣在水里后，把杯子
移来移去到最后纸巾也没有湿，鼓励这位小朋友还发现空气
另外的神奇之处。

师：（实验结束）大家看到空气的神奇的地方了吗？老师把
实验的工具放在区域活动里，想做这个实验的小朋友可以取
来做。

结合活动过程中幼儿的表现，我对本节课总结如下：

1.幼儿求知欲望较强，积极性高。儿童对空气和探索表现出
浓厚的兴趣，在整个主题活动实施的过程中，教师能根据大



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已有经验，循序渐进地进行各个领域的
教学活动。

2.注重安全，整个活动过程幼儿参与动手操作，教具采用塑
料的，提高安全性。

3.老师在开展主题活动前的预知工作不够全面，教师未考虑
到孩子们也喜欢玩水，场面控制不好，需要副班老师共同协
助。

大班科学教案篇五

1、让幼儿认识几种常见调料的名称和其味道的特点。锻炼幼
儿用嗅觉、味觉、视觉等感官对事物进行辨别的功能。

2、通过对调料的认识，使幼儿学会简单的使用方法。丰富幼
儿的生活知识和提高生活技能。

3、培养幼儿努力合作的良好行为习惯。

1、白糖、味精、盐、酱油、醋、辣椒油、香油、蒜泥等调料
分类放好。

2、黄瓜、西红柿、豆腐皮、葱、胡萝卜、火腿、白萝卜等切
好分盘。

3、筷子、透明口杯若干。

4、环境布置“宝贝厨房”一处。

教师：“今天，欢迎大家到宝贝厨房来做客，先请小朋友参
观一下宝贝厨房的调料大世界。”音乐起，幼儿直接进入宝
贝厨房参观已准备的各种调料，提醒幼儿用各种方法感知各
种调料的名称和味道，注意参观时的秩序和卫生。



1、教师提问：“刚才小朋友们看到的是哪些调料？”幼儿回
答：“白糖、鸡精、盐、酱油、醋、辣椒油、香油。”再请
幼儿说出是如何知道这些调料的，引导幼儿分别从嗅觉和味
觉、视觉的感受说出各种调料的名称和其味道的特点，例如
糖甜、盐和酱油咸、味精鲜美、醋酸、油香等。

2、出示一盘调好的菜，请幼儿品尝并说出菜中用到的调料。
教师总结各种调料的味道和作用：人们使用调料是为了做菜
时使菜的味道更好吃。简单说明调料的其他用途：醋可以用
来杀菌消毒；盐可以加水稀释用于伤口或皮肤消毒；如果有
烧伤和烫伤可以用酱油涂抹，减轻伤痛；涂抹香油可以减轻
婴幼儿口疮等痛苦。

3、出示各种切好的菜类，先请幼儿讨论说出日常生活中见过
的这些菜的吃法，调制凉菜。

教师：“今天，我们用这些调料和蔬菜自己来做凉拌菜好
吗？”请幼儿分四组进行活动。每组幼儿根据自己的意愿挑
选调料和蔬菜到桌子旁，在注意卫生方法和安全使用的前提
下，将各种菜加入调料用筷子进行搅拌，教师进行指导，提
醒幼儿味道搭配合理，甜和辣的冲突，每一个菜有其突出的
特点，四组小朋友的菜尽量不重复。搅拌完毕之后幼儿试尝，
然后根据不足进行补充加料。如淡的加盐，咸的加点鸡精或
醋等。教师提醒幼儿不要将调料撒到外边，如果有用抹布随
时清理。

4、请幼儿将调好的菜装盘，为菜起名并做简单介绍。介绍的
语言形式为：我们的菜名是* * *，用的主料是* * *，调料
是 * * *。希望大家喜欢。菜品名称参考：西红柿拌白糖
（火烧冰山）、凉拌豆腐皮（可加入黄瓜丝、胡萝卜丝等，
又名三彩丝。）、黄瓜火腿（红点点、绿点点）、糖醋萝卜
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