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苍蝇教案 中班科学活动教
案(模板6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
写好一篇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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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苍蝇教案篇一

1、通过用扭扭棒制作各种物体，认识扭扭棒能够随意造型的
特点。

2、发展幼儿动手能力，造型能力，创造能力。

3、体验活动成功的快乐。

各色扭扭棒、剪刀、求助牌、教师范例。ppt范例。

1、小朋友们谁知道这是什么？（幼儿猜测，最后导出是扭扭
棒。）

2、今天老师用它来变魔术，请小朋友闭上眼睛。（出示用扭
扭棒制作的东西，激发幼儿创作欲望。）

1、你们想不想试试呢？（分发扭扭棒幼儿人手一根进行造型。
）

2、请小朋友上来介绍一下你变的是什么。（幼儿介绍自己用
扭扭棒做了什么。）

3、教师小结。



"绕"扭扭棒，请小朋友和老师学学绕的动作，绕好的.扭扭棒
像什么？

"弯"扭扭棒，请小朋友和老师学学绕弯的动作，弯好的扭扭
棒像什么？

"扭"扭扭棒，请小朋友和老师学学扭的动作，扭好的扭扭棒
可以做什么？（教师边讲边示范，幼儿跟着操作。）

老师这里有许多用扭扭棒做成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想看吗？
（老师和幼儿一起边欣赏，边讨论。）

1、请幼儿5--6人一组，进行造型。

2、提出活动要求

（1）可以用多根、单根扭扭棒组合制作。可以用剪刀把扭扭
棒剪成小段。

（2）如果你在制作过程中遇到了自己和小组都不能解决的困
难，可以用求助牌。请老师或者其他小组小朋友帮忙。

3、幼儿操作，教师观察指导。

小组代表介绍自己小组的作品，然后大家说说你最喜欢哪件
作品，为什么。

活动结束后有兴趣的小朋友可以在区域里继续玩扭扭棒。

中班苍蝇教案篇二

知道萤火虫的特征，并用发光物模仿萤火虫。

仿照故事结构编故事。



"故事"：调皮的光光。

手电筒。

1～10的数字卡数套。

萤火虫发光的原因及方式介绍。

结合幼儿用书，运用故事大书与幼儿分享故事《调皮的光
光》：

--提示幼儿注意故事画面的变化，猜想故事的内容。

--引导幼儿相互交流彼此的想法。

--让幼儿边看书边欣赏故事。

与幼儿一起展开讨论，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故事里有谁？说了什么事情？

--你喜欢光光吗？为什么？

--如果你是光光，会把发光的本领用在哪里？

见到说明萤火虫发光的特征、原因及方式。

--谁见过萤火虫？（如果有幼儿看见过，请他讲述他的经验。
）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玩"萤火虫找朋友"的游戏：

--将幼儿分为数组，每组6～7人，当雄萤火虫。



--将数字卡分给各组，每组数字卡的张数、数目相同；同时
每组发一只手电筒。

--拉上窗帘，关上灯，教师持手电筒当雌萤火虫，一明一暗
地打光数下。

--各组幼儿根据教师所打出的次数，找到对应的数字牌后，
以自己这一组的手电筒打光响应；动作最快且正确的一组表
示找到了朋友，请一名幼儿"飞"到老师身旁。

仿照故事《调皮的光光》的结构，创编故事《我的昆虫朋
友》。请幼儿结合个人的经验，想象一个自己与昆虫朋友的
故事。

指导幼儿用画面的方式把故事表现出来，做成一本自己的故
事书。

中班苍蝇教案篇三

让幼儿知道不同的物体能发出不同的.声音，通过人为因素让
不同的声音组合成有节奏的乐曲。

1、辨别几种不同的声音，知道不同的物体能发出不同的声音。

2、初步了解同种物体，由于数量的多少，发出的声音也不同。

3、初步尝试用不同声音的套桶为乐曲伴奏。

4、培养幼儿的操作兴趣。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活动重点：让所有的幼儿有兴趣参加，并能感知出不同物体
发出的声音也不相同。



活动难点：用不同的物体组成乐曲伴奏。

1、人手一个套桶娃娃，蚕豆、米、绿豆等若干。

2、《小手爬》的音乐，透明的瓶子若干。

一、引导幼儿让套桶发出声音。

出示空套桶，“今天套桶娃娃想和我们小朋友做游戏。”

教师摇动空套桶，“你们听，怎么没声音？”

1、教师设问：你有什么办法让空套桶发出声音？（在套桶里
装上东西）“我们一起动手让套桶娃娃发出好听的声音，在
你的套桶里装上一样东西，盖好，握握紧，摇一摇、听一听。
”幼儿探索、操作。

2、集体探索：“你们的套桶娃娃发出声音来了吗？让我听听。
”（幼儿集体摇动套桶。）“你的套桶为什么会发出声
音？”

二、探索比较，知道不同的物体在套桶里发出的声音不同。

1、分组活动：

让幼儿尝试换一种东西放在套桶中，摇一摇，听一听。

“小朋友在套桶里放了一种东西，你想不想再换另一种东西
放在套桶里，听听刚才的声音和现在的声音一样吗？”

“小朋友拿着你的空套桶找一组你没玩过的放在你的套桶里，
摇一摇、听一听。”

2、教师指导幼儿分辨不同的声音。



让幼儿比较前、后两种声音有什么不同。

“你第一次玩了什么？这一次玩了什么？它们发出的声音一
样吗？”

教师让两个幼儿比较，“你们俩的套桶里发出的声音一样
吗？”

3、集体讨论，请三位幼儿示范。

“小朋友，你们听，他们的套桶里发出的声音一样吗？”

“请你们猜一猜，小朋友的套桶里装的是什么？”

让幼儿猜测，“你们猜的对不对呢？”

教师帮助个别幼儿把东西倒进透明瓶子里让幼儿验证猜的是
否正确。

得出结论：不一样的东西，在套桶中发出的声音不一样。

三、观察、比较同种物体在套桶里发出不同的声音。

教师演示两个装有同种物体的，数量不同的套桶，让幼儿比
较。

“你们既能听出声音来又能猜出来，你们真能干。”

“我这里也有两个套桶娃娃，你们听一听，他们发出的声音
一样吗？”

“你们来猜一猜，这个套桶里装的是什么？”（幼儿猜测后，
打开让幼儿验证）两次。

“为什么一样的东西，在套桶里发出的声音不一样呢？”



（一个多、一个少）

得出结论：一样的东西，一个多，一个少，它们在套桶中发
出的声音就不一样。

“小朋友的套桶娃娃发出这么好听的声音，那我们来为乐曲
《小手爬》伴奏。”（集体伴奏两遍）

通过这节科学活动，整个活动层次清晰，层层推进，幼儿很
感兴趣，在操作活动中尝试、观察、比较，发现问题，成分
体现了“玩中学”的理念。但现在如果我重新上这节课我会
在教学准备上建议提供给幼儿两个套桶，让幼儿同时感知声
音的不同，同时，最好选择声音差别大一点的物品放在套桶
里。

中班苍蝇教案篇四

1.能进行8以内物体数量的比较，知道哪个多、哪个少。

2.能根据盒子的大小判断数量的多少。

1.幼儿活动材料《数学》第6页《爱心巧克力》。

2.带有巧克力图的ppt。

一、给朋友挑“爱心巧克力”。

师：今天我们一起给自己的好朋友送上一份爱心巧克力吧。
现在我们一起看看这些盒子中都装了多少颗巧克力。

师：你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盒子中有几颗巧克力呀？（教师出
示一张带有6颗巧克 力的图）

师：接下来我们再来数数这个盒子中又有几颗巧克力？（教



师再次出示一张带有7颗巧克力的图）

师：对，里面有7颗巧克力的这一盒比较多。现在又多了一盒
巧克力，我们来数数这盒里面又有几颗巧克力呢？（教师再
次出示带有8颗巧克力的图）

师：你们看现在一共出现了3盒巧克力，请你们现在一起来比
一比，这3盒中又是哪一盒的巧克力最多。

师：接下来老师这里有一盒巧克力，我把这盒巧克力分成了5
个格子，这5个格 子里都装着不一样多的巧克力，现在我请
小朋友一起来比较一下哪一个格子里面的巧克力是最多的。

（请幼儿两两比较，说说数量上有什么不同？引导幼儿感知
盒子的大小与爱心巧克力之间的关系。）

二、我来数“爱心巧克力。”

师：现在这里有一份爱心巧克力，等一下老师请你们回到自
己的座位上，翻开幼儿活动材料《数学》第6页《爱心巧克
力》，数一数每个格子里爱心巧克力的数量，比一比哪个格
子里面的巧克力最多，然后再用笔把他圈起来。（教师及时
在旁引导幼儿）

师：全部做对的小朋友可以得到三颗星星，你们要加油。

中班苍蝇教案篇五

1.利用不同的材料制作人工雨。

2.创造下雨的情景，感受想象创造的乐趣。

活动准备:



提供一些让幼儿制作与的材料，可乐瓶、有孔的`瓶盖、吸管、
树叶、海绵等，分类放在材料筐里。

准备清水数盆。

――今天请大家来当一回“降雨师”，看看能用这些材料把
水变成雨吗？

――引导幼儿探索人工降雨的方法。

1.可乐瓶降雨器：在可乐瓶内灌水，拧上有孔的瓶盖，向地
面喷雨。

2. 吸管小鱼：用吸管吸上水，向空中甩一甩，下小雨。

3.树叶雨：用树叶兜水，向空中洒水

4.海绵雨：将海绵吸饱水，一挤，下雨喽！

5：小手来降雨：舀一把水洒洒是小雨，捧一手水淋下来是大
雨。

――请幼儿分享自己是怎么样人工降雨的，并进行演示。

――花草和大树渴了，请为他们下场雨吧！

――请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降雨，给花草树木下场雨。

中班苍蝇教案篇六

“我们的身体”是本班幼儿正在探索的主题活动，在探索小
手的活动中，罗宜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手指上的线叫
什么呀?”但是，小朋友谁都说不上来。这是一个颇具价值的
问题，因为它是我们在主题活动中生成的，有利于孩子们继



续对自身进行探索的兴趣的培养。而且，现代的指纹技术正
越来越与高科技融为一体，涉及到了很多方面，适当地在这
方面丰富一些见识，不仅能开阔幼儿的眼界，且对于幼儿的
科学探究兴趣也会有好处。另外，作为一个新班，我们的孩
子们在探索能力上还显得很单一，缺乏运用多种方式探索的
意识，本活动中鼓励幼儿大胆常识多种复制指纹的方法，对
幼儿的多样化探索意识也是有帮助的。活动中，处于整合性
原则，我还在其中，融合了识数教育，即观察时给手指纹编
号，结合一切可利用因素进行自然衔接下的教育。

1、通过观察，引导幼儿知道每个人的指纹是各不相同的，发
展幼儿仔细观察的能力。

2、探索复制指纹的'方法，萌发多样探索的意识。

3、初步激发对科学、创造和探索自身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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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卡片、小纸片、颜料、印泥、橡皮泥、镜子、抹布等。

1、提问交流：

1)请罗宜家提出自己原先的问题。

2)引导幼儿观察手指，进行相关的经验交流，如：上面的线
长得怎么样?

2、操作体验：

1)讨论：怎样将指纹复制下来，让别人观看?

2)幼儿尝试用各种方法复制指纹，如：在橡皮泥上印指纹等。



3、观察比较：

1)介绍自己是怎样复制指纹的，渗透多元探索的意识。

2)引导幼儿仔细观察比较，从而得出每个人的指纹是不一样
的结论。

4、拓展内化

1)讨论：除了指纹与别人不一样，还有什么也是与人不同的?

2)讨论：指纹有什么用?

介绍有关警察用指纹破案的事和指纹锁的好处，激发幼儿对
科学和创造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