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嗮太阳教案(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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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班嗮太阳教案篇一

“向太阳借点火”

活动目标：

1、感知太阳的热量，体验火辣的感觉。

2、知道大热天不能在户外活动太久。（小班的幼儿已经能正
确的区分一年四季，以及有初步的夏天最爱的概念，开展这
样的活动，幼儿会比较容易接受。）活动准备：一个做成刷
子状的太阳道具活动前玩过“红太阳”游戏。

活动过程：

一、顽皮的太阳。

1、教师出示道具，小朋友你们看，这是什么呀？原来是是太
阳，夏天的太阳很顽皮，像把刷子，把屋子外的人都刷得火
辣辣的。

2、教师边演示教具，一边朗诵儿歌《夏天的太阳很顽皮》
（用一定的情境让幼儿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吸引幼儿的注
意力。）夏天的太阳很顽皮，拿把红刷子，到处找人刷，刷
刷游泳人，刷刷爬山的人，刷刷骑车的人，刷刷卖瓜的人，
刷刷踢球的人。夏天的太阳很顽皮，把屋子外的人，都刷得
火辣辣。



3、提问：夏天的太阳究竟把谁刷得火辣辣呢？引导幼儿根据
深厚经验加以描述。xxxxx向太阳借点火。

1、太阳这么热，我们向他借点火吧。

2、请幼儿摸一摸自己裸露在外的皮肤，如脸、手臂、腿等，
再摸一摸其他小朋友的皮肤，感觉一下自己在室内时的体表
温度。

3、带幼儿到户外空地上，和幼儿一起在太阳底下站立一会，
教师将儿歌中的角色变成幼儿的名字，如？：刷刷xxx，刷
得xxx火辣辣，让幼儿融入情景中体验太阳的.炎热。（在这
个游戏中，幼儿的参与热情一定很高涨，在活动参与中，即
主张幼儿的主动性，但也要注重幼儿的常规要求，对部分好
动幼儿的常规教育。）4、在阳光下摸摸自己的体表肌肤，感
觉一下和刚才有什么不一样。

二、大树底下好乘凉。

1、小朋友，快到大树底下来吧！带幼儿来到大树底下，启发
幼儿互相说说刚才站在太阳下面的感觉。

2、随着幼儿皮肤表面温度的降低，引导幼儿体验凉快。

3、在太阳下，应该怎样保护自己呢？

（在最后环节的谈话活动中，注重激发部分不爱发言的幼儿
发言的积极性。可以以轮流的交流也给部分不爱发言幼儿一
锻炼的机会。）

小班嗮太阳教案篇二

活动：向太阳借点火



活动目标：

1、感知太阳的热量，体验火辣辣的感觉。

2、知道大热天不能在户外活太久。

活动准备：

大树下一处阴凉空地

一个做成刷子状的太阳道具

活动前玩过“红太阳”游戏。

活动过程：

一、顽皮的太阳

意图：通过儿歌感受太阳火辣辣的形象。

1、出示太阳道具，夏天的太阳很顽皮，像把刷子，把屋子外
的人都刷的火辣辣的。

2、教师一遍演示道具，一边朗诵儿歌《夏天的太阳很顽皮》。

夏天的太阳究竟把谁耍得火辣辣呢？引导幼儿根据生活经验
加以描述。

二、向太阳借点火

意图：通过摸摸、到太阳下等活动真实感受有太阳的温度感
受。

1、太阳这么热，我们向他借点火吧。



2、请幼儿摸摸自己裸露在外的皮肤，在默默旁边小朋友的，
感受室内的温度。

3、带领幼儿在操场上坐成一圈，然后以用道具和孩子们玩耍
儿歌，并把儿歌内的词换成孩子的名字。

4、到户外太阳下感受皮肤的温度。

四、大树底下好乘凉

意图：感受在大树底下的凉快，让幼儿知道在太阳底下会比
其他地方热。

1、带孩子到大树底下，启发幼儿互相说说在太阳下的感受。

2、随着幼儿皮肤温度的降低，引导幼儿感受凉快。

3、在太阳底下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呢？

活动反思：

这两天进入了上海特有的'黄梅天，天气时不时的会下雨，但
是还是很闷热。今天开展“向太阳借点火”的时候，外面的
太阳看上去不是很灿烂，但是当我带着孩子们到外面操场上
的时候，孩子们立刻就感受到了太阳照射在皮肤上的热度，
美婷说：“老师！我觉得暖暖的”，我连忙说：“那你觉得
在教室里热还是在外面热啊？”“外面热！”看来孩子们的
这种切身体会比起老师的努力地讲述，对孩子们来说理解得
更快。我又大声的说道：“好热啊！好热啊！就要把握晒黑
了！”我连忙躲到树底下，孩子们也一脸兴奋地跟着我到了
树下，我还没问，有的孩子就说：“这里很凉快的！”“是
吗？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孩子们有点愣住，我又连忙
说：“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下面啊？”“树下面！”“原来在
树下比起在……”“太阳下面。”“要怎么样？”“凉



快！”匆匆的带着孩子们又回到了教室里，大家一起来讨论
刚才在外面的感受，这个时候，顾浩洋却告诉我：“老师！
我刚才在那里看到了很多蜜蜂！”看来这孩子跑题了，我回
答道：“看来天气热了，夏天来了，谁也出来啊？”“小蜜
蜂！”“对呀！天气热死了，太阳公公把小蜜蜂也引来了，
小蜜蜂刚才也到大树底下的小花那采蜜了，它也觉得什么地
方凉快啊？”“大树下面。”有时候，带孩子们出去是为了
让孩子们有一个更直接的切身体会，但是这样的体会方式，
有一部分孩子就会去关注其他的东西，这也是小班孩子的一
大特色，老师这个时候怎么把孩子们的奇思妙想，走远的思
绪婉转的拉回来就成了一大考验了。我一直坚持的原则是，
给孩子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但是老师一定带着孩子的思路
走在轨道上，如果被孩子说的东西带走了，或者一味的帮助
孩子去解释，那无疑是让整个活动失去重心。

小班嗮太阳教案篇三

1、能有兴趣地观察下雨的情景，知道春天会下雷雨。

2、充分体验听雨、看雨、玩雨的乐趣。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使幼儿对探索自然现象感兴趣。

5、充分体验“科学就在身边”，产生在生活中发现、探索和
交流的兴趣。

活动前了解天气预报，选择下雨天气开展此活动。

活动室内准备几把雨伞。

录音机，音乐《大雨小雨》磁带。



1、谈话引起兴趣。

“轰隆隆，轰隆隆”是什么声音在响呀？让我们一起竖起小
耳朵仔细听。引导幼儿知道轰隆隆的声音是打雷的声音，了
解春天来了，有时也会下雨，这就是春雨。

2、和幼儿一起听雨。

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听听看，你听到的雨声是怎么样的？

引导幼儿用各种象声词来表达。（“哗啦啦”、“淅沥沥”、
“沙沙沙”“哗啦哗啦”“滴答滴答”等）

3、和幼儿一起看雨。

（1）雨点是从哪里落下来的呢？是怎么落下来的呢？落下来
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

引导幼儿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可以用“雨点象什
么”来表达。

（2）雨点落在地上像什么？地上会有什么？

引导幼儿发现雨点落在地上会溅起泡泡样的水花，积水中会
有水纹等现象。

（3）看看小草、小花、小树在雨里是什么样子的？

知道这些植物喝足了水会长得更好。

4、和幼儿一起玩雨。

（1）我们用小手接住雨看看，雨是什么颜色的？雨点落在手
上有什么感觉？



（2）和好朋友一起撑着雨伞踩水花玩，提醒幼儿不要把自己
淋湿。

5、在音乐《大雨小雨》的声中结束活动。

此活动充分调动幼儿的多种感官，通过听、看、摸让幼儿充
分体验听雨、看雨、玩雨的乐趣，从中了解春雨的特点，感
知春天的天气是多变的。在整个活动中，幼儿是活动的主体，
寓教育与玩乐之中，符合小班幼儿的兴趣、经验和能力。

小班嗮太阳教案篇四

一、提出问题：

1、这是什么?

2、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学习词：枯叶、绿叶)

3、猜一猜，叶子里面有什么?有没有水?

(1)介绍记录表，教师交待如何记录。

(2)幼儿把自己的猜测记录下来。

二、幼儿进行实验，探索绿叶里的水。

1、教师介绍操作材料及操作方法。

2、幼儿实验操作并进行记录

三、幼儿交流：

1、你发现了什么?

2、为什么绿叶里有水，枯叶里没有水?



3、师生共同总结。

小班嗮太阳教案篇五

1、让幼儿了解夏季自然变化的特点，以及人们活动的情况。

2、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和讲述能力。

投影设备、图片。

2、幼儿学习讲述夏季的天气特点。

3、指导幼儿观察图片，提出要求。

4、指导幼儿讲述人们在夏天的活动。

师：夏天天气炎热，人们穿什么衣服？人们喜欢吃什么东西？
到哪儿去玩？

5、小结夏季特征，教育幼儿在夏季要注意休息，保持身体健
康。

夏天真热，幼儿如何而知？相信孩子自有自己的感受和认识。
活动之前，我利用晨间时段鼓励幼儿观察夏季的景色、人们
的穿着、气候的特征，当幼儿有了充分的感受，他们在活动
中就有话可说。活动中我引导幼儿大胆讲述自己的发现，让
幼儿在与同伴的语言交流中相互学习，相互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