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探索活动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评课 高
效课堂的模式探索活动总结(精选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探索活动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评课篇一

(5)提高教学手段的高效性。

多媒体和学科教学整合是课堂教学的必然趋势，多媒体和教
具等教学手段的运用，要用在该用之处，使其真正起到辅助
教学的作用。要坚决杜绝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装点门面、华而
不实、哗众取宠的做法，讲求使用效益。

(6)提高问题设计的高效性。

要围绕教学重点，设计富有启发性、探究性的课堂提问，通
过有效的提问激发学生学习探究的兴趣，推进教学目标的实
现。

(7)提高时间设计的高效性。首先自学10分钟，带着教师的导
学问题和目标。教师精讲15分钟;然后让学生巧练10分钟;再
后，反馈5分钟，教师进行当堂批阅了解学习情况;最后5分钟
教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提高教学。

当然，高效课堂教学环节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除以上七
条外，教师的专业素养问题、高效课堂教学时间的利用问题、
教学资源的有效整合问题、重难点的突破问题、教师的主体
地位发挥与学生主导地位的实现问题、面向全体学生的问题、



教师的示范作用与课堂教学细节问题等等，都值得去认真研
究。

探索活动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评课篇二

发现物体的弹性，了解弹性与人们的关系。

利用材料制作弹性玩具。

细铁丝、画纸、圆柱体、橡皮泥若干。皮筋、皮球、气球、
拉力器等。

（汪汪，小朋友你们知道我们是怎样跳起来的吗？）谁来回
答这个问题？

听，小狗是怎样回答的，好吗？（你们听好了）"小朋友真聪
明，在我们的身体下有弹簧，潘老师用力把我压下去，下面
的弹簧变短了，我就沉下去了，潘老师一松手呀，我们就跳
起来，弹簧呢也就恢复原样了。"教师小结：听明白小狗的话
了吗？噢，原来物体在力的作用下，形状会发生变化，松开
力时，又恢复原状，这就叫物体的弹性。

2 、提供各种材料，让小朋友感知发现弹性。

幼儿操作：拉拉皮筋会变长，一松手又变成原来的样子压皮
球，皮球会扁，松手又鼓起来了。

师：谁来告诉大家你玩的是什么？你是怎样玩的？发现它们
有什么变化？

老师讲解后幼儿操作。

5 、结束：让我们一起来和会跳的小狗跳舞吧。



本次活动中，我们为孩子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弹性物体，这
些物体都是幼儿生活中常接触的，他们很感兴趣。通过引导
幼儿动手操作、实践，让他们感知弹性物体的特征，探索弹
性的秘密，从而使他们的观察力、创造力、思维能力等得到
发展。

但是，在设计本次活动时，我们感觉，对大班幼儿来说，内
容多了一些，尽管活动的前半部分，我利用各种弹性物品让
幼儿充分感知了弹性物品在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并且知道
了弹性可以再不同的物体上都能找到，也基本理解了弹性的
特质。但是活动的后半部分，我利用铅丝让孩子们进行弹性
物品的制作，在制作的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问题，一是在
材料的选择上，制作弹簧的铅丝弹性度不够，不能充分的展
现弹簧的特征；二是在制作弹簧的过程中，孩子们对于如何
绕？怎么绕？搞不清楚，原因是：作为弹簧本身就有许多的
知识点可以给孩子们讲解，其实弹簧本身就能作为一个活动
来展开，从而能更好的让孩子们在制作弹簧的过程中认识弹
性，理解弹性物品。

本次活动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总体来说，孩子们对于最后
的作品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在日常生活中可尝试的让他们利
用相关的材料制作出更有创造性的东西。

探索活动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评课篇三

1.学会以一一对应的方法来比较两组物体的多少，并能用语
言表达多少和一样多的数量关系。

2.养成自己玩具的习惯。

小兔头饰一个，奶瓶6个，奶嘴6个，锅子8个，锅盖8个，瓶
子6个，瓶盖6个，糖果，礼物盒，小动物。

一、观察物品



2.师：小朋友，兔姐姐请我们帮她东西，你们愿意吗？那我
们出发吧。（在教室绕一圈）

3.师：哇！兔姐姐家真的很乱呢？这是什么啊？（奶瓶）它
的好朋友是谁呢？（奶嘴）我们来找一找。

这又是谁呢？（瓶子）它的好朋友又是谁啊？那他的好朋友
在哪呢？哪个才是他的好朋友呢？（试一试）

这又是谁啊？（锅盖）它的好朋友是谁呢？（出示瓶子，奶
瓶，锅子）

：原来这些东西要选合适的才能成为好朋友啊。

二、物品

师：这边干净了，可是兔姐姐家后面的桌子上还是很乱呢？
请你们去一下吧，找到他们的好朋友，好吗？（幼儿）

师：你们都好了么？你的是什么呢？他的好朋友是谁啊？
（幼儿说一说）

三、谁多谁少

2.展示如何包装礼物

3.教师带小朋友包礼物。

师：宝宝们，我们一起来包礼物吧，记住哦，一个盒子放一
颗糖果，找到合适的盖子盖好。

4.师：你们都拿到礼物了吗？有个小朋友没有礼物呢,你们能
想想办法吗？(幼儿说一说)

5.师：好了，我们拿着礼物回去吧。



探索活动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评课篇四

1、对生活中不同大小的物品感兴趣。

2、知道物品有大小之分。

3、能比较和区分两个物体的大小并尝试使用“爸爸用/吃
大xx”，“球球用/吃小xx”的句式。

课件准备：“大鞋和小鞋”图片；《宝宝比大小》动画视频
及组图。

纸面教具：《连一连》。

材料准备：马克笔。

一

出示图片引导幼儿猜测是谁的鞋

——小朋友们猜一猜图片上的两双鞋是谁的鞋？

——爸爸/大人的鞋是什么样的？

二

播放视频组图鼓励幼儿比较物品的大小并描述

1、出示组图，引导幼儿通过观察图片来比较物品的大小。

2、播放动画视频《宝宝比大小》，通过观看视频验证回答。

三

发放教具巩固幼儿对大小的比较和区分



——图片上哪些是爸爸的物品？哪些是宝宝的物品？

——请小朋友们帮一帮图片上的这些物品找一找自己的主人，
找到后连一连

四

在班级中寻找物品通过比较将它们进行分类

——小朋友们找一找，我们班级中有哪些大物品，哪些小物
品？

——找到后请将大物品放在一起，小物品放在一起。

探索活动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评课篇五

二、活动目的：

1、释放生活工作压力，调节心理平衡。

2、认识自身潜能，增强自信心，明确和认同组织目标，增强
组织的凝聚力。2.改进组织内部沟通与信息交流，树立相互
配合、相互支持的团队精神。

三、活动组织：公司综合办。

四、权责：活动主持：李强，后勤：陈丽、陈艳娇，摄影：
姚伟聪。

六、活动地点：东莞市塘厦镇大屏障森林公园。

七、活动参与：各单位确定人员名单：预计50人

八、活动概要：



公司户外活动策划方案八、着装要求：因为活动中需弯腰、
蹲下等动作，所以需统一穿工衣、平底鞋，运动裤。

九、物品准备费用预算：

十、物品准备：李强、陈丽、陈艳娇。

十一、回来后所以参与人员两天内写心得报告，主要内容如
下：

核准：审核：制作：李强

探索活动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评课篇六

活动目标

1、感知物体在水中的沉浮现象，学会用简单的图标来表示物
体的沉浮。

2、探索调节物体沉浮的方法。

3、培养幼儿的'创造性思维，发展幼儿探索求知的精神。

活动准备

1、各种试验材料（乒乓球、积木、空瓶子、钥匙、橡皮泥、
小石头、钉子、树叶、小碗、磁铁、笔、纸）若干。

2、幼儿每四人合用一张操作台，另备水槽、托盘各一只。

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景

幼儿听音乐进实验室，看到各种试验材料，激发幼儿的操作



欲望。

（二）幼儿尝试

教师提出尝试题：把这些物体放入水中，你会发现什么？

幼儿尝试，得出结论：

有的物体漂（浮）在水面上，有的物体落（沉）入水底。

教师总结：象乒乓球、积木、空瓶子在水中的现象叫做浮，
象钥匙、橡皮泥、小石头、钉子在水中的现象叫做沉。

（三）幼儿尝试

1、教师提出尝试：如果用向上的箭头表示浮，用向下的箭头
表示沉。这些实验材料该用什么符号表示呢？（插塑、纸、
梳子、牙刷、电池、铅笔、小刀、橡皮等。）

2、各组幼儿进行尝试猜测，并在纸上画好对每一种材料沉或
浮的猜测结果。

3、教师总结（演示课件），验证幼儿猜测的（正确与否。对
不同意见（如同一种物体，有的幼儿认为沉，有的幼儿认为
浮）通过实验验证，统一认识。

（四）实验

1、教师提出尝试：怎样让浮的物体沉下去？让沉的物体浮上
来？

2、幼儿试验，得出结论：

往空瓶里装水，把铅笔拴在石头上。可以让浮在水面的空瓶
子和积木沉下去；把橡皮泥捏成小船，把钉子放在积木上，



可以让沉入水底的橡皮泥和钉子浮上来。

3、教师鼓励幼儿尝试不同的材料和方法。

（五）幼儿尝试

幼儿尝试回答：往树洞里灌水球就浮上来了。

2、有一堆掺有麦糠的小麦，怎样尽快的把麦糠和麦粒分开？

幼儿尝试回答：把它们放入水中，浮在上面的是麦糠，沉入
水底的是麦粒。

3、沉与浮在我们的生产、生活有哪些应用？

幼儿尝试回答：救生圈的应用、淘米做饭时的应用以及在轮
船、潜水艇上的应用等。

沉浮现象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它广泛应用于工业、
农业、国防等领域，能为人类做许多事情。

（六）活动延伸

在日常生活中观察，还有哪些物体是利用沉浮的原理制成的。

探索活动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评课篇七

1、师："你们想成为魔术师嘛?你们想不想也去变一变呢?"老
师为每组准备了红、黄、蓝三种颜色，每人取两种不同的颜
料，放在杯子中轻轻摇晃，看看有什么变化。和身边的朋友
说说自己的发现，相互间比较一下各自变出的新颜色。

2、教师讲解操作时注意事项：

现在，请小朋友也来当魔术师，好不好?不过当魔术师有个小



小的要求：

(1)小心不能把颜料弄在衣服或者桌子上。

(2)在玩的过程中要学会让一让、等一等，慢一点没关系。

(3)在玩的过程中跟你的好朋友说一说你的发现，比较变出来
的新颜色。

探索活动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评课篇八

1、知道尖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身体。

2、学习使用剪刀、筷子、笔、刀、吸管等物品的正确方法。

准备若干尖利物品，筷子、剪刀、笔、刀、吸管等。

（1）在小朋友的桌上摆放着些什么东西？

（2）它叫什么名字，在生活中有什么用处？

（3）它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4）你还知道哪些尖利的物品？

小结：在我们生活中，有些东西有着尖尖的头，有的东西有
着锋利的边缘，这些东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帮了
我们许多的忙。但尖利的东西却容易伤人。

（1）你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它们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2）你在生活中用过哪些尖利的东西？

（3）它有没有对你造成伤害？



（4）为什么会弄伤？

小结：使幼儿知道不正确地使用尖利的物品会给我们带来伤
害。

（1）这些尖利的物品使用不当会伤害我们，那我们应该怎样
来使用它呢？

（2）请个别幼儿示范正确使用铅笔、筷子、剪刀、吸管的方
法。

（3）教师示范正确使用刀的方法，教育幼儿不要自己使用刀。

小结：在使用尖利物品时，不能将尖利物品拿在手上随意挥
舞，也不能用嘴巴含着筷子、吸管或吃小棒串着的食物时追
逐、打闹。尖利的物品用完后要及时收拾好。特别要提醒幼
儿自己年纪还小，有些尖利的物品还不能使用，也不要去尝
试，更不能当玩具玩。

探索活动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评课篇九

1、发现物体的弹性，了解弹性与人们的关系。

2、尝试利用材料制作弹性玩具，体验成功的喜悦。

利用材料制作弹性玩具。

细铁丝、画纸、圆柱体、橡皮泥若干；皮筋、皮球、气球、
拉力器等。

1、出示“会跳的小狗”引发兴趣，了解物体的弹性

师：“汪汪汪”小朋友你们知道我们是怎样跳起来的吗？
请2—3人回答。



师：我们听听小狗是怎样回答的，好吗？

“小朋友真聪明，在我们的身体下有弹簧，潘老师用力把我
压下去，下面的弹簧变短了，我就沉下去了，潘老师一松手
呀，我们就跳起来，弹簧呢也就恢复原样了。”

教师小结：噢，原来物体在力的作用下，形状会发生变化，
松开力时，又恢复原状，这就叫物体的弹性。

2、提供各种材料，让小朋友感知发现弹性。

幼儿操作：拉拉皮筋会变长，一松手又变成原来的样子压皮
球，皮球会扁，松手又鼓起来了。

师：请幼儿说说自己玩的是什么？是怎样玩的？发现它们有
什么变化？

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简单小结。

3、弹性的作用，引导幼儿在生活中寻找

师：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物品也有弹性？这些物体为什么要
有弹性？（引导幼儿回忆，举例有弹性的物体，并说说弹性
的作用。）

教师小结：有弹性的物体很多：自行车座垫装弹簧，是为了
减少振动；夹子、理发椅子有弹簧是为了方便使用；沙发、
床用海棉和弹簧是为了坐躺时更舒服；水龙头开关里有皮垫
子是为了防止漏水；弹簧秤用来测量物体的轻重……。

4、小制作“会跳的小人”

师：今天“会跳的小狗”让我们知道了我们生活中离不开有
弹性的物品，为了谢谢他们让我们一起来制作一个“会跳的
小人”送给他们好吗？（出示示意图）



师：谁能告诉我第一幅图示是什么意思？第二幅呢？（教师
讲解）

5、幼儿操作。

6、结束：让我们一起来和“会跳的小狗”跳舞吧。文章来

探索活动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评课篇十

一、引导观察，激发兴趣。

让幼儿观察种子，说说对种子的认识及了解。

师：“小朋友请你们摸摸、看看我们的肚子上有什么?(肚脐)
那现在，请小朋友看看，你们容器里装的都是些什么种子?它
们身上有没有“种子的肚脐”?或者还有些什么?”(根据已有
的经验，让幼儿自由说说这些都是什么种子，幼儿争相回答，
发表自己的看法。)

师：“你们知道你们容器里的种子里面有什么?它们每一个结
构名称叫什么，你们知道吗?

二、自由观察、探索种子的结构。

(一)幼儿自由观察、探索种子

1、师：“你们每人选自己最喜欢的种子，看看它身上有什
么?老师可提醒孩子把种子剥开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见图1、
图2)(幼儿自由观察、探索)

2、师：“请孩子把种子剥开的后，每一部分分别放在不同颜
色的四张纸上。”(见图3)

3、师：“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都把种子剥成了几部分?”(四



部分)

(二)认识种子各部分的结构(见图4、图5)

1、师：刚才我们把种子都剥成了四部分。现在我们每人再拿
起一颗种子，在看看我们手上的种子是否还能剥开四个不同
的部分。

2、师拿起一颗种子说：我们先看看到种子外表有什么?(一个
小白点)告诉幼儿这小白点叫种脐。(出示种脐字卡)师：现在
我们都把种脐剥放在字卡下方。

3、师：现在我们看到外面的这一层是什么呀?(种皮)老师出
示种皮字卡让幼儿认识，让幼儿把自己手上种子的外面的皮
剥下来，放在字卡下面。

4、师：现在我们再把这光滑的种子轻轻的剥开，我剥开后发
现里面还有个小小的胚芽，看看小朋友手上的种子有没
有?(胚芽)老师出示胚芽字卡让幼儿认识，让幼儿把胚芽剥下
来，放在字卡下面。

5、师：现在看看剩下两个象什么呢?引导幼儿：“叶子”。
师：那就是种子的子叶，老师出示字卡，认识后，让大家都
把子叶放在字卡下方。

6、大家看着字卡和种子各部分的结构，认一认。(有兴趣的
幼儿可以再次剥种子与种子结构分类操作卡配对)

三、活动小结

1、师：“现在，你们认识种子各结构的名称了吗?。”让幼
儿再次对种子结构的认识，老师说种子的结构名称，幼儿指
出，或老师指种子的结构，幼儿说出其名称。(见图6)



2、师：“请小朋友回家再找找各种种子，看看它们是不是每
个种子都有种脐、子叶、胚芽呢?”

3、种植实验：师：“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如果我们把种子的
一部分去掉它还能发芽吗?”

四、延伸活动：

在科学文化区投放：

1、种子结构(实物)字卡配对(见图7)

2、种子的三步卡(见图8)，

3、纸张作业单(见图表9)，供幼儿区域活动时选择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