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各种各样的房子教案(优秀7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各种各样的房子教案篇一

经前五课的学习，学生明白了电和磁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
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明白电和磁这两种能量的相互转换。本
课，通过生活中应用最广泛的能量——电能，使学生了解到
电能、能量，以及各种能量相互转化的关系。本课指导学生
用能量和能量转换的观点，来重组自己原有的知识，初步建
立能量和能量转换的概念。

课前，我让孩子们寻找教室里的用电器，并说一说要使他们
工作起来，需要怎么办？通过学生回答通电，简单介绍用电
器的概念，并引出电能够用来做什么工作，从而建立“电
能”的知识。随后，我提问学生：在生活中还存在着哪些能
量呢？太阳能、水能、风能……但是，当提问这些能量可以
用来做什么工作时，学生的回答比较狭窄，学生从自己狭义
的认识去回答，这需要我们给学生创设环境，进一步认识能
量的作用。出示课件，介绍各种能量在生活中的用途。完
成61书本上的表格，记录家用电器的能量输出形式，冰箱和
空调很多同学想不到是电动机的动能。

我出示一幅篮球运动员的投篮图片，让学生思考：运动员运
动需要的能量来自于哪里呢？——食物。简单介绍食物进入
人体后，会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后，储存在我们人体，形
成化学能。随后，出示加油站、煤炭等图片，从而引出化学
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



利用书本62页的图，让孩子们寻找途中的能量转变，学生根
据自己的了解去说明：阳光的太阳能通过光合作用转化为植
物的化学能，植物被人吃后其化学能转化为人体内的化学能，
运动将化学能转化为自行车的动能（机械能），再转化为发
动机的电能，电能再转化为电热水壶的热能。通过对这个图
的了解，学生对能量和电能之间的认识和能量之间的转化又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各种各样的房子教案篇二

1、通过想想、看看、说说、写写、画画，辨认各种笔，了解
它的不同特性。

2、感受笔的发明在人们学习、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常用的铅笔、毛笔、粉笔、水笔等各种色画笔。

（一）开始部分：出示一幅五颜六色，色彩鲜艳的彩笔画，
提示幼儿：这幅美丽的画是用什么笔画成的？回答：彩笔，
引出本课主题，《各种各样的笔》。

（二）基本部分：观察比较，激发幼儿对笔的兴趣第一次尝
试：请幼儿介绍自己见过的笔（引导幼儿从外观，作用，书
写特点等方面进行介绍）。

第二次尝试：说说铅笔、油笔、粉笔各有什么不同。

（1）铅笔能削，笔迹可以用橡皮擦掉，幼儿常用它画图画、
写字。

（2）油笔不用削，笔迹不容易擦掉。

（3）粉笔，教师在黑板上写字或教学用，易擦掉。



提问：除了这些笔，你还知道哪些笔，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

第三次尝试：引导幼儿思考：假如你是小发明家，你想发明
一支什么样的笔？（让幼儿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或画出来）。

第四次尝试：教师简单为幼儿讲神话故事《神笔马良》让幼
儿加深对笔的印象。

第五次尝试：学习儿歌《小铅笔》

小小铅笔细又长，身穿彩衣黑心肠，嘴巴尖尖会写字，只见
短来不见长。

（三）结束部分：教师小结笔是我们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学
习用品，是我们的好朋友，大家在使用时注意安全，铅笔的
铅有毒，不应用舌头舔。另外笔尖太尖，不要伤了自己和别
人。

全体幼儿合作，用各种笔画一副意愿画，画好后仔细看一看
每种笔画的画，风格有什么不同。

让幼儿用自己喜欢的笔创作一幅作品。

各种各样的房子教案篇三

本课我主要以学生观察为主，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探究的
精神。活动中主要以小组合作为主,让学生亲历探究，运用各
种感官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课上我注重面向全体学生，以探究为中心，小组合作学习。
由于一年级学生还不能从事独立完整的探究活动，所以目的
在于发展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对科学观察的理解上。此外注重
让学生亲身经历，教学前让学生去收集树叶，并提出要求，
这样学生就会到自然中有目的的观察和采集，同时就会有不



同的收获。再通过课上学生的课外写生和观察，学生就会发
现很多问题。比如在观察两个颜色不同而形状相同的叶子时，
有的组把它们分成一类，有的组不分成一类，分成一类的小
组就能说出在采集的时候他们发现同一棵树上的叶有的叶颜
色不同，但都是一种叶。可见学生自己的发现要比教师教要
好。

一、学生的小组意识不够，在探讨时，只注重自己的看法，
应该代表小组共同的讨论的结果。讨论时也要大家都发表意
见，最后答成共识。这方面还需进一步引导。

二、某小组发言时，其他学生在倾听他人发言时不够认真。
有的学生还在摆弄手中的树叶，没有听见别人的发言。应教
育学生，倾听别人的发言不单是尊重别人的表现，还可以学
习别人的优点，弥补自己的不足。

三、对于一年级学生的课外写生才刚刚开始，有的学生还是
在画自己的想像画，又遇到从没画过的树，不知所措，所以
速度慢，耽误时间。

各种各样的房子教案篇四

本课指导学生用能量和能量转换的观点，来重组自己原有的
知识，初步建立能量和能量转换的概念。学生头脑里原先
对“能量”的理解比较狭隘，知道的种类也非常有限。

上课开始我先指着教室里的电风扇，提问要使电风扇工作，
必须要怎么样？通过学生回答通电，简单介绍用电器的概念，
并引出电能够用来做什么工作，从而建立“电能”的知识。
随后，我提问学生：在生活中还存在着哪些能量呢？太阳能、
水能、风能……但是，当提问这些能量可以用来做什么工作
时，学生的回答比较狭窄。这时，需要教师的引导，出示课
件，介绍各种能量在生活中的用途。对于能量有一定的认识
后，让学生观察书本60页下的四幅图片，找找它们分别是用



什么能量来工作的？对于蒸汽火车的火能、风车的风能、激
光的光能，学生一般都能顺利回答。但是对于用声能来控制
作为灯的开关，引出声能的概念，学生往往表现出惊奇的表
情。介绍化学能时，我出示一幅篮球运动员的投篮图片，让
学生思考：运动员运动需要的能量来自于哪里呢？——食物。
简单介绍食物进入人体后，会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后，储
存在我们人体，形成化学能。随后，出示加油站、煤炭等图
片，从而引出化学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进行能量转化这一
环节时，学生往往会自己凭空想象出很多能量的新名词。例
如，放鞭炮，他们理所当然的创设出“爆炸能”，木材燃烧
就是“火能”。这可能是我之前能量的介绍不够清楚，导致
学生理解的偏颇。在小组填写用电器能量输入输出形式记录
单时，学生出现的争论也不少。特别是对于电风扇这类的电
器，到底是由电能转化为风能、热能还是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热能，分为了两大阵营。这时，需要教师的引导。电风扇之
所以能吹出风来，主要是由于扇叶的不断扇动，带动周围空
气运动。这样一说，学生们也就自然明白了。针对六年级学
生往往比较自信，爱挑战的心理，我ppt出示课本最后一幅图
片。强调这里蕴藏着很多的能量转化，如果哪个小组能够全
部说出，挑战成功，那是非常厉害了。此话一出，各小组学
生纷纷热烈讨论，争论不断。一有结果，马上举手向我报告，
课堂氛围很热烈。

通过这节课，我发现课堂里的小争议，可以帮助教师及时发
现问题加以引导，使学生能够更好的加以理解，同时也能迸
发学生的学习激情。

各种各样的房子教案篇五

经过实际的教学过程后，我认为这节课在设计上犯了错误。
课文的课题是“各种各样的花”，我原本想让学生尽量观察
多的花来了解各种各样的花，不仅准备了实物还准备了卡片，
但没想到由于数目过多，让学生目不暇给，不能很好的深入
探究，只是进行表面的观察，而小组的合作也这是表面的，



在进行了一节课的观察后，整个小组一直在一起进行观察的
只有一个小组，其他的小组成员都全部分散开来，组员之间
的合作意识没有，对花的观察也只是看看就算了，有点“流
水作业”的味道。同时除了花的实物外还提供了卡片，更加
让学生眼花缭乱。此外，让学生进行自由观察前没有让小组
长仔细布置每位组员的分工，导致观察的重复。这些原因都
使学生没有充分的进行观察，小组间没有实质的合作，从而
出现了以上的现象。

经过思考，我重新进行教学的设计。（见附录）并从中认识
到我们教师需要创设合适的教学环境，让学生充分地进行探
究活动，针对本节课，有以下几点心得：

1、实验材料的“量”要合适。

在进行一些观察实验时，被观察的对象的“量”千万不能太
多，不然学生的注意力就难集中，在课堂上有限的时间内观
察对象越多就越容易流于“走马观花”的形式，只要确定
好“精而不少”的数量，让学生能集中地对观察兑现进行有
深度的探究活动。例如本节课中每4人小组提供4~6盆花，而
卡片就在实物材料是在很少时才提供。

2、小组的合作要到位。

在一些课堂中是以小组合作的形式为主要学习方式的，教师
就要营造出合适的教学环境让学生更好地进行小组合作，例
如本节课中课室的环境布置就应该分成小组的形式，让小组
内的组员围在一起对花进行研究，研究过程中的问题和情况
也能及时进行谈论、分析；如果是在室外进行教学时（如生
物园），就要求尽量小组一起活动，或者解散前组长进行好
明确分工，这样就避免重复观察，节约时间。不管怎样，组
长要负责好小组的观察活动的有效开展。

3、教师的指导要随时。



有时候一些教师认为在布置好探究任务后就放手让学生进行
探究，自己在旁观察学生的活动，这样就不能及时了解学生
在观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发生的情况。教师应该融入到学
生的小组观察中，充当小组内的“临时组员”，掌握学生的
探究能力和每位组员的表现，并随时进行指导，让探究活动
能顺利开展。不过还要注意指导的“度”要把握好，不
能“牵”着学生的鼻子走。

4、过后的反思、评价要及时。

现在都在要求教师在进行教学反思，我认为也要让学生进行
学习反思，让他们反思整个探究过程，想想自己在哪方面有
创新、哪方面还需改进、哪方面还不明白等，在反思的同时
进行评价，这样就能对学习的方法、过程、结果等及时反馈，
剖析这次探究活动，让学习到的技能、方法、知识等得到进
一步提升，为以后的学生打下良好的学习习惯。

各种各样的房子教案篇六

活动目标：

1、 认识各种各样的水果，基本了解本地不常见的一些水果
名称。

2、 了解各种水果制品，知道它们分别是用什么水果制成的。

3、 利用提供的材料现榨水果汁，体验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 各种洗、切好的水果，果盘若干。

2、 电脑图片（各种各样的水果制品）



3、 各种榨水果的工具（榨汁机、勺子、小棒、杯子、毛巾）

活动过程 ：

一、品尝水果，回味味道，猜猜名称。

师：“现在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老师也带来了各种水果，
请大家一起品尝一下，尝尝是什么味道，猜猜什么水果？”

幼儿讲述。

二、认识各种水果图片，加强对一些不常见的水果的认识。

1、 师：“一年四季有很多水果，你还吃过哪些水果呢？”

2、 看图片，加强对一些不常见的水果的认识。

三、认识水果制品

1、 请幼儿说说你认识的各种水果制品。

2、 看课件，它们是由什么水果制作出来的？

四、现榨果汁。

1、 教师示范

2、 幼儿自选材料，动手操作。

幼儿共同品尝水果汁的味道、观察颜色。

各种各样的房子教案篇七

活动目标：



1、认识两种水果，能准确的说出两种水果的.名称。

2、幼儿通过视觉、嗅觉、味觉说出水果的颜色、形状、味道
等特征。

活动重点： 能准确说出水果的名称。

活动难点： 能说出水果的颜色、形状或味道

活动准备： 水果实物、切好的果盘、神秘袋两个、神迷盒两
个、牙签若干。

活动过程：

一、组织教学：手指操《小手拍拍》

二、基本活动

1、出示神秘袋

师：“宝贝们，看。今天老师带来两个神秘的袋子，里面有
好多的好吃的。你们知道里面装的什么好吃的吗？”

师：“老师也忘了里边装的什么啦，我来……（老师假装往
出拿）诶，老师请两个小朋友来帮老师，谁愿意来？”

师：“某某、某某你俩来摸一摸”（请幼儿过来，先摸一摸，
提醒幼儿只能摸一个）“某某猜一猜，你摸到了什么
呀？”“宝贝，那你摸到了什么呀，”（幼儿进行猜测，是
哪种水果之后再拿出验证）

师：“那我们拿出来看一看，到底是不是某某？”

（通过引导，幼儿说出水果的名称，了解水果的外形特征。
例如，苹果）



师：“呀，这是什么啊，苹果。那某某猜对了没有，拍拍手
吧。

师：“谁能告诉我这个苹果是什么颜色的呀，它长什么样子
的？”（如幼儿说不来提醒是圆圆的还是长长的）。

运用此方法，逐个拿出认识苹果，香蕉。

2、闻一闻

师：老师这儿还有两个漂亮的神秘盒，里边也装了好吃的，
这次老师不要你们用手摸，要让你们用小鼻子闻一闻里边装
的是什么？（老师请若干幼儿来闻一闻是什么水果。并拿出
来验证）

3、尝一尝

师：“宝贝们表现的真棒，想不想吃，那怎么样才可以吃啊。
”苹果洗洗吃、香蕉剥皮吃，在了解水果的吃法过程中，引
导幼儿复习水果的名称。

师：“老师这儿给你们准备了洗干净、切好的水果，我们一
起来尝一尝，看看他们是什么味道的。”

（1）请几个幼儿先来尝一尝，说出你吃的是什么水果，是什
么味道？

（2）请几个幼儿将眼睛蒙起来吃，吃完告诉大家吃的是什么
水果，是什么味道？

（3）幼儿分组吃不同的水果，吃完告诉老师你吃的是什么水
果它是什么味道的。

三、结束活动



师：“宝贝们，苹果和香蕉好不好吃呀，苹果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颜色的啊，什么味道的啊，香蕉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
什么味道的啊。”

师：“今天老师在外面也藏了一些水果宝宝，我们一起去找
一找，好吗？”和幼儿去户外找，结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