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恐龙的幼儿活动设计 恐龙大班科学活动
教案(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恐龙的幼儿活动设计篇一

1、知道一些常见恐龙的名称以及生活习性。

2、有主动探究恐龙秘密的积极性，能大胆表达对恐龙的认识。

3、激发幼儿热爱科学，勇于探索的精神。

1、《恐龙》图片 大记录纸一张；幼儿用书2、在家和父母一
起收集有关恐龙的资料，尝试提出问题。

1、 导入，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幼儿交流讲述。

2、 设疑：我还想知道什么。

——教师：小朋友真能干，已经知道了这么多恐龙的知识。
那除了这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你们还想知道哪些恐龙的知识
呢？你可以把自己想知道的问题大胆地提出来，我们一起来
想办法解答。

——鼓励幼儿大胆提问，教师对幼儿的提问用文字的形式及
时地记录在大记录纸上。



3、 观看《恐龙》flash，解答幼儿疑问。

——小朋友提了这么多恐龙的问题，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
看一段录象，找一找有没有我们要的答案。

——幼儿观看录象后，教师针对记录纸上的问题让幼儿自己
解答。

4、阅读幼儿用书教师：我们知道了那么多恐龙的知识，现在
请每个小朋友看一看画册，对你边上的小朋友说出三种恐龙
的名字，一起进入时光隧道回到恐龙时代吧！（雷龙、梁龙、
剑龙、三角龙、鱼龙、翼龙、霸王龙、鸭嘴龙）

5、 恐龙是怎么灭绝的？

——可是，这样的庞然大物在地球上称霸了一亿七千万年以
后却一齐消失了，它究竟是怎么消失的呢？请你想一想、猜
一猜、说一说。

——幼儿自由讨论、猜测并交流。

——教师小结：就象你们的猜测一样，我们的科学家也作了
各种猜测，但却都没有找到恐龙消失的原因，所以恐龙的灭
绝，至今为止，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小朋友，这就是
我们神秘的恐龙。希望我们小朋友努力学习，不断地去探索、
研究恐龙，早日找到答案。

6、 结束活动：欣赏各种恐龙图片，激发幼儿继续探索恐龙
的秘密。

——小朋友，今天老师还给你们带来了很多的恐龙图片，让
我们一起来欣赏。



恐龙的幼儿活动设计篇二

随着冬天的到来，天气越来越寒冷，经常会在早上发现我们
班级里的幼儿怕冷，不愿做操，也不愿和小朋友们一起玩，
有的孩子家长也反映早上起不来，不想去幼儿园，针对这种
现象，故事《怕冷的大恐龙》可以很好地帮助幼儿去克服当
前的问题，鼓励幼儿做个勇敢，不怕冷的孩子。

在这个活动中，我把重点定位在了语言上，通过幼儿去观察
画面来猜测帮助大恐龙的一些保暖的方法，并让幼儿在这个
过程中大胆地表述自己的想法。另外一方面是结合幼儿的自
身的经验来了解到运动是最好的取暖的方法，让幼儿通过这
个活动都能激发他们不怕冷的这种精神，愿意积极地去运动。

(1)分层欣赏中对故事内容的猜测

在活动中，我把故事分成了三段。第一段是让幼儿结合自身
的经验来说说让大恐龙暖和的办法，是对幼儿已有经验的一
种梳理与概括。第二段是结合故事的内容再请幼儿来猜测，
让幼儿了解到大恐龙的大，和平时用的一些取暖方法的所不
同的地方，进一步让幼儿感受到了大和小之间的关系。第三
段是通过观察画面来请幼儿猜测最适合大恐龙取暖的办法是
运动，让幼儿知道运动可以让人变得暖和这个道理。

(2)活动中语言学习的渗透

在完整欣赏的过程中，我提出了请幼儿会说的地方跟着一起
来说一说，让幼儿有了每次欣赏故事的明确目标，但是由于
提供的课件的中讲述的速度太快，所以在幼儿欣赏的过程中
说的不多，所以如果老师仍旧是用自己讲述的这种语速来带
动幼儿，引导他们跟着画面来讲述，这样会更能带动幼儿说
的积极性，也降低了幼儿在说的.过程中的难度。

(3)激发幼儿主动参与，提升活动的价值



虽然定位在语言活动上，但是，活动的价值远不仅仅是说说
而已，更是要让幼儿通过说转变到亲身的参与。所以在最后
的环节中，老师通过了让幼儿亲自参与平时的做操来体验做
运动让人变暖和这个经验，在跳跳做做中，感受到了变暖的
这个过程，激发了幼儿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不怕冷，勇敢地去
锻炼身体的勇气。

恐龙的幼儿活动设计篇三

常生活当中也时常能听到他们在谈论在电视上看到过的恐龙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对于恐龙具体有生活的年代和环境
以及它喜欢吃的'食物，还有化石的形成都不太了解。

本节课我分为四个环节，首先通过谈话讨论，让幼儿对恐龙
感兴趣，乐意参加谈话及讨论。然后结合图片重点讲了禄丰
龙、马门溪龙、霸王龙，以及龙的生活年代、形状。我先请
小朋友自己讨论然后在集体面前交流，最后教师再小结。接
着让幼儿根据龙的特性进行分类。最后在活动过程中，探
究“恐龙”是怎么灭绝时，幼儿发生了争执。有的说：“恐
龙是饿死的，因为没有吃的了。”……大家互不相让，各据
一词。这时我就将课件资源加了进来，引导幼儿一起观看并
进行小结：“你们说的都很好，其实，关于恐龙究竟是如何
灭亡的，科学家们也作了各种猜想，但却都没有根据，所以
恐龙的灭绝，至今为止，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谜题。”

恐龙”是远古动物，关于它的生活时期，化石形成等知识，
幼儿了解起来有些抽象，但孩子们的好奇心却十分强烈。可
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我想，我们在科学教学中应
该尽量调动幼儿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在兴趣的推动下，自觉
地学习。这样的教学效果和幼儿注意力的集中效果会更好，
同时也有利于幼儿学习习惯的培养。



恐龙的幼儿活动设计篇四

本学期青阳点园的教学研讨就是语言领域，因此，在经过几
次的语言研讨活动后，对于语言讲述活动如何的组织也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因此，本次活动《恐龙妈妈藏蛋》相
比以前来说，教师的引导和组织都有了一定的进步。

这是一个讲述活动，活动前我预设了两个活动目标1、根据图
片大胆猜测，并清楚地讲述恐龙妈妈藏蛋的几种办法。2、能
看图讲述故事，体验编构故事结尾的乐趣。从活动的目标制
定上来看，符合中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我班幼儿的能力水平，
从目标的完成性上看，目标一基本能达到，但是目标二的创
编故事结尾上来看，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没有得到很好的
激发，教师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引导能力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除此之外，在活动进行的过程中，我还是发现了几点存在的
问题：1、在活动的引入时，我 以玩藏蛋的游戏引入，很好
的激发起了幼儿的兴趣，但是在知识经验准备上还是显得不
足，很多幼儿对于草丛、树洞、沙滩、鹅卵石、泥土这些不
是时常接触到的东西上的认知水平还不够，影响了对于故事
中的'内容的理解。2、教师在出示故事挂图时，引导幼儿进
行讲述，提问问题时的语言不够精炼，有些啰嗦，提示性的
语言过于明显，不利于幼儿的发散性思维，容易让幼儿的思
维定势，违背了幼儿的主体性。3、在学习词语上，可以再加
强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学习，这样有利于幼儿的语言水平发展。
4、在创编故事结尾的时候，教师请个别幼儿起来创编，导致
其他幼儿的思维都受影响，跟着别人的想法，不利于幼儿的
想象力发展。教师的提示和引导还显得不足。5、整个活动中，
教师都能以幼儿为主，引导幼儿自己讲述故事，但是在句子
的完整性强调上还不够，很多幼儿都不能完整的进行讲述，
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虽然本次活动存在着许多不足，但是每一次的反思都是一次
进步，加上点园的教研活动，我相信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一



定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提升的。

恐龙的幼儿活动设计篇五

情景一：出示大恐龙的图片“你们瞧，这是谁呀？”
幼：“恐龙”、“对呀，这是一只恐龙。恐龙长得怎么样
呢？”“很大很大的；很重很重的；很高哦。”“对呀，说
得可真好，现在天真冷啊，这只大恐龙来到了寒冷的城市里，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情景二：教师讲述第一段到第二段，提问：“人们想了什么
办法让恐龙暖起来？”幼：“给他盖被子。”根据幼儿的回
答出示相应的挂图，“盖了被子之后恐龙暖起来了吗？”幼：
“没有。”师：“为什么？”幼：“被子很小，只能盖住他
的脚。”师：“那它自己想了一个什么办法让自己暖和起
来？”幼：“把头伸到房子里。”出示相应的挂图“那恐龙
暖起来了吗？”幼：“没有。”师：“为什么？”幼：“它
的身体很大，房子里装不下，都在外面呢”

师：“这些办法都没有办法让恐龙热起来，那你们能不能想
个好办法让它热起来呢？”幼：“让他穿衣服。”“那我们
的衣服它穿不进去，还是冷怎么办？”“设计一件它能穿的
衣服，这样他就不会冷了。”“这是一个好办法，还有什么
好办法吗？”“洗个澡就暖和了。”“嗯啊，洗个澡真暖和
啊。”·······那我们一起再来听听故事里的人是怎
么样让大恐龙暖起来。

在活动的开始部分，出示一只恐龙的图片，然后请幼儿说说
这是什么，并说说你觉得恐龙是怎么样的，让孩子们知道恐
龙是很大很重的，为下面的故事做好铺垫。在第二个情景中，
先让孩子们听故事知道故事里的人们是怎么尝试让大恐龙暖
和起来，而后再请幼儿发挥想像来说一说你有什么办法让它
暖和起来。从孩子们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在教师没有提过可以



做运动前，所有的孩子们都想不到运动能让人暖和起来，而
大多数孩子只想到了穿衣服和洗澡之类的方法。在最后完整
讲故事后，再请孩子们回答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让恐龙暖
起来，就有很多小朋友说出了跳绳之类的关于运动的话。

恐龙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一种动物，在本次活动中，由于它
的出现让孩子们的兴趣一下子就提了上来。而后经过故事和
孩子们平时的生活经验之后孩子们的表达欲望很强烈，说出
了很多让恐龙暖起来的办法。在最后的一个环节由故事牵引
到孩子本身，让孩子说一说你怕不怕冷，现在你冷的时候会
怎么样？整个活动在孩子们的一片讨论声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