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科学小汽车活动反思 小班科学活动
教案(通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班科学小汽车活动反思篇一

1、观看动物世界，了解世界动物之最，及它们的相处方式。

2、建立喜欢动物的积极情感。

1、下载《动物世界》影片。

2、饲养区中可饲养一些小动物。

一、兴趣导入

1、谈话活动：请幼儿说一说自己最喜欢的'小动物。

2、引导语：猜一猜今天会有哪些动物朋友和我们玩游戏？

二、基本部分

1、打开至《动物朋友》页面。引导幼儿说一说看图片中有那
些动物？

观察这些动物相处的方式。

动物朋友正在做的事情。



学说“小鸭一起游泳/小狗一起玩球/河马一起玩水/猴子一起
捉虽子/斑马一起赛

小结：动物也有好朋友，它们会很友好的相处在一起。

2、拓展问题：除了这些小动物们，你知道还有哪些动物是怎
么相处的吗？

3、教师播放动物影片，向幼儿继续介绍各种动间相处的方式，
如：大象会用脚

友浇水、冲凉；蚂蚁会一起搬食物等。

4、提问：说一说，你喜欢和动物朋友一起做什么呢？

5、鼓励幼儿自由回答问题。

三、结束部分

1、引导幼儿到绘本馆看动物相关的图书，进一步了解动物间
相处的方式。

2、自然结束活动。

小班科学小汽车活动反思篇二

1、乐意参与科学活动，体验动手摸一摸带来的乐趣。

2、初步了解物体具有软和硬等特征，学习用语言表达对物体
的认识和感觉。

3、能用手摸一摸感知物体软硬的特征。

1、每人1个小布袋，袋口是有松紧的，便于手伸入其中。



2、每人的布袋里分别装有软硬不同的物体，如：玩具娃娃、
积木、海洋球、水彩笔、软糖、海绵、棉花团、软糖、橡皮
球等。

3、2只小动物玩具（其中1只是长毛绒的软软的小猫，另1只
是木头或塑料做的硬硬的恐龙）作为归类的标记，分别放在
两只筐边。

1、情境创设，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1）创设“神奇的口袋”情境，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2）引导幼儿猜测口袋里的物品及其特征。

教师：口袋里会有什么？不用眼睛看，可以用什么方法知道
里面有哪些东西？

（3）请幼儿摸一摸、说一说。

教师：摸了之后的感觉怎样？会是什么东西呢？

2、引导幼儿用手触摸感知物体的不同特征并大胆说出自己的
感受。

（1）教师引导幼儿用手摸一摸、抓一抓、捏一捏，说出自己
的感觉。

（2）鼓励幼儿用“好像”或“可能”等词语，大胆地说出自
己摸到的物体。

教师：你摸到的是什么？像什么？可能是什么呢？

（3）取出摸到的物品，师幼共同检验幼儿的猜测。

3、游戏：按要求从口袋中摸出相应的物体。



（1）幼儿根据教师的指令摸出相应的物体。

教师：请你摸出一个软软（或硬硬）的东西。

（2）当幼儿摸出后，鼓励幼儿说出物体名称，丰富对软硬物
体的认识。

教师：你摸到的这个软软（或硬硬）的是什么东西？

4、游戏“送礼物”。

（1）师幼共同合作，将摸袋中软硬不同的物体加以归类。

（2）教师将两只小动物分别摆放在不同的位置，引导幼儿送
礼物。

（3）幼儿分组自由从摸袋中摸出软硬不同的物品，分别送到
相应的小动物面前的筐里。

5、巩固对软硬物体的认识。

（1）引导幼儿观察并检查筐内的软硬物体是否归类摆放的，
如果有放错的，大家一起重新归类。

（2）引导幼儿自由讲述周围软硬不同的物品，进一步巩固对
软硬的认识。

引导幼儿运用触摸的方法感知身边的物体，寻找哪些是软的？
哪些是硬的？

小班科学小汽车活动反思篇三

1、知识

(1)幼儿观察周围常见得自然物(动、植物和无生命物质)的特



征，获取粗浅的科学经验，它们与幼儿生活、与周围环境的
关系。

(2)幼儿观察周围常见自然的特征，获取粗浅科学经验，并感
受它们和幼儿生活的关系。

(3)幼儿观察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触的人造产品的特征及用途，
获取粗浅的科学经验，感受它们给生活带来的。

2、方法技能

(1)帮助幼儿感官在感知中的作用，学习使用感官感知的方法，
发展幼儿的感知能力。

(2)帮助幼儿或两个特征从一组物体中挑选出物体并归为一类
的分类方法。

(3)帮助幼儿目测等简单方法物体的形状大小和的差别。

(4)幼儿能用词语或简单的句子描述事物的特征或的发展，与
同伴、教师交流。

(5)帮助幼儿学习使用日常生活中常用科技产品的简单方法，
简单的制作活动。

3、情感

(1)激发幼儿对周围事物的好奇心，使其乐意感知和摆弄能够
直接接触到的自然物和人造物。

(2)使幼儿萌发自然和制作活动的兴趣。

(3)使幼儿喜爱动植物和周围环境，并能在成人的感染下出、
爱护周围事物的情感。



1、应用操作法让幼儿，是摆弄、操作事物材料来学习。除此
之外，还运用观察法、实验法、游戏法、讲解演示等方法。

2、运用集体教学有目的、有计划的对幼儿施加。

3、教师为幼儿创设宽松的环境，科学活动的材料，引发幼儿
好奇心，让幼儿自选操作活动。

4、把教育活动和幼儿的生活紧密的起来。

周常规

周玩具真好玩

第五周找春天

第七周美丽的蝴蝶

第九周它是谁的宝宝

第十一周小兔乖乖

第十三周糖怎么不见了

第十五周吹泡泡

第十七周手电筒亮起来

第十九周下雨了

十周复习

小班科学小汽车活动反思篇四

1、 初步知道瓶和瓶盖的作用，能根据瓶口的特征（大小、



有无罗纹等）选择合适的盖子。

2、 能积极尝试拧紧瓶盖，获取拧、按的技能，发展手部动
作。

设置小鹿的家，布偶小鹿妈妈，教师和幼儿共同收集各式带
盖子的瓶子和罐子。

1、用情境小鹿妈妈请小朋友帮忙引出话题，并引导幼儿讨论
盖子的作用。

（2）引导幼儿讨论瓶盖的作用：没有了盖子，瓶子里面的东
西会掉出来，会被弄脏，用时不方便，吃的东西就会变的不
卫生。

（3）教师提问引起幼儿动手操作的兴趣：“谁来帮助小鹿妈
妈呢？

2、 幼儿动手操作，尝试根据某种特性为瓶子选择合适的盖
子。

（1）提问：“小朋友都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那我们今天就
来试试。看谁能为小鹿妈妈找到最合适的盖子并盖紧。”教
师观察幼儿是如何尝试给瓶子选择盖子的。

（2）幼儿将先盖好盖子的瓶子送给鹿妈妈（老师）检查，是
否正确配对并盖好了。

（3）启发幼儿谈谈是怎样为瓶子找到合适的盖子的。

提问：你是怎样为瓶子找到好朋友瓶盖的？

为什么这个瓶盖正好能盖上呢？

教师小结：瓶盖和瓶口正好一样大才能盖上。



（4）幼儿再次尝试用拧、按的方法盖瓶盖。

小朋友，现在我们再换一个瓶子来找瓶盖朋友，找到后，想
个办法把它盖紧。

2请一位按瓶盖的幼儿出示瓶子。提问：你的瓶盖是拧上去的
吗？你是怎样盖瓶盖的？这个瓶盖有没有罗纹？（没有）我
们就用按的方法，要用点劲！

3、 用情境方式结束：鼓励幼儿大胆尝试将盖好盖子的瓶子
送给小鹿妈妈。

教师以小鹿妈妈感谢小朋友的口吻进行小结：“谢谢小朋友
帮了我的.大忙，你们的小手真能干，为每一个瓶子找到合适
的盖子，而且会用拧、按的方法盖瓶盖子，这下我可以带宝
宝出去玩了，小朋友再见！

小班科学小汽车活动反思篇五

1、知道小鸡出生的过程

2、了解《小鸡出壳了》故事情节，并根据故事情节进行对话。

3、激发孩子们探索大自然奥妙的兴趣

1、母鸡、小鸡、鸡蛋头饰，卡纸制作的母鸡翅膀

2、小鸡出壳及鸡妈妈领着鸡宝宝在田野的自制课件

3、《母鸡进行曲》磁带、录音机

老师和孩子们随着《母鸡进行曲》进活动室，幼儿跟着老师
做动作。



一、出示小鸡，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

"小朋友们，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位小伙伴(师出示小鸡)，
看，这是一只多么可爱的小鸡啊，尖尖的小嘴巴，黑黑的小
眼睛，浑身毛绒绒的。"老师再很神秘的问："哎，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小鸡是怎样出生的吗?"让孩子们自由议论。这时老
师再出示鸡蛋，说："小鸡是鸡蛋孵化出来的(教师介绍小鸡
孵化的过程)。在这21天的孵化过程中，鸡蛋到底发生了怎样
的变化呢?"进入下一环节.

二、按顺序出示幻灯片，了解小鸡是怎样出生和长大的。

先出示第一幅图，老师引导孩子观察："小朋友们，这是最初
的鸡蛋，你们仔细观察一下，蛋壳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引导
孩子大胆表达。然后老师再问："在鸡妈妈的孵化下，过了几
天，蛋壳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接着出示第二幅图，再引
导孩子与第一幅图进行对比观察，说出鸡蛋里面的变化。依
次进行，直到出示完小鸡出壳了的最后一幅图。

三、出示鸡妈妈领着鸡宝宝的课件，配乐欣赏故事

鸡妈妈带着鸡宝宝们来到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鸡宝宝们快
活的抖抖黄绒绒的毛，好奇的问："妈妈，妈妈。这是什么?"

"这是青草。"

"青草是什么?"

"青草嘛，是让我们踩着走路的。"

"哦，那个圆点点是什么东西?"

"那是露珠。"

小鸡头一低，吃了一滴露珠："妈妈，露珠是甜的。"



"孩子，青虫的味道还要好呢!来跟着妈妈去找吧。"

小鸡跟着鸡妈妈，"悉沙悉沙"踩着青草。它多神气，生下来
就会走路，还会唱歌："叽叽叽叽!"它是在唱："妈妈呀，我
真快乐!"

欣赏完故事后，老师再引导幼儿学说故事中鸡妈妈和小鸡的
对话。

四、师幼游戏"小鸡出壳"，结束活动。

老师带着母鸡头饰，胳膊带着用卡纸制作的母鸡翅膀扮演鸡
妈妈，幼儿带着鸡蛋头饰扮演蛋宝宝，模仿母鸡孵蛋的过程。
幼儿随着老师的口令和翅膀的动作，完成小鸡出壳的过程。
最后老师说："哇，宝宝们都出来啦，跟妈妈找青虫去，叽叽
叽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