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科学鸭子 小班科学活动教案选
标记含反思(优秀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小班科学鸭子篇一

目标：

1、认识自己的物品标记，能用对应的方法找到存放自己的物
品的位置。

2、能区自己与别人的物品，知道要用自己的杯子喝水，用自
己的毛巾擦手，用自己物品的.位置。

准备：

1、实物图标若干张（操作卡片）

2、活动前已让幼儿选择过自己喜爱的图标（一套图标有数张
相同的），教师在其中的一张上写好幼儿的姓名，将该套图
标中剩下的几张分别贴到茶杯橱、毛巾架、杂物箱等处。

过程：

1、认图标。

出示插有实物图标，并在纸板上指认出来。教师核对图标上
的姓名，说对的就让幼儿将图标取走，说错的，教师可给予
一定的提示，如某幼儿选择的应是小兔，教师就提示说：你



选的是一种长耳朵、短尾巴、一跳一跳走路的小动物。

2、明确生活用品使用规则

告诉幼儿，在幼儿园里每个人都要使用自己的一套生活用品：
茶杯、毛巾、小床、杂物箱等。并说明每一个小朋友只准用
自己的用品。

3、寻找自己的生活用品。

教师让幼儿手持图标自己走动，去对应茶杯橱、毛巾架、杂
物箱等处的相同标志，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用品所在位置后，
在将手上的图标还给老师。

在活动中，教师提醒幼儿看看自己的图标旁边是哪些图标，
丰富幼儿表述方位的词汇和语句。如：我的图标旁边是小鸭
子图标，上面是小汽车图标等。

小班科学鸭子篇二

目标：

1、认识自己的物品标记，能用对应的方法找到存放自己物品
的位置。

2、能区分自己与别人的物品，知道要用自己的杯子喝水，用
自己的毛巾擦手，使用自己的杂物箱。

准备：

1、实物图标若干张

2、活动前已让幼儿选择过自己喜爱的图标（一套图标有数张
相同的），教师在其中一张上写好幼儿的姓名，将该套图标



中剩下的几张分别贴到茶杯橱、毛巾架、杂物箱等处。

过程：

1、认标记。

出示插有实物标记的纸板，让幼儿回忆自己选择的标记，并
在纸板上指认出来。教师核对标记上的姓名，说对的就让幼
儿将标记取走，说错的，教师可给予一定的提示，如某幼儿
选择的应是小兔，教师可提示说：你选的是一种长耳朵、短
尾巴，一跳一跳走路的小动物。

2、明确生活用品使用规则。

告诉幼儿，在幼儿园里每个人都要使用自己的一套生活用品：
茶杯、毛巾、小床、柜子等。并说明每一个小朋友只准用自
己的用品。

3、寻找自己的生活用品。

教师让幼儿手持标记自由走动，去对应茶杯橱、毛巾架、柜
子等处的相同标记，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用品所在位置后，
再将手上的标记还给老师。

在活动中，教师可提醒幼儿看看自己的标记旁边是哪些图标，
丰富幼儿表述方位的词汇和语句。如：我的标记旁边是小鸭
子标记，上面是小汽车标记等。

小班科学鸭子篇三

活动目标：

1、认识自己的物品标记，能用对应的方法找到存放自己物品
的位置。



2、能区分自己与别人的物品，知道要用自己的杯子喝水，用
自己的毛巾擦手。

活动准备：

1、实物图标若干张。

2、活动前已让幼儿选择过自己喜爱的图标，教师在其中的一
张上写好幼儿的姓名，将该套图标中剩下的几张分别贴到茶
杯橱、毛巾架等处。

活动过程：

一、认图标。

出示插有实物图标的纸板，让幼儿回忆自己选择的图标，并
在纸板上指认出来。教师核对图标上的姓名，说对的就让幼
儿将图标取走;说错的`，教师给予一定的提示。

二、明确生活用品使用规则。

告诉幼儿，在幼儿园里每个人都要使用自己的一套生活用品：
茶杯、毛巾、小床等，并说明每个小朋友只准用自己的物品。

三、寻找自己的生活用品。

让幼儿手持图标自由走动，去对应茶杯橱、毛巾架等处的相
同图标，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用品所在位置后，再将手上的
图标还给老师。活动中，教师提醒幼儿看看自己的图标旁边
是哪些图标，丰富幼儿表述方位的词汇和语句，如：我的图
标旁边是小兔子图标等。

活动反思：

小朋友的情绪不稳定，所以我一组一组叫小朋友认识自己的



标记，并带领他们走到桌子边上，毛巾架，杯子架，小床上，
进行找寻，大部分孩子还是能记住并找到属于自己的标记的，
还有部分孩子，因为不适应，所以对标记概念很模糊，找不
到自己的标记，或者找错标记，这是在近阶段常有的情况，
这不能怪他们，我觉得过段时间，适应了，每个孩子都会认
出自己的标记的。

小班科学鸭子篇四

1、知道电动玩具需要用电池。

2、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有探究的欲望。

电动玩具车，电池。

1：提供电动小汽车若干辆，其中有1~2辆车没有装电池。

幼儿玩汽车，发现问题：“小汽车为什么不会动？”

2、寻找原因：“为什么有的小汽车能开动，而有的不能开
动？”

幼儿各自发表自己的想法，罗列幼儿的几种想法：“到底是
什么原因呢？”

引导幼儿思考。

3、尝试实践：“我们给这两辆不会开动的车装上电池试
试。”

老师与幼儿一起给汽车装电池。

请幼儿试一试，现在汽车是否能开动。



师生共同得出结论：电动汽车装上了电池就能开动了。

老师留疑：“是不是装上电池，汽车就一定会开动呢？请你
试一试。”

让幼儿知道每一样电动玩具都是需要电池的，如果没有电池
电动的玩具是开不起来的。

小班科学鸭子篇五

1）认识常见的蛋，了解蛋的构造。

2）引发探索的兴趣

（出示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

1）孩子自由观看、自由讲述，教师倾听、观察。

2）分享经验

a、你刚才看到的是什么蛋？

b、你还有什么不认识的蛋吗？（幼儿互相解决问题）

c、比较蛋的大小、外形和颜色

1）把相同的蛋放在一个家里。（幼儿归类）

2）验证

1）这些蛋有大有小，幼儿园教案颜色也不一样，但是在蛋壳
里面它们一样吗？（幼儿自由讲述）

2）自由操作探索



3）交流

你刚才敲了什么蛋？里面有些什么？每个蛋的里面都一样吗？
（探索蛋的构造）

4）小结

观看图片

1）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古老的是什么蛋吗？（观看恐龙蛋模型）

2）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大的是什么蛋吗？（鸵鸟蛋）

3）鸵鸟蛋是什么样子的呢？世界上还有很多动物妈妈也是生
蛋的，旁边有很多图片，它会告诉你答案的，你们自己去看
看吧！

小班科学鸭子篇六

活动目标：

1、认识自己的物品标记，能用对应的方法找到存放自己物品
的位置。

2、能区分自己与别人的物品，知道要用自己的杯子喝水，用
自己的毛巾擦手。

3、学会积累，记录不同的探索方法，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有
很多种。

4、体验解决问题的成就感。

活动准备：

1、实物图标若干张。



2、活动前已让幼儿选择过自己喜爱的图标，教师在其中的一
张上写好幼儿的姓名，将该套图标中剩下的几张分别贴到茶
杯橱、毛巾架等处。

活动过程：

一、认图标。

出示插有实物图标的纸板，让幼儿回忆自己选择的图标，并
在纸板上指认出来。教师核对图标上的姓名，说对的就让幼
儿将图标取走；说错的，教师给予一定的提示。

二、明确生活用品使用规则。

告诉幼儿，在幼儿园里每个人都要使用自己的一套生活用品：
茶杯、毛巾、小床等，并说明每个小朋友只准用自己的物品。

三、寻找自己的`生活用品。

让幼儿手持图标自由走动，去对应茶杯橱、毛巾架等处的相
同图标，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用品所在位置后，再将手上的
图标还给老师。活动中，教师提醒幼儿看看自己的图标旁边
是哪些图标，丰富幼儿表述方位的词汇和语句，如：我的图
标旁边是小兔子图标等。

教学反思：

引领幼儿再次深入地进行探索，给幼儿留出探索的余地和延
伸的空间。整个活动，给予幼儿较宽松的氛围，教师只是充
当了活动中的支持者，鼓励者，合作者，引导者，用心倾听
幼儿的表述，并及时的梳理与小结。

小百科：标记：为鉴定和检测目的将标记物（如放射性同位
素、荧光素或酶）共价连接到另一种化合物上，通过被标记



化合物与待检测物之间的特异性反应形成多元复合物，经与
未结合的标记物分离后，即可用较简易的方法鉴定和检测待
检测物。

小班科学鸭子篇七

【活动目标】

1.乐意参与动手操作活动。

2.能将相关物体进行一一匹配，并说出理由。

3.初步学会相关物体的重叠或并置匹配，感知一一对应的现
象。

4.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

5.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活动重难点】

初步学会相关物体的重叠或并置匹配，感知一一对应的现象。

获得一些有关对应的经验。

【活动准备】

1.前期生活经验准备：幼儿有春游、捉迷藏、乘车的生活经
验。

2.教具准备：小狗、小猫、小鸡、小兔头饰;分别印
有“1”“2”“3”“4”数字的帽子各四顶;骨头、小鱼、萝
卜、小虫的`盘子。

3.自制火车教具。



【活动过程】

一、引出活动：听声音，猜客人

1.请小朋友仔细听谁来了?找出它的图片(小狗、小猫、小鸡、
小鸭)。

(回忆经验，展开思路，激发兴趣。)

(一个小动物头上戴一顶帽子感知重叠对应的关系。)

二、小动物旅行开始了――学习对应

1.我为小动物准备一个大蛋糕，但它们都不喜欢吃，小动物
们喜欢吃什么呀?(感知相关物体的匹配对应)

2.小动物们都喜欢吃什么呀?盘子里有什么呀?(再次感知相关
物体的匹配对应)

三、做游戏，巩固练习

1.捉迷藏。

小动物们要玩捉迷藏的游戏了，小朋友来找他们，引导幼儿
寻找规律。如：红房子后面躲着谁呀?(感知颜色的对应)

2.(1)小动物们要回家了，我们一起乘车回去吧。老师是司机，
坐在最前面。我们来数数还有几个座位呀?有几种小动物呢?
应该怎么坐呢?1、2、3、4个座位。

(一种小动物坐一把长椅子。巩固手口一致点数4，巩固一一
对应的重叠关系。)

(2)那谁坐前面谁坐后面呀?



(引导幼儿发现椅子和帽子数量的对应关系。说出按帽子的号
码来坐。感知数与量的对应关系。)

四、操作纸一一对应填画：花和蝴蝶

课后反思

上完后，自我感觉良好，至少是按照自己的设计顺利的完成
了!上完后才发现，还是自己的功底太薄，对这一数学思想的
领悟远远不够。周主任说得非常有道理，一一对应更重要的
是一种思想，是解题时所运用的一种思路，不应当停留在生
活中的一一对应，可以在数学中挖掘其更深层次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