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声大大教案反思(大全6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怎样写教案才更
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
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雷声大大教案反思篇一

1、初步感知红、黄、蓝三种颜色其中两种配色后的变化。

2、对色彩有探究欲望，愿意大胆动手操作。

一、谈话导入，激发兴趣

师：小朋友们，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三个颜色宝宝，你们
看！它们都是谁？

师：你们知道吗？颜色宝宝不但漂亮，还会变魔术呢！你们
想不想看呀？

二、教师示范，引导幼儿观察红色和蓝色抱在一起后的变化。

三、引导幼儿自己探索黄色和蓝色、黄色和红色混合后都会
变成什么颜色。

师：每个小朋友到这里拿一个托盘，老师这里有两种颜色，
你们的托盘里有几种颜色啊？（两种）都有什么颜色？（幼
儿回答自己托盘中的颜色）

小朋友的托盘中都有两种不同的颜色，那它们抱一抱、变一
变、会发生什么奇妙的变化？小魔术师们？准备好了吗？现
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一起变一变吧！



通过表演魔术引导幼儿观察红色和蓝色抱在一起之后的神奇
变化，激发幼儿对颜色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引导幼儿自由探
索黄色和蓝色、黄色和红色混合后会变成什么颜色。这一环
节我采用了操作观察法，让幼儿分成两组，为幼儿提供了滴
管和红黄蓝三种基本色，通过幼儿操作，把两个颜色朋
友“抱一抱”让两组幼儿分别探索发现两种颜色配色后发生
的变化，既培养幼儿观察能力又培养了幼儿的动手能力。

雷声大大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对色彩的变化活动产生兴趣和探究的欲望。

2、引导幼儿通过玩色，发现两种颜色混合后产生的一些新变
化。

3、鼓励幼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操作过程及结果。

4、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学习了知识。

5、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
一起游戏。

活动准备：

清水人手一瓶（瓶盖内有红黄蓝各色颜料）、抹布、红黄蓝
各色小标签、一次性塑料杯。

活动过程：

一、变魔术

1、教师拿一瓶清水用力摇晃后变成有颜色的水，吸引幼儿参



与活动。

2、幼儿尝试自己变出一瓶有颜色的水。

二、猜猜会有什么变化。

1、请幼儿说说自己变魔术变出了什么颜色的水。

2、猜一猜把其中的两种颜色拼在一起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幼儿自由讲述）

三、幼儿进行第一次尝试活动。

1、幼儿分成几个小组，每人取两种不同的颜料少许，放在杯
子中轻轻摇晃，观察颜色的变化。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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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集中交流：我的发现。

1、幼儿向大家介绍自己在操作中的发现。

2、引导幼儿互相观察，发现各自颜色的不同，从而产生给颜
色做上标记进一步探究的欲望。

五、幼儿再次进行尝试活动。

1、幼儿再次玩色，并在杯子外面贴上与颜料水相同颜色的标
签。

2、幼儿将自己变出的新颜色放到展台上，并尝试多变出几种
颜色。

六、集中讨论。



1、根据标签说说自己杯子里的新颜色是怎么变出来的.。

2、将颜色分类，启发幼儿发现红和黄可以变出橙色，红和蓝
可以变出紫色，黄和蓝可以变出绿色。

活动延伸：

引导幼儿发现两种颜色调出的新颜色深浅不一，猜猜为什么。
鼓励幼儿可以到区角中去试一试。

活动反思：

我忽略了幼儿自主操作的过程，整个环节变成教师的教，而
不是幼儿自主的探索，整个活动环节较平淡。在活动中让幼
儿跟读颜色规律次数太多，应让幼儿探索找寻颜色规律，孩
子们的兴趣才会被更好的调动起来。活动评价有些混乱，没
有把握住评价的重点，可让幼儿讲述在操作的过程中自己用
什么颜色配出了什么颜色，在评价中又能巩固幼儿所学。

雷声大大教案反思篇三

作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编写教案有利于我们弄通教材内容，进而选择科学、恰当的
教学方法。那么写教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幼儿园小班科学活动教案《我从哪里来》含反思，
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1、初步了解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体验爸爸妈妈的艰辛。

2、激发幼儿主动探索的欲望。

3、在交流活动中能注意倾听并尊重同伴的讲话。

4、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应经学习了知



识。

课件：我从哪里来

一、以提问的形式与幼儿交流。

“宝宝们，你是从哪里来的呢？猜猜看。

回答各异：有的说捡来的，有的说妈妈生出来的。

不同的回答给予不同的评价

二、看课件。

1、爸爸的种子和妈妈的种子结合在一起。

师问：爸爸的种子像什么？（像小蝌蚪）师：这些小蝌蚪游
得可真欢啊！学小蝌蚪游呀游的动作。

它们住在妈妈的肚子叫什么？（子宫）

2、妈妈吃东西的情节，认识脐带的作用

3、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情节，宝宝在肚子里会干什么？

幼儿：会睡觉，会伸手，也会翻身我们一起来学小胎儿做做
动作吧。

师：妈妈为了宝宝要改变许多不好的习惯。

4、宝宝出生时的样子。

有的宝宝自己爬出来，有的需要医生帮忙。

宝宝出生了，大家叫他婴儿或新生儿。



三、感受妈妈的辛苦，表达对妈妈的爱。对妈妈说一句感谢
的话。

妈妈我爱你！

妈妈真辛苦！

我要帮妈妈做事。

我要听妈妈的话。

成功之处：上好一节科学活动，特别是有关宝宝出生方面的
课，有一定的难度。如果把握不好，会变得很枯燥，我充分
利用课件将深奥的知识简单化，使孩子明白一个生命史如何
起源的，更体验到母亲的艰辛，在孩子的言行中有不少宝宝
明白自己是妈妈生出来的。相信这节课后，他们明白，一个
生命创造是爸爸妈妈共同努力的。

不足之处：如果能请一位怀孕的妈妈或医生阿姨讲述妈妈怀
孕时的艰辛，讲讲宝宝出生时的故事，幼儿会更感兴趣，记
忆会更深刻。

雷声大大教案反思篇四

教学目标：

1、在探索活动中感知风的存在，体验探索的快乐。

2、愿意用语言讲述自己的发现。

教学准备：

1、各种物品。



2、活动前让幼儿与家长一起寻找风会把什么东西吹起来。

3、一次成像照相机、多媒体活动室。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观察材料。最近，小朋友们带来了许多和风爷爷做游戏的
材料，看看有些什么?(结合色彩、数字)

二、探索

1、和风爷爷做游戏的时候，看看风爷爷会把什么东西吹起
来?看到了，再和你的好朋友去试一试，风爷爷是不是会把它
吹起来。

2、幼儿自由探索，教师观察。

注意点：

(1)观察幼儿参与探索的情况。

(2)及时发现孩子使用不同材料与风爷爷做游戏的效果，并用
一次成像照相机拍摄下来，为交流分享提供材料。

三、结合活动照片进行交流分享，再次感受探索活动的快乐。

(一)结合照片，进行交流分享。

引导问题：

1、看看这是谁呀?

2、____爷玩什么游戏呢?



3、请照片上的幼儿介绍自己的活动。

(二)幼儿自由交流。

雷声大大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让幼儿感知沙子的特性，比较干沙与湿沙的不同，学习用沙
土造型，充分享受玩沙的乐趣。

活动准备：小铲、小桶、筛子、模子、水等。活动过程：

一、干沙游戏

1、让幼儿在沙地里自由自在地玩沙子。可以光着脚在沙子上
走一走、跳一跳；可以用手摸一摸、抓一抓；可以用铲子、
小桶、筛子等玩具玩沙子。

二、湿沙游戏

2、讨论：干沙子与湿沙子有什么不同？(附着图片让幼儿比
较)

三、小实验

让幼儿比较沙子和泥土的含水量。

让他们感知了解泥土的特征，通过摸、压等方法，区别不同
的土质，观察他们的颜色，感知柔软度。拓展孩子的探索空
间，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

1.看一看、摸一摸、抓一抓。（沙子粗粗的，有点磨手。泥
土软软的，黏黏的）。



2.同样多的水倒进去试试看。（沙子里的水多，泥土里的水
少）。

3.让幼儿自己说哪个是沙子哪个是泥土。

活动延伸：

让幼儿去公园沙堆上玩耍，用沙子盖小房子等.

雷声大大教案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让幼儿有听辩各种铃声提示音的能力。

2.激发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对声音有一定的敏感度。

活动准备：

各种声音的铃声。

活动过程：

1.听辩各种铃声让幼儿分别听各种铃声（自行车、电话、闹
钟、门铃、小铃等），猜一猜，这是什么铃儿在响叮当。说
一说铃儿响了，告诉我们要干什么了。比如：车铃叮铃铃，
就是告诉别人“快让开，快让开！”；门铃叮铃铃，就是告
诉我们“有人来了，快开门吧。”等等。

2.学念儿歌“铃儿响叮当”学念儿歌“铃儿响叮当”，做模
仿动作。

3.听听学学家里的门铃声，按按听听不同音乐的门铃，跟着
音乐进行模仿。



4.做音乐游戏“叮咚小门铃”：

一半幼儿扮演主人，一半幼儿扮演客人。

小椅子当作门，扮演主人者作骑马状坐在椅子上，随着音乐
按门铃或拍手。扮演客人者随音乐拍手走步……，唱到“请
你按按小门铃”时，迅速跑到一个椅子前，表示来到了可人
家。在椅子背上，边按门铃边唱“叮咚”。唱到“来了小客
人”，扮演主人的小朋友连忙起身，转动一下椅子，表示开
门，把凳子面朝客人，做“请”的动作。

最后一句“叮咚”两人互相按一下对方的鼻子。

交换角色，游戏重新开始。

5.家里的声音看看说说这些是家里的什么东西，它在发出什
么声音，告诉了我们些什么。

洗衣机“隆隆”的转，它把衣服洗的干干净净；压力锅“呜
呜”的叫，告诉我们：“粥煮好了！”；吸尘器呼呼的开动
了，它把灰尘都吃进肚子里；电话“铃铃”的响起来，也许
是妈妈打来的；收音机在“啦啦”的唱歌，我们一面听音乐
一面跳舞；音乐铃“叮叮”的响着，嘘！娃娃在睡觉呢！

附儿歌：

铃儿响叮当闹钟叮铃铃，我要起床啦。电话叮铃铃，喂喂是
谁呀？

车铃叮铃铃，快快让开吧。门铃叮铃铃，请问找谁呀？

小铃叮铃铃，唱歌跳舞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