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蛋宝宝站起来了小班科学教案设
计意图(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
的教案吗？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
家学习。

蛋宝宝站起来了小班科学教案设计意图篇一

冬天来临，幼儿会自然而然地感受到气候变冷，发现人们的
生活起居、穿戴打扮有了变化，会因为冰雪的出现而欣喜不
已。但是，天冷了，孩子们穿着厚厚的衣服，都不太愿意活
动了。《宝宝不怕冷》这个活动，通过歌曲，来让幼儿坚持
在寒冷的冬天，锻炼身体，与阳光一起游戏。

活动中，由于歌词内容简单浅显，都可以运用动作来表现歌
曲内容，所以幼儿对这首儿歌很感兴趣，而且学习和掌握也
非常之快。我仅仅唱了一遍歌曲，孩子们就已经跃跃欲试，
想和我一起唱歌曲了。在跟唱歌曲时，很多孩子听见每句的
开头就能够接完这句歌曲，并已经能根据自己对语句的理解，
用自己的动作进行表达表现了。尤其是后半段歌曲，其内容
与幼儿平时的生活经验极为贴近，因此，一念到“小球小球
拍拍，一二一二跑跑，小脚小脚跳跳”不用老师示范，宝宝
们就已经知道配合上“单手拍、摆臂跑、双脚跳”的动作了。
宝宝们一下子就学好了歌曲。在熟悉节奏歌词之后，我出示
了一个有图有文字的歌谱，让幼儿边看边学唱。在幼儿的视
线中，既有节奏谱，又有图和文字，因此幼儿的注意力特别
集中。因为幼儿在学唱的时候，需要观察、对比。这个教具
的使用等于是一个会说话的工具，起到了调动幼儿积极演唱
的目的和作用。打破了以往老师机械地教唱，幼儿枯燥地学
唱的教学模式。当幼儿唱熟歌曲的基础上，教师还进行了接
唱游戏，教师唱上半句，幼儿唱下半句，并在幼儿表演中，



重点指导幼儿用动作来表现“宝宝不怕冷”的样子。

此次活动内容的教育价值作用是相当有意义的，《宝宝不怕
冷》是以歌曲形式先教授宝宝歌曲的内容，再在熟悉歌曲的
基础上进行歌唱表演活动。歌曲的句子均是短句，富有情节，
读起来朗朗上口，非常符合中班孩子的特点。

蛋宝宝站起来了小班科学教案设计意图篇二

领域语言活动类型儿歌活动内容我们不怕冷活动来源省
编p224实施时间一月八号教材分析天气越来越冷，小朋友们
有迟到赖床不愿意出门等现象，通过儿歌学习，激励孩子勇
敢面对寒冷。活动目标1，学习儿歌朗诵《我们不怕冷》，2，
知道要天天上幼儿园，做个勇敢不怕冷的好宝宝。活动重点
知道要天天上幼儿园，做个勇敢不怕冷的好宝宝。活动难点
学习儿歌朗诵《我们不怕冷》难点形成原因儿歌较长，幼儿
难以记忆。难点解决策略支架式图谱帮助幼儿学习儿歌。活
动过程设计依据1，出示挂图，启发幼儿说说冬天的景象。

2，出示图谱，认识符号

教师点着图谱朗示范朗诵儿歌。

提问帮助幼儿理解儿歌内容

幼儿根据图谱朗诵儿歌。

3，尝试逐句撤离支架，幼儿朗诵儿歌。

完整撤离图谱支架，幼儿尝试朗诵完整儿歌。

4，使用小朋友的书，幼儿一起做《不怕冷的宝宝》。图谱支
架能够帮助幼儿快速记忆儿歌。



活动反思：

近段时间天气比较寒冷，幼儿出现懒床、来园迟到的现象比
较严重。本次活动就能通过对儿歌的学习理解，让幼儿渐渐
懂得儿歌中的小朋友不怕冷。我们也更应该向他们学习，早
上早早起来锻炼身体，不怕冷。

这首儿歌读起来朗朗上口，让小班幼儿学习起来就比较容易。
活动首先让幼儿来说说冬天的景象特点。再由提问引出“冬
天到了，你觉得小鸟、小树、小猫、小狗会怎么样，会说些
什么？”通过出示插入式图片的帮助幼儿，更能够使幼儿了
解他们各自发出的声音和“冷”的特点。

蛋宝宝站起来了小班科学教案设计意图篇三

?迎接蚕宝宝的到来》教学反思这一课是三年级第二单元动物
的一生的第一课，通过线上线下双师教学的形式教授，在提
前看课之后，我课前发了这一课的导学单，导学单上对本课
重点知识进行了梳理，科学学生活动手册指导学生如何填写，
如何记录。补充了关于养蚕方面的相关阅读知识，进行了简
单的题目练习这是新版科学三年级教材，教材的内容安排和
老版本有很大的差别，这一单元的学习要建立在学生养蚕的
基础之上，学生在经历了对蚕一生的观察之后，才能更好的
掌握本单元知识，但是由于疫情原因，让这一课的学习耽误
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担心现在孵化不了蚕卵，蚕卵的食物
是否能够找到，我到网上查阅资料，说蚕的孵化时间一般三
月底到五月，温度在20左右，湿度大点就孵出来了。蚕也是
估计桑叶发芽了才出来。所以现在养蚕宝宝还是可以的。

因为这一课是本单元的铺垫，本单元都是与蚕相关的知识，
学生只有在自己亲自养蚕的过程中，通过对蚕的观察加上科
学学习才能更好的掌握本单元知识，因此我布置了学生在家
养蚕的实践作业，并且提供养蚕相关的知识。三年级的孩子，
对大自然和小动物具有天生的好奇心，养蚕能够迎合学生的



心理，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学生也会在养蚕、
精心照顾蚕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收获和体会。

蛋宝宝站起来了小班科学教案设计意图篇四

第一课我让孩子们观察蚕卵，正好材料箱中的蚕种没有放在
冰箱保存，四月中旬正好刚刚孵化出蚁蚕，让孩子们观察并
对比即将孵化的蚕卵颜色和已经孵化的卵壳相比，有什么相
同点和不同点，在课堂上让孩子们观察刚刚从卵中钻出的蚁
蚕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兴趣。

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绿。

到了适宜养蚕的季节

“老师，我们这学期要养蚕吗？”

“老师，我们什么时候能养蚕呀，我太期待啦！”

孩子们已经迫不及待啦！

为了更好地开展科学、劳动教育课程，同时让孩子们能更好
地学习养蚕知识，开拓视野，20xx年4月25日，我们有幸邀请
到了，四川省农业科学研究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李洪浩博
士为我们讲解桑蚕知识，和孩子们一起走进课堂，探索蚕宝
宝的神奇世界。

孩子们了解了桑蚕起源的神话故事，李叔叔将“马皮蚕女”、
“嫘祖传说”的故事娓娓道来，看他们听的可认真了。

“蚕宝宝长大后会变成什么呢？”，孩子们异口同声地答到：
“蚕蛾！”

李叔叔对孩子们说到，蚕蛾具有昆虫的典型特征：头—胸—



腹，有两对翅膀，三对足，头上一对感觉须（触角）。孩子
们对于如何分辨蚕蛾和蝴蝶都有自己的想法。

李叔叔还给孩子们带来了家蚕和美丽的蝴蝶标本，教会孩子
们通过观察它们的特点准确地分辨蛾和蝴蝶。

华蚕初破壳，落纸细于毛。

孩子们了解了蚕宝宝的一生的生长过程。

“不辞辛苦层层缚，只为春来化蝶时”。两天两夜的辛勤吐
丝，才能结出一颗洁白的茧。

同时也知道了桑蚕的养殖不仅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药用价值和
经济价值，古代丝绸之路更是成为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互
鉴、共存的典范。

巧手殖童年，劳动驻心间；蚕房勤洒扫，科学著观察。希望
孩子们都能成为科学养殖小达人，能够做好准备迎接蚕宝宝
的到来。

蛋宝宝站起来了小班科学教案设计意图篇五

冬天来临，幼儿会自然而然地感受到气候变冷，发现人们的'
生活起居、穿戴打扮有了变化，会因为冰雪的出现而欣喜不
已。但是，天冷了，孩子们穿着厚厚的衣服，都不太愿意活
动了。《宝宝不怕冷》这个活动，通过歌曲，来让幼儿坚持
在寒冷的冬天，锻炼身体，与阳光一起游戏。

活动中，由于歌词内容简单浅显，都可以运用动作来表现歌
曲内容，所以幼儿对这首儿歌很感兴趣，而且学习和掌握也
非常之快。我仅仅唱了一遍歌曲，孩子们就已经跃跃欲试，
想和我一起唱歌曲了。在跟唱歌曲时，很多孩子听见每句的
开头就能够接完这句歌曲，并已经能根据自己对语句的理解，



用自己的动作进行表达表现了。尤其是后半段歌曲，其内容
与幼儿平时的生活经验极为贴近，因此，一念到“小球小球
拍拍，一二一二跑跑，小脚小脚跳跳”不用老师示范，宝宝
们就已经知道配合上“单手拍、摆臂跑、双脚跳”的动作了。
宝宝们一下子就学好了歌曲。

此次活动内容的教育价值作用是相当有意义的，《宝宝不怕
冷》是以歌曲形式先教授宝宝歌曲的内容，再在熟悉歌曲的
基础上进行歌唱表演活动。歌曲的句子均是短句，富有情节，
读起来朗朗上口，非常符合孩子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