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科学奇妙的颜色教案 中班语言活动
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
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中班科学奇妙的颜色教案篇一

1.欣赏儿歌，理解儿歌中的角色特点和情节发展线索。

2.初步尝试有节奏、有感情的朗诵儿歌，体验和感受儿歌独
特的情趣美和韵律美。

3.体验友爱、宽容、谅解的积极情感。

1.音乐《生日歌》。

2.根据儿歌内容准备相应的图示。

3. 双响桶若干。

活动区提供木偶、录音、圆舞板等引导幼儿表演。

播放《生日歌》

1.师：今天小老虎也要过生日，（出示小老虎和蛋糕图片）
大家看有没有朋友来参加？

师：过生日没有人来参加会感觉怎么样呀？

师：没有朋友来参加，冷冷清清不热闹，那怎么办呢？（引



导幼儿猜测）师：我们小朋友想出的办法真多，那我们听一
听小老虎是怎么做的？（听录音）

我们来听听小老虎是怎么说的？（听录音），我们帮小老虎
一起请小白兔好吗？（带领幼儿集体说）

3.师：小白兔会不会去呢？

4.师：是啊，朋友邀请了是应该去的，可它想不想去呢，我
们来听听它是怎么接电话的？（听录音），小白兔愿意去吗？
是什么原因连过生日都不去？（画出相应图示）

5.小兔受了欺负心里怎样？

师：我们一起来学学小兔生气时说的话，（集体说）谁愿意
一个人来学学小狗熊说的话？

6.集体进行打电话游戏，巩固角色对话。

教师做小老虎，幼儿做小白兔，打电话一次。

交换角色再次打电话一次。

那小狗熊会不会去？我们来听听它是怎么接电话的？（听录
音）

8.师：小狗熊想不想去，是什么原因呢？（画出相应图示）
小狗熊接电话时心里怎么样？

我们来学学小狗熊生气的时候说的话（第二遍示范）。

9.教师与幼儿扮演角色进行打电话游戏。

10.师：小白兔、小狗熊都不理小老虎，这时小老虎心里会怎
么样？（出示哭泣的老虎）



2.师：小老虎今天过生日，我也想要去参加，你们想去吗？
那小白兔、小狗熊都带了礼物去，我们就准备一个节目送给
小老虎吧！轻轻的请出我们的乐器--双响桶我们一起来练一
练。

3.带领幼儿利用双响桶边打节奏边朗诵儿歌。

师：你们练得真不错！等会我们去参加小老虎的生日会。

中班科学奇妙的颜色教案篇二

1、知道儿歌名称，理解儿歌内容，初步学念儿歌。

2、感受儿歌的韵律美和色彩美。

3、引导幼儿在儿歌中学习，感悟生活。

4、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幼儿已有一定的调色经验。红、黄、蓝橡皮泥各一块。

一、回忆已有经验，演唱课题，激发幼儿讲述的兴趣。

1、出示红、黄、蓝色橡皮泥各一块，引导幼儿大胆表达自己
对色彩的已有经验。

师：这些橡皮泥是什么颜色的?两种不同的颜色的橡皮泥混在
一起，会怎么样呢?

二、老师根据幼儿的讲述，操作幼儿用书中的内容。

1、请幼儿打开幼儿用书，观察、讲述幼儿画面内容。



2、具体交流，理解、讲述画面内容。

3、哪两种颜色混合之后变成了什么?画出来什么?(鼓励幼儿
迁移已有经验，大胆讲述自己对画面的理解)

三、老师示范朗读儿歌《彩笔世界》。

四、幼儿学念儿歌《彩笔世界》。

1、老师再次示范朗读儿歌。

2、幼儿学念儿歌2——3遍。

整个活动，幼儿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情绪高涨，注意力集
中，孩子们正是在我创设的这个宽松的语言环境中发展了自
身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乐意与人交往。幼儿语言能力的培养
是一个长期、连续性的过程，需要教师把幼儿语言的发展渗
透到各个领域的教育中去，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去扩展幼儿
的经验，促进幼儿语言发展。

中班科学奇妙的颜色教案篇三

1、耐心倾听同伴谈话，并能清楚地说出自己对线条的认识。

2、学会用"我画的是xxx，用了xxx线条"的句式，谈论自己画
的图画。

3、积极参与谈话活动，乐意在集体面前自然大方的谈话。

pptt课件，白纸（每人一份），油画棒（五盒）

师：小朋友们看看老师的衣服有什么不同？

衣服上有什么？



这些漂亮的线条一样吗？它们有什么不用？

教师小结：小朋友们说的真棒。老师的衣服上有很多线条，
有长的、短的、粗的、细的，它们组成了很漂亮的图案。

师：小朋友们找找你们的衣服上有没有线条？

1、除了这些的线条，你还看到过那些线条？

2、你在哪里看到的？

3、这些线条有什么特点？它们像什么？

师：小朋友们说的真好。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线条，还有哪
些有趣的线条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出示图片（课件）提问：

1、这是什么？上面的线条是怎样的？

2、这种线条看起来像什么？

3、你还在哪里见过这样的线条？

4、这些线条有什么作用？

教师小结：我们身边的线条真多呀。现在，老师为这些线条
起个名字。我们把这直直的线条叫直线，把弯弯的线条叫曲
线，把这种像海浪一样的线条叫波浪线，把这种一圈一圈围
起来的线条叫螺旋线。

师：我们刚才啊认识了许多线条，有直线、曲线、波浪线和
螺旋线。现在，老师想请小朋友们用自己喜欢的线条画一幅
画。



在猴儿作画时，教师巡回观察，基于幼儿适当的指导，并鼓
励幼儿用多种线条作画。

让幼儿用"我画的是xxx，用了xxx线条"的句式和小组同伴交流
自己的画。

教师把幼儿的作品贴在展板上，请2-3名幼儿用"我画的是xxx，
用了xxx线条"的句式在集体面前把自己的画介绍给大家。再
请1-2名幼儿说出自己最喜欢那幅画，并说明原因。（引导幼
儿说出画中用了那些线条，这些线条有什么特点，它们像什
么。）

中班科学奇妙的颜色教案篇四

中班孩子的活动量和活动内容，显然要比小班孩子大而多，
孩子对自己身体的兴趣，以及对自己生命的信心，也开始萌
芽。活动最好在孩子生活需要的情景中进行，如：体育活动
中孩子发生不安全因素了，或者同伴的身体有些变化了等等。
本活动努力使孩子在了解自己身体的同时，对自己身体的安
全有所重视。

1、了解自己身体能活动的一些部位，对身体感兴趣。

2、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3、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4、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纸偶娃娃，人物动、静活动图片，如跳舞、织毛衣、踢足球
等，记号笔等。



一、做游戏“木头人”

――孩子坚持不了多久，就会动的，老师正好作小结。

老师(小结)：人不动是很难受的，因为我们都是有生命的。

二、跟着音乐动一动

――让灵动的身体与前一个活动“木头人"形成鲜明的比较。

三、说说：人有哪些活动

老师：跳舞是一种活动。(出示图片)她在干什么?织毛衣是一
种活动。(出示图片)踢足球也是一种活动。你们知道，人还
有哪些活动呢? ――了解人的许多活动，感受生命的丰富。

四、说一说：身体的哪些部位能动

人们怎么会有那么多活动呢?是因为人的身体的许多部位能动。

1、边动边记录：你的身体有哪些地方会动的?

――记录在纸宝宝上。

2、讲讲哪些地方能动，讨论：

这个地方能动使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如果不会动会怎么样?

这里会生什么病?

――通过“能动”和“不能动"的比较(在感受不会动时，可
以请孩子尝试不动某部位，做一件事，可以有这样的指导
语“瞧，不动不行吧”、“动了才方便呢"等等)，感受活动



部位，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

3、介绍骨折、脱臼。

――与生活保健相融合，如果能与本班孩子的健康情况相结
合则更好。

五、我们身体会动的地方还很多，我们以后慢慢去发现

――这个活动还没有完，因为事实上，孩子对自己身体的发
现还没有停止，可以在教室挂本本子，供孩子进行专题记录。

在培养幼儿的语言时，要把握每个幼儿的实际，掌握幼儿学
习语言的规律，有计划地进行培养和训练，让幼儿多看、多
听、多说、多练，培养良好的语言习惯，创设良好的语言环
境，那么，幼儿的语言一定会健康的发展。

中班科学奇妙的颜色教案篇五

1.了解蝴蝶的'习性及特点。

2.乐于参与游戏，敢于提出问题并大胆猜测答案。

了解蝴蝶的习性及特点。

1.请家长先给幼儿介绍有关蝴蝶的一些信息。

2.教师将有关蝴蝶的问题制作成若干张问题条，每一张上对
应一个数字。

3.蝴蝶形状的贴纸。

一、出示图片，幼儿观察蝴蝶，了解蝴蝶的习性和特点。

二、通过击鼓传花的方式让幼儿分别来抽取数字卡片，再根



据数字卡片上的数字找到对应的问题条来，教师读出有关蝴
蝶的问题后，幼儿根据已有经验来大胆猜测问题的答案。对
于回答正确的幼儿，教师就奖励一张蝴蝶形状的贴纸，最后
看一看哪一名幼儿收集的蝴蝶贴纸的数量多，谁就是“蝴蝶
专家”。

1.蝴蝶有几只脚？蝴蝶的脚是用来走路的吗？

2.蝴蝶的触角有什么作用？

3.蝴蝶有没有家？

4.买卖虫有没有毒？蝴蝶有没有毒？

5.蝴蝶会不会变老？

6.蝴蝶可以活多久？

7.蝴蝶有嗅觉吗？

8.蝴蝶会不会发出声音？

三、幼儿画蝴蝶。

幼儿观察，教师巡回指导幼儿作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