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科学活动蚕的一生教案 大班科学活
动教案小水滴的旅行含反思(汇总8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大班科学活动蚕的一生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认知目标：在看看、讲讲、想想中了解水的三种变化形态。

2、能力目标：能用语言或绘画的形式来表现小水滴旅行的过
程。

3、情感目标：愿意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激发孩子们进一步探
索水的兴趣。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对水蒸气、下雨、下雪、结冰的自然现象有一
定的了解。

2、物质准备：故事《小水滴的旅行》及和故事内容相符的课
件；小水滴宝宝图片；白纸，彩笔人手一份。

活动重难点：

重点是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水的变化过程。

难点是能够画出并说出水滴的变化过程。



活动过程：

一、谈话，激发幼儿兴趣。

教师出示小水滴宝宝图片，提问：“看，这是谁呀？”“十
一长假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和爸爸妈妈去旅行了，小水滴
宝宝也要出去旅行了，你们猜猜它会到哪儿去呢？”

二、播放课件，通过课件和故事引导幼儿理解水的变化过程。

1、欣赏课件，幼儿初步了解水的三种形态。

（1）、幼儿欣赏第一段课件，师提问：“你看到了什么？小
水滴变成了是什么？它怎么变成水蒸气的？”

（2）、幼儿欣赏第二段课件，师提问：“小水滴跟着云妈妈
飘呀飘，一阵风吹来，它变成了什么？落到北极后它又变成
了什么？”

（3）、幼儿欣赏第三段课件，师提问：“小水滴变成云后飘
到了哪里？从哪里可以看出这是北极？”

（4）、幼儿欣赏第四段课件，师提问：“小水滴落到北极变
成了什么？”

（5）、幼儿欣赏第五段课件，师提问：“小水滴旅行完回到
了哪里？对妈妈说了什么？”

2、幼儿认真听故事，进一步感受水的三态变化过程。

（1）、幼儿连续欣赏课件，老师生动的讲述故事。

（2）幼儿讨论：“小水滴在旅行过程中，有几次变化，分别
变成了什么？”小结：小水滴一共变了三次，分别变成了云
（水蒸气）、雨、雪。它多像一个神奇的魔术师呀！



三、幼儿相互讲讲故事。

四、小水滴想把它这次旅行的过程画下来，小朋友们愿意帮
帮它吗？

1、幼儿回忆故事内容，把小水滴的旅行过程画下来。

2、展示作品，并简单介绍。

3、老师评价幼儿作品。

大班科学活动蚕的一生教案篇二

目标：

1.通过故事欣赏，了解水的三态变化。

2.喜爱文学作品，并能用语言或绘画的形式来表现。

准备：

电脑动画《小水滴旅行记》、画笔、供幼儿绘画的空白图卡
若干。

过程：

一.讨论话题，引出活动内容。

二.分段欣赏动画《小水滴旅行记》

1.第一段：小水滴怎样才能和大雁姐姐去旅行呢？

谁可以帮助小水滴飞上天？

下面，我们看看是谁帮助小水滴旅行的？



2.第二段：是谁帮助小水滴旅行的？

太阳公公是怎样帮助小水滴的？小水滴变成什么了？

小水滴变成水蒸汽，又到哪儿旅行了？

3.第三段：水蒸汽飞呀飞呀，变冷以后，三个一伙，五个一
群，这时候它们变成什么了？

你们看，下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4.第四段：这次，它变成什么？为什么会变成小雪花？

小水滴想家了，你们说说谁帮助小水滴回家呢？

5.总结：小水滴从大海出发去旅行，经过许多有趣的事情，
又回到了大海。

三.完整欣赏动画《小水滴旅行记》

1.提问：故事的名字叫什么？小水滴是怎么旅行的？

2.师生共同总结：小水滴在旅行的过程中变成水蒸汽，又从
水蒸汽变成白云，白云变成小雨、雪花，最后变成小水滴回
到大海。

四.操作活动

1.引导幼儿用绘画的形式表现故事内容。

2.幼儿互相欣赏、自由讲述。

大班科学活动蚕的一生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小水滴旅行》，知道水的不同存在状态。

2、会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小水滴旅行时变化的顺序。

活动准备：

1、画笔、纸、图片

2、课件《小水滴旅行》

活动过程：

一、导出主题活动

1、教师从旅行入手介绍水滴，师：小朋友们喜不喜欢旅行？
小水滴也很喜欢旅行，它的旅行呀很神奇很精彩，我们一起
来听听它的旅行故事吧。

2、提出要求：请在你们观看时，边听边看边想，等看完小水
滴的旅行后，用你们的方式把看到的小水滴旅行给记录下来。

二、播放课件并总结

1、提问：小水滴在旅行中去了哪里？怎么变化了？

追问：它是怎么变成水蒸气的？它请太阳公公帮了什么忙？

小结：太阳公公放出强烈的光和热，吧小水滴找的暖烘烘的，
变成了水蒸气。

2、提问：小水滴又去了哪里旅行？变成了什么?怎么变的？

小结：水蒸气飞到了天上，风爷爷带着他们在空中飘来飘去，
变成了白云。



3、提问：小水滴最后去了哪里旅行？变成了什么?怎么变的？

4、小结：白云越飞越慢，风爷爷吹的他们有点冷，白云们紧
紧的抱在了一起，最后变成了小雨点落入了大海。

三、幼儿记录

1、你们觉得小水滴旅行的故事有趣吗？请你们用记录的方式
把小水滴的旅行画下来。

2、幼儿介绍自己的记录，小水滴去哪里旅行了？怎么旅行的？

四、完整欣赏一遍故事

师总结：小水滴的旅行的过程中变成了水蒸气，又从水蒸气
变成了白云，白云又变成了雨滴、雪花，最后变成小水滴会
到了小河里。

活动反思：

整个活动，我采用多媒体的教学方法。利用小雨滴旅行制成
课件，在这里我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直观的物象，
满足了幼儿思维具体形象的特点。在课前我作了非常充分的
准备工作，事先让孩子知道什么是记录，为了给孩子带来更
直观的感受，还制作了小水滴旅行的图片。我采用的是分段
讲述的方式，给孩子们讲述了水的三态变化的全过程。为了
帮助孩子理解和记忆，在每一段讲述过后，我都进行提问，
在提问时采取了个人和集体两种形式来回答所问的问题，这
样点和面的回答使孩子都能较好地参与到活动中来。孩子们
在提问的帮助下，不断地回忆故事的内容，并且用语言进行
表述，这使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得到了提高。但这里也有
不足的地方，对在每段故事没有清晰的小结；此外，每段故
事讲解之后，可以完整的再播放一遍故事，造成孩子们对故
事没有一个完整的影响。最后环节中，我鼓励孩子用自己的



方式讲故事记录下来，这不仅加深和巩固了幼儿对水的循环
过程的理解，其实也能帮助幼儿提升逻辑思维能力及动手能
力。孩子们的展现出多种记录方式，大多数孩子并能根据自
己的记录过程来讲述故事，这次的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了活
动带来的快乐，又增长了自己的知识面。

大班科学活动蚕的一生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认知目标：在看看、讲讲、想想中了解水的三种变化形态。

2、能力目标：能用语言或绘画的形式来表现小水滴旅行的过
程。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对水蒸气、下雨、下雪、结冰的自然现象有一
定的了解。

2、物质准备：故事《小水滴的旅行》及和故事内容相符的课
件；小水滴宝宝图片；白纸，彩笔人手一份。

活动重难点：

重点是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水的变化过程。

难点是能够画出并说出水滴的变化过程。

活动过程：

一、谈话，激发幼儿兴趣。

教师出示小水滴宝宝图片，提问：“看，这是谁呀？”“十



一长假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和爸爸妈妈去旅行了，小水滴
宝宝也要出去旅行了，你们猜猜它会到哪儿去呢？”

二、播放课件，通过课件和故事引导幼儿理解水的变化过程。

1、欣赏课件，幼儿初步了解水的三种形态。

（1）、幼儿欣赏第一段课件，师提问：“你看到了什么？小
水滴变成了是什么？它怎么变成水蒸气的？”

（2）、幼儿欣赏第二段课件，师提问：“小水滴跟着云妈妈
飘呀飘，一阵风吹来，它变成了什么？落到北极后它又变成
了什么？”

（3）、幼儿欣赏第三段课件，师提问：“小水滴变成云后飘
到了哪里？从哪里可以看出这是北极？”

（4）、幼儿欣赏第四段课件，师提问：“小水滴落到北极变
成了什么？”

（5）、幼儿欣赏第五段课件，师提问：“小水滴旅行完回到
了哪里？对妈妈说了什么？”

2、幼儿认真听故事，进一步感受水的三态变化过程。

（1）、幼儿连续欣赏课件，老师生动的讲述故事。

（2）幼儿讨论：“小水滴在旅行过程中，有几次变化，分别
变成了什么？”小结：小水滴一共变了三次，分别变成了云
（水蒸气）、雨、雪。它多像一个神奇的魔术师呀！

三、幼儿相互讲讲故事。

四、小水滴想把它这次旅行的过程画下来，小朋友们愿意帮
帮它吗？



1、幼儿回忆故事内容，把小水滴的旅行过程画下来。

2、展示作品，并简单介绍。

3、老师评价幼儿作品。

活动反思：

刚开始时，我准备通过绘本《小水滴去旅行》为载体，以自
主阅读的形式来让幼儿学习这个故事，后来听了一位老师的
这节课，她也把这活动定位在了语言、科学领域，听完后，
我总觉得小朋友应该对故事内容理解的不透彻，而且对于水
的三态（液态、固态、气态）也是稀里糊涂，根本不能通过
这个故事来理解水的三态变化。我左思右想还是定位到科学
领域，通过小实验，让幼儿直观感知水的三态变化。我先演
示实验，让幼儿对水的三态变化有个直观了解，再通过播放
课件《小水滴旅行记》，让幼儿了解雨的形成及循环过程。
通过看老师做实验的.方式，让他们更直观、更清楚理解。在
做实验时，幼儿很兴奋，很好奇，好像一下子把他们的求知
欲全释放出来了，四十多双明亮的眼睛都盯着我。通过实验
的方式让幼儿直观、清楚的了解了水的三态变化，通过故事
《小水滴旅行记》让幼儿对雨的形成及循环过程有了初步了
解，满足了幼儿的好奇心。这节课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大班科学活动蚕的一生教案篇五

我们的课堂总是在提倡“让孩子成为课堂上真正的主人”，
亦或“以学生为主体”，可是这一点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往往会为了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而忽略了学生。

就说说我的课吧，在“复习词语”这一环节后，就要进行本
节课的第一次总读全文，同时向学生提出问题“当太阳的光
芒渐渐退去，夜幕降临，北京就亮起来了，整个北京城变成
什么样了？”接着学生自读课文，然后让让孩子们使用课文



的第一自然段来回答，即：每当夜幕降临，北京就亮起来了。
整个北京城变成了。孩子们看到我的提示，自然就会说出北
京变成了（灯的海洋，光的世界）。这样的设计让我认为很
直接，很明快，一下子可以切入到文章的主线，然后围绕这
个主线展开交流，总体感觉很流畅！课后，针对这一环节王
老师和我进行了探讨，她说：“为什么要出示第一自然段回
答那个问题？你给了他们一个很有思考空间的问题，会有多
种多样的答案，多好呀！可你出示了第一自然段的填空来回
答，为什么不让他们用自己的话来说说感受呢？”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呀！的确！这个环节的设计说道底
对谁最有利？当然是我！在出示第一自然的引导下，孩子们
可以“准确”的说出我想要的“答案”，然后再从这个“准
确的答案”入手，开始全篇课文的学习，这个过程正在“准
确无误”的实施我的'教案，是我在牵着学生们跟我走。如果
不出示第一自然段，孩子们会怎样说呢？于是，当我课后再
次把这个问题作为讨论题在全班出示时，得到的回答是那样
的丰富多彩。有的说变成了不夜城；有的说变成了彩虹的世
界；有的说变成了比白天更美的世界等等，这样的结果让我
重新对这个环节进行了设计：提出问题后，孩子们自读课文，
回答问题时，“放手”让学自由说出自己的感受，然后适时的
“收手”引导学生再读第一自然段，看看书上是用了什么样
的词句来说夜幕下的北京城？这样的设计让孩子们说出了自
己的认识和看法，在此基础上再学再读，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放手让孩子们学习；放手让孩子们想象；放手让孩子们回答
问题，这是对孩子们最好的爱！

大班科学活动蚕的一生教案篇六

1、发现植物的种子，初步了解种子的特殊传播途径。

2、尝试分类记录种子传播的方式。



3、对于植物的繁殖和生长充满好奇心和兴趣。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1、带领幼儿去农村参加寻找秋天的活动。和幼儿一起收集农
村比较常见的植物。

(苍耳、蒲公英、刺毛球、豌豆荚……)

2、多媒体课件《种子旅行记》

3、各种种子、记录表等。

一、寻找、发现种子，感知种子的特征。

1、谈话导入，引出主题。

提问：上次我们去农村旅行，在田野里，你看见了什么?寻找
到了什么?

今天这些小客人来我班旅行了，瞧，它们来了?(出示苍耳、
蒲公英、刺毛球、豌豆荚。)

2，寻找、发现种子。

a、带着问题进行第一次探索活动：蒲公英、苍耳和刺毛球、
豌豆荚的种子藏在哪里呀? 把它们的种子找出来。

b、幼儿互相交流：

刚才你找的.是哪种植物的种子?

苍耳的种子藏(豌豆的种子长)在哪里?它们的种子是什么样



的?

教师小结：种子的特征，了解种子的大小、颜色、形状等不
同。

二、探索了解，感知种子的传播方式。

1、带着问题进行第二次探索活动：猜猜它们是怎样来到我班
的呢?

2、欣赏故事《种子旅行记》

逐步展示课件。

(1)欣赏课件第一、二段：了解种子靠风和动物的传播方式。

谁带蒲公英去旅行?为什么风能帮它?它的种子最后怎样了?

经验转移。苍耳浑身长满刺，谁会帮它传播种子?

(2)欣赏课件第三段：了解其它(粪便、水、植物的自身弹力
等)传播方式。

3、尝试分类记录种子传播的方式。

第三次分组探索活动：教师出示另外一些有趣植物提问：它
们传播种子需要谁的帮助呢?

(1)出示表格，讲解操作要求，

(a)先认识一下传播标记。

(b)：认识一些种子(这是什么?西瓜籽是怎么传播的?我们把它
贴在相应标记的下面。)



(2)幼儿探索记录，教师巡回指导。

(3)幼儿讲解自己的操作表格，教师评价小结种子传播的方式，
提升幼儿的经验。

三、观察、照顾种子，感知种子的变化。

延伸活动中把种子种植在教室的自然角，让幼儿观察、照顾
种子，感知种子的变化。(大自然的植物真奇妙，它的生长过
程又是怎样的呢?让种子在我们班安家，让我们来照顾它们
吧!)。

附表格：

人类播种标记风传播标记动物传播标记 水传播标记 种子实
物粘贴(西瓜籽等)种子实物粘贴(蒲公英等)种子实物粘贴(苍
耳等)种子实物粘贴(莲蓬等)

植物是孩子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贴近生活，对植物奥秘
的探索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在奇妙的植物王国中，蕴含着
许多的奥秘，其中种子的传播就是其中的一种。在幼儿知识
经验中，对种子的传播只是感性的、模糊的记忆，在日常生
活中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漫天飞舞的柳絮，随风飘扬的
蒲公英，这些都是孩子们亲身经历、接触到的，但没有形成
一个明确的概念：其实这些现象就是植物在传播种子。本次
活动的目的就是认识并了解植物的种子及其传播方式，建构
孩子的知识结构，拓展他们的视野。

大班科学活动蚕的一生教案篇七

1、通过阅读，初步了解宝宝的由来。

2、寻找自己和爸爸妈妈之间相像的地方，体验亲情血脉之情。



3、初步学习正确评价自己的能力，培养幼儿不轻易放弃的精
神。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故事ppt

一、引出绘本《小威向前冲》。

1、师：今天老师给小朋友们介绍一本书。为了让所有小朋友
们都能看到，我们在大屏幕上一起来看看吧。

2、出示ppt，提问：书名是什么?看到书名，你觉得小威是怎
样的一位小朋友?向前冲的小威是怎样的?过渡：到底小威是
怎么样的一位小朋友呢，一起来听故事吧!

二、故事讲述

小结：现在你认为小威是个棒小孩吧?(是)。当然是了，孩子
们，只要你们有一个地方是高手，就是棒小孩!

2、继续讲故事，ppt

点击ppt地图页面，幼儿集体看地图。

提问：你认为小威该怎么走?

3、继续讲故事

小结：遇到困难只有努力向前冲才能获得胜利。

三、通过视频，欣赏生命孕育全过程，并继续讲述故事。



1、继续讲故事，播放视频。

2、继续看ppt讲述故事。

提问：小朋友们，你们猜猜小娜长大后会是个怎样的女孩?

提问：你们再猜一猜，小娜长大后头发是什么颜色?

四、知道自己和爸爸妈妈长得很像，但是和别人长得是不像
的。

1、点击ppt，一对长得特别像的父子。提问：他们像吗?哪里
像?

幼儿：观察并说出

2、师：你和你的爸爸妈妈是像的，但是你和别人是不像的对
吗?接下来老师请你们玩一个游戏，找一找你和其他小朋友不
像的地方。

游戏接龙，请幼儿以接龙的游戏方式，挨个找幼儿，并说出
自己与朋友不像的地方。

小结：孩子们，你们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越多，说明你们越
特别。

五、问题延伸

提问：小威到哪里去了?小娜是怎么来的?你们是怎么来的?让
我们以后再来讨论吧。

遗传和生殖的具体含义比较深奥，幼儿无法了解其内涵。于
是我做了一个课件，比如地图的设计，运用的动画，增强美
感等，都是为了帮助幼儿加深理解，化解了活动的难点。在



教材的内涵把握小威向前冲。我挖掘了让幼儿初步学习正确
评价自己的能力，培养幼儿遇到困难向前冲的精神。我原本
担心会冲淡想表达的主题，所以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我只是
做了适当渗透，从幼儿的反应来看，效果较好。

大班科学活动蚕的一生教案篇八

这篇课文中出现了许多理解起来很困难的词语，如夜幕降临、
绚丽多彩、金碧辉煌、光彩夺目、犹如等等，可是信息技术
的使用却能够帮助我们，但是信息技术片不能取代文字的描
述，适度的使用图片、适时的使用图片也就尤为重要了，信
息技术如何在教学中适时适度的使用是我们应深入研究的问
题。比如在这篇课文中理解“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光彩夺
目。”这句时，我先让学生自读这句，想象一下金碧辉煌、
光彩夺目什么样？让孩子们用自己的话说说，说的同时孩子
们的好奇心也得到了更大的调动，然后再出示一张天安门夜
景的图片帮助理解“金碧辉煌、光彩夺目”两个词，在孩子
们看到图片的吃惊之余也感受到了天安门夜景的美丽，然后
再带着自己的体会读句子，这样一种“从先读文——信息技
术的使用——再回到文中”的学习模式更有利于理解难于感
知的问题。课堂上这种教学模式也得到了教研中心和校领导
的肯定。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信息技术的使用是帮助理解课文的，而
不是主要理解课文的手段。我们在备课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感觉这儿需要出图片，那儿也需要出图片，好像没有课件的
支持我们的课很难进行下去，孩子们好像哪儿哪儿都不明白
不理解，我们使用信息技术时也要学会放手，放手丢掉帮助
不大的图片；放手舍弃重热闹轻意义的动画，适时适度的信
息技术的使用有利于课堂教学。

虽然短暂的视导工作结束了，但留给我们的思考是绵长
的，“放手”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研究，因为放
手的爱才能天长地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