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子科学教学反思(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影子科学教学反思篇一

一、目标确定

大班幼儿对事物表面特征的观察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本
次活动中通过寻找、探索发现影子的奥秘，激发幼儿探索事
物本质特征的兴趣，科学教育活动是在引导幼儿亲自探索和
发展获得有关经验的过程.因此，针对本班幼儿科学教育特点，
我确定以下目标：

1、萌发

幼儿探索科学的兴趣及求知欲望。

2、引导幼儿主动参与实践操作活动，并获得有关“光和影
子”的感性经验，即：光线照射在物体上，物体挡住光线就
产生影子。

3、发展幼儿的观察、比较、合作、判断能力。

二、教材分析

玩影子是幼儿最感兴趣的游戏，教师紧紧抓住幼儿这一特征
设计了本次活动，以玩手影为导入，在循序渐进深入，影子
是怎样产生的――影子的.舞蹈――进一步探索影子舞蹈的奥
秘――到户外寻找影子，结束本次活动。从而让幼儿全面系
统地掌握了有关“光和影子”的感性经验，即：光线照射在



物体上，物体挡住光线就产生了影子。

活动中，提供大量的图片等操作材料，并分层次逐步投入，
鼓励幼儿想办法，让这些材料跳起舞来，这种与材料互动的
学习方法，增强幼儿的自信心，激发幼儿探索欲望，促进幼
儿的创新思维。

重点：如何让影子动起来.

难点：光线照射在物体上，物体挡住光线就产生影子.

三、教学准备

根据教学目标，我做了物质方面的准备和知识方面的准备。

知识方面准备：

1、知道镜子会反光，了解平面镜的特征。

2、知道产生影子所需要的条件。

物质方面准备：

1、白纸、手电筒、固体胶若干。

2、乌龟、小鸟、风车、风扇等。

3、教师范例一份，应集灯一个。

四、教法与学法

根据教学目标，我用集体教学的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我运
用了探索式教学法，满足幼儿探索事物本质特征的愿望，充
分做到以幼儿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培养幼儿探索科学实践
的兴趣，发展幼儿的观察、比较、判断能力，让幼儿养成从



小就主动探索科学的习惯，提倡幼儿自己体验成功的喜悦，
并且进一步体验自信带来的愉悦感。

五、教学过程

本次活动涉及了以下五个环节：

（一）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首先我设计玩影子的游戏，并教几种手影，如孔雀、小鸟、
狐狸、小狗更手影。（用应集灯放在桌子上，手放在灯光中
间，射到墙上的各种形态的影子，让幼儿自由操作感受到乐
趣。将幼儿的学习兴趣和探索愿望激发出来。）

向幼儿提问：为什么会产生影子呢？（通过幼儿自由发言，
体现幼儿学习知识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原则，引出本次课题。）

（二）了解影子是怎样的

为由而提供手电筒和一些立体物体，请幼儿用手电筒往物体
上照，看看不同角度的光照的方向的影子有什么不同，关掉
手电，观察还有没有影子，并提问影子是怎样产生的。

通过实验观察，在不同角度的光照方向产生的影子有什么不
同，并小结初，光线照射在物体上，物体挡住了光线产生了
影子，让幼儿发现光照方向与投影的关系。

（三）跳舞的影子

1、教师操作游戏材料表演，幼儿观察小鸟飞起来跳舞，但不
结实操作过程。

2、为幼儿提供材料：手电、纸、小鸟、固体胶，通过实验操
作，启发幼儿想办法上小鸟跳舞。



3、教师鼓励幼儿自己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

4、幼儿讨论：为什么小鸟会飞起来？

小结：要让小鸟跳舞，翅膀之间必须有距离，同翅膀的角度
折的正反合适有关。

（四）进一步探索影子跳舞的奥秘

1、提供各种形象，请幼儿人选一种材料，想一想这些物体哪
些部分便于活动，然后设法让他们动起来。

2、幼儿探索，根据情况指导，如当幼儿未能让风车转起来，
可启发幼儿思考，风车的角度折叠是否合适，手电移动的角
度方向是否与风车的活动有关。

3、幼儿讲述方法并交流，引导幼儿观察和体验，物体是怎样
活动的？

小结；当手电移动时，光线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这是影子也
发生了变化，这样他们就跳起来了。

（五）活动延伸

1、到户外去寻找各种物体和自己的影子，并玩踩影子的游戏，
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课题。这一环节调动幼儿身体各个部分，
充分满足幼儿好动的个性，是幼儿直接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
认识和感受影子带来的有趣现象。

2、引导幼儿在日常生活中继续观察“光和影子”的有趣现象。

影子科学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名称：



《顽皮的影子》

活动目标：

1、萌发幼儿探索科学的兴趣及求知欲望。

2、引导幼儿主动参与实践操作活动，并获得有关“光和影
子”的感性经验，即：光线照射在物体上，物体挡住光线就
产生了影子。

3、发展幼儿的观察、比较、合作、判断能力。

准备活动：

知识准备：

1、知道镜子会反光，了解平面镜的特征。

2、知道产生影子所需要的条件。

物质部分：

1、白志、手电筒、固体胶若干。

2、乌龟、小鸟、牙孜、风车，电扇、蝴蝶等各种形象若干。

3、教师范例一份。

组织形式：

集体教学

活动过程：

一、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打开应集灯，照在墙上同幼儿一起玩手影，并教幼儿几种手
影，如：孔雀、小鸟、小狗等手影，以故事《小孔雀的一天》
使幼儿知道在不同方位的光性照射出不同长短的影子。

教师关掉灯，提问：“为什么会产生影子呢？”

二、了解影子是怎样产生的

出示小兔并对幼儿说：“今天优质调皮的小兔子想和自己的
影子做游戏，可他找不到自己的`影子，小朋友帮小兔找到他
的影子，并看看有什么变化。”

让幼儿用手电照在小兔身上，观察光线角度不同，影子有什
么变化，幼儿自由发表意见，师选一幼儿代表进一步强
化“光和影子”的感性经验：只有光线照射在物体上，物体
挡住了光线才能产生影子。

三、跳舞的影子

1、游戏：蝴蝶跳舞，教师操作游戏材料表演，幼儿观察蝴蝶
飞起来跳舞，但不结实操作过程。

2、为幼儿提供材料：手电、纸、蝴蝶、固体胶等材料，通过
实验操作启发幼儿想办法让蝴蝶跳舞。

3、请个别幼儿把自己探索结果告诉大家，并掩饰过程。

4、讨论：为什么有的蝴蝶会跳舞？而有的蝴蝶不会跳舞？

5、小结：要升蝴蝶跳舞，他的翅膀与纸之间必须有距离，也
就是只把蝴蝶的身上粘住即可，翅膀不必粘上。

四、进一步探索“影子”跳舞的奥秘

1、提供各种形象，请幼儿任选一种或几种材料，想想这些物



体的那些部分适于活动，然后设法让他们动起来。

2、幼儿探索根据情况指导，如当幼儿未能让风车转起来，可
以启发幼儿思考，“风车”的角度折叠得是否合适？手电移
动的角度方向是否与“风车”的活动有关。

3、幼儿讲述方法并交流，引导幼儿观察和体验，物体是怎样
活动的？

4、你们发现什么秘密？（手电上下移动时，影子也上下移动，
手电左右移动时，影子也左右移动）

5、教师小结：当手电移动时，光线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这是
影子的位置也会发生变化，这样它们就跳起舞来了。

五、活动延伸

1、到户外去寻找各种物体和自己的影子，并玩踩影子游戏，
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本次活动。

2、引导幼儿在日常生活中继续观察“光和影子”的有趣现象。

3、组织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继续探索有关内容，以保持幼儿浓
厚的探索兴趣。

影子科学教学反思篇三

作为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时常需要编写说课稿，说课稿可
以帮助我们提高教学效果。写说课稿需要注意哪些格式呢？
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幼儿园大班科学活动说课稿《顽皮的
影子》，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一、目标确定



大班幼儿对事物表面特征的观察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本
次活动中通过寻找、探索发现影子的奥秘，激发幼儿探索事
物本质特征的兴趣，科学教育活动是在引导幼儿亲自探索和
发展获得有关经验的过程.因此，针对本班幼儿科学教育特点，
我确定以下目标：

1、萌发幼儿探索科学的兴趣及求知欲望。

2、引导幼儿主动参与实践操作活动，并获得有关“光和影
子”的感性经验，即：光线照射在物体上，物体挡住光线就
产生影子。

3、发展幼儿的观察、比较、合作、判断能力。

二、教材分析

玩影子是幼儿最感兴趣的游戏，教师紧紧抓住幼儿这一特征
设计了本次活动，以玩手影为导入，在循序渐进深入，影子
是怎样产生的——影子的舞蹈——进一步探索影子舞蹈的奥
秘——到户外寻找影子，结束本次活动。从而让幼儿全面系
统地掌握了有关“光和影子”的感性经验，即：光线照射在
物体上，物体挡住光线就产生了影子。

重点：如何让影子动起来.

难点：光线照射在物体上，物体挡住光线就产生影子.

三、教学准备

根据教学目标，我做了物质方面的准备和知识方面的准备。

知识方面准备：

１、知道镜子会反光，了解平面镜的特征。



２、知道产生影子所需要的条件。

物质方面准备：

１、白纸、手电筒、固体胶若干。

２、乌龟、小鸟、风车、风扇等。

３、教师范例一份，应集灯一个。

四、教法与学法

根据教学目标，我用集体教学的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我运
用了探索式教学法，满足幼儿探索事物本质特征的愿望，充
分做到以幼儿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培养幼儿探索科学实践
的兴趣，发展幼儿的观察、比较、判断能力，让幼儿养成从
小就主动探索科学的习惯，提倡幼儿自己体验成功的喜悦，
并且进一步体验自信带来的愉悦感。

五、教学过程：

本次活动涉及了以下五个环节：

（一）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首先我设计玩影子的游戏，并教几种手影，如孔雀、小鸟、
狐狸、小狗更手影。（用应集灯放在桌子上，手放在灯光中
间，射到墙上的各种形态的影子，让幼儿自由操作感受到乐
趣。将幼儿的学习兴趣和探索愿望激发出来。）

向幼儿提问：为什么会产生影子呢？（通过幼儿自由发言，
体现幼儿学习知识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原则，引出本次课题。）

（二）了解影子是怎样的



（三）跳舞的影子

１、教师操作游戏材料表演，幼儿观察小鸟飞起来跳舞，但
不结实操作过程。

３、教师鼓励幼儿自己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

４、幼儿讨论：为什么小鸟会飞起来？

（四）进一步探索影子跳舞的奥秘

２、幼儿探索，根据情况指导，如当幼儿未能让风车转起来，
可启发幼儿思考，风车的角度折叠是否合适，手电移动的角
度方向是否与风车的活动有关。

３、幼儿讲述方法并交流，引导幼儿观察和体验，物体是怎
样活动的？

（五）活动延伸

１、到户外去寻找各种物体和自己的影子，并玩踩影子的游
戏，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课题。这一环节调动幼儿身体各个
部分，充分满足幼儿好动的个性，是幼儿直接通过自己的感
觉器官认识和感受影子带来的有趣现象。

２、引导幼儿在日常生活中继续观察“光和影子”的有趣现
象。

本次活动通过幼儿观察、操作，鼓励幼儿自己动脑解决问题，
并通过交流讨论是幼儿感知，光线位置变化，影子也随之变
化的现象，即：光线照射在物体上，物体挡住光线就产生影
子，从中获得“光和影子”的感性经验。

教学反思：



幼儿园科学活动强调的是孩子借助于教师的指导和自身所从
事的活动，对身边的事物进行操作和感知，不断发现问题并
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让孩子在已知的基础上自主探索未知，
在不断尝试中取得成功，最终获得知识。

影子科学教学反思篇四

1、激发幼儿探索影子各种变化的兴趣，体验观察发现、探索
学习的乐趣。

2、培养幼儿合作学习的意识，并能用语言、绘画等方式表达、
交流、分享探索的过程和结果。

3、知道影子的变化与光和物体的位置变化有关。

1、投影仪一台，手电筒、照明灯若干。

2、立体和平面玩具若干。

3、画有各种物体的练习纸四张，油画棒若干。

1、重点引导幼儿积极参加探索活动，激发幼儿的认知兴趣和
探究欲望。

2、难点是使幼儿获得对影子变化的经验，并用较清晰的语言
表述自己的发现。

1、游戏导入法。玩“捉影子”游戏导入活动，激发幼儿参与
活动的兴趣。

2、启发回忆法。“你们玩儿过什么样的影子游戏？”“为什
么会有影子？”启发幼儿回忆已有经验，进一步了解影子产
生的原因。



3、探索发现法。幼儿自由操作材料，进行探索学习，发现影
子变化的秘密。

4、讲述演示法请幼儿将自己发现的影子的秘密，讲述或演示
给大家看，进行经验分享，体验探索成功的喜悦。

5、操作实践法幼儿分组讨论，根据探索到的影子的秘密，合
作画出光源或影子的位置，进一步理解光源与影子位置的变
化关系。

6、录像启示法通过观看录像“怎样把影子藏起来”，引导幼
儿互相讨论，激发进一步活动的愿望，生成下次活动的内容。

依据幼儿的`意愿，户外进行“捉影子”游戏或者“藏影子”
游戏。

影子科学教学反思篇五

《纲要》中指出： “教育生活内容要贴近生活，选择幼儿感
兴趣的 事物和问题，有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和视野。 ”影
子是幼儿几乎每天 都能见到的，影子时大时小、时隐时现等
各种各样的变化，都引起幼 儿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探
索影子秘密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幼儿 亲自去做一做，看一看，
玩一玩。因此，设计了“有趣的影子”这一 活动。

一、寻找屏幕上的影子，激发幼儿对影子的兴趣 师：孩子们，
这儿有我们的影子，一起来看哪! 师：挥挥手，摇摇头，我
们一起来和影子跳个舞吧! (评：孩子们兴奋地在大屏幕前急
切地寻找自己和同伴的影 子，不停地和自己的影子一起舞动，
继而产生了对影子的好奇。)

猜一猜手影并欣赏手影录像，感知手影的神奇魅力



1、幼儿互相讨论 师：白色的屏幕上怎么会有影子的呢?
师(小结)： 光照在身上， 身体挡住了光线， 屏幕上就有了
影子。

2、师生做手影.猜手影，感受影子的多样性 师：光照在我的
手上，屏幕上就有了手的.影子。我来表演几 个手影，你们
来猜猜。 师：看这是谁呢?(师分别用手变出小鸟、大灰狼、
孔雀。) 师：你们真厉害，都被你们猜到了。谁也会表演手
影来考考 大家?(分别请 3―4 个幼儿演示手影) 师：那你们
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影子呢? (幼儿自由讨论。) 师：
你们真聪明，原来手的不同姿势形成了不同的影子。

3、观看手影录像，体验手影的神奇 师：有一位大师，做的
手影特棒，我们一起来猜猜他表演的 手影是什么?(放手影录
像，幼儿观看) (评：此环节旨在让孩子们感受手影的神奇魅
力所在，幼儿被 大师精彩的手影表演所折服，纷纷把掌声送
给了表演大师。)

找一找影子 师：还有许多小动物也想在白色的屏幕上找到影
子，等一会 儿三个小朋友一组，去找一找、玩一玩，和你的
好朋友说一说，你找 到了谁的影子?(幼儿分组在小屏幕后面
操作) 师：你找到了谁的影子?谁来做给大家看看?(请 3―4
名幼儿 操作演示) 师：你用什么办法找到小动物的影子?(手
电筒)为什么? 幼：因为光照在小动物的身上，小动物挡住了
光线，就有了 影子。 师(小结)：刚才小朋友们找到了小鸟、
小兔和小乌龟的影子， 发现了光照在这些小动物身上，就被
小动物挡住了光线，白色的布上 就有了它们的影子。

1、光离小动物近，影子就大，光离小动物远，影子就小。

2、灯光不动，小动物近，影子就大，小动物远，影子就 小。

3、小动物不动，灯光离得远，影子就小，灯光离得近， 影
子就大。



4、小动物和灯光一起动，小动物的影子就在跳舞了。

5、小动物不动，灯光动，小动物的影子就在跳舞了。

6、灯光不动，小动物动，小动物的影子就在跳舞了。

7、小动物的头、脚、尾巴、翅膀折了一下，灯光动转， 小
动物的影子就像在跳舞了。 轻轻一折，随着光的移动，小动
物的影子就像在 跳舞了。

1、影子有什么用处?(介绍古代用影子确定时间)

2、影子有什么不方便呢?(介绍医院用的无影灯)

3、游戏“踩影子” ，找一找生活中还有哪些影子?

幼儿科学活动生活化、游戏化以及“做中学”的理念能较好
地在本次活动得到体现。

1、选材内容的生活化。教师抓住随时捕捉到的影子这一教育
资源，和孩子们寻找不同的影子，一起和影子游戏，从而共
同探索影 子的变化与事物间的联系，继而了解影子与人们生
活的关系。

2、教学活动的游戏化。本活动教师很好地把握了幼儿的兴趣
点，运用游戏这一幼儿特有的、最有效的学习方式，以丰富
而又有趣 的游戏情节贯穿整个活动，和影子跳舞、玩手影、
找小动物影子、演 皮影等游戏环节，让孩子在玩中观察、探
究影子的产生、影子变戏法 的秘密等问题，在多次的游戏体
验中，获得关于影子现象产生和变化 的丰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