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测量水的温度教案幼儿中班(优质5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
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测量水的温度教案幼儿中班篇一

《温度和温度计》是小学科学三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温度与
水的变化》的第一课。该课要求学生重点掌握摄氏温度的读
和写。其中如何读数，在温度计上找准刻度也是学生学习的
难点。

我执教三年级共四个班的科学，四个班的学生对老师带来的
新鲜玩意水温计都十分感兴趣。我一拿出来，教室里就热闹
了。

三（2）班是第一个学习该课的班级。我介绍完温度计以后，
要求学生认真阅读书中“使用温度计前需弄清楚的问题”，
然后发放温度计，要求学生观察温度计并解决这三个问题。
但是在巡堂中，我发现学生拿到温度计并没有思考书中的问
题，而是好奇地用手握住玻璃泡，看液面的升降。有的同学
甚至将温度计放入衣服内，当体温计使用。

我真是哭笑不得。这真是天性显露啊。我看到有的教案中写
到，为了防止学生偏离观察主题，要求学生将温度计放在桌
上静静观察，不用手摸。我觉得那样学生一定忍得很辛苦。
于是，我只好穿插在十个组之间，督促他们思考书中的三个
问题。

为了防止后面的班级重蹈覆辙，我事先叮嘱各小组的组长组



织好同学解决书中三个问题，然后才能进行其他的探究活动。
打过预防针之后，加上我的不断巡视，第一环节的学习效率
大大提高了。但是第二环节，温度计的读和写是难点，零下
温度的识别同学存在误区。我将温度计刻度画在黑板上，特
意拉大了刻度间的间隔，好让后面的学生也能清楚看到。

轮到第四个班上课时已经是下午最后一节课了。最后一节课
学生们通常是归心似箭。课堂组织难上加难。没办法，也只
能硬着头皮上。终于到了最难理解的温度读和写了。为了提
醒学生从上一个活动中抽离出来，集中注意力。我特别强调
了一句：“现在到了最难的问题了，前几个班有一些同学没
弄懂，我看看我们三（1）班的同学是不是最聪明的，所有同
学全学懂了！”学生们听到老师要看最聪明的学生，一下子
来了精神。

我首先示范了一遍10℃的读和写，其实只要认真听，谁都能
懂。然后再出一个5℃，请学生上来写。很多同学都举手了，
我特意选了一个一定能写对的同学，他写对后，我在黑板上
画一个大大的勾。有了他的示范和勾的鼓励，学生们更兴奋
了，因为大家都想当聪明的孩子，都想得到老师的肯定。我
再出一个8℃，并且说：“第二难的问题来了，不仅要写对，
还要在黑板上的温度模型中找到8℃的正确位置。谁能
来？！”举手的人更多了。上来的同学又得到了一个大大的
勾，得意地走下台去。

我问：“那2℃在哪呢？”这个问题是为了和后面零下温度的
学习做准备的。我看到李芷游这个平时上课没啥精神的学生
也拼命举手，身子都快站了起来。叫他，怕他答错了在全班
同学前丢脸；不叫更怕挫伤他积极性。就在这左右为难间，
我充满矛盾地叫了他的名字。没想到他居然三下五除二就找
完写完下去了。当时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说：“我们班
的学生真聪明，一点没犹豫就找对了。”没想到，学生不乐
意了，说我的问题太简单。



我说：“那零下温度你们能写对吗？”“能！”我请一个同
学上来写—5℃，也对了。“最难的问题来了！—3℃是
在—5℃的上面还是下面呢？”这时候我听到了下面犹豫的声
音，有的同学说在下面，有的说在上面。但他们的积极性不
减，谁都想解决这个最难的问题，看刘俣卓十分肯定的样子，
我叫她上来标，她毫不犹豫地把—3℃划在正确的地方，我告
诉全班：“零下摄氏度我们就要从零度开始往下数，全班和
老师一起三下，找到—3℃。刘俣卓答对了吗？”“答对
了！”“零下温度，数字越大，温度越冷。—5℃就比—3℃
更冷！”

这节课在热闹声中结束了，但这是我喜欢的热闹，是全班学
生都投入的热闹。如果每节课都能有这样的效果，我就算把
嗓子说哑也愿意。

测量水的温度教案幼儿中班篇二

依据科学教学的新理念，遵循以学生主体，以探究为核心的
主旨，采取创设探究性学习情境，让学生亲身经历自主探究
的过程教学本课。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力求体现这样几点：

1、让探究的生活性更明显。

教师针对学生的生活实际，引导学生开展探究学习活动，使
探究活动更有效。我从生活中常见的一个现象——一杯热水
太烫了不能喝，来引入课题，然后揭示出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热水降温的规律是怎样的？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进行探究实
验。学生对于他身边的事物和现象往往更加感兴趣，更有探
究的欲望，选择这样的内容进行学习，对于培养学生的科学
素养更加有好处。

2、让探究的实效性更深入。

科学素养的形成、发展、提高，既要重视学生动手，更要重



视学生动脑。在揭示课题之后，先让学生进行预测；在做实
验之前，先让学生思考应该怎样做试验，需要哪些材料，要
注意那些细节等等，这些环节的设计都是让学生的探究在先
动脑的条件下使探究的实效性更深入。

3、让探究的成就感更充盈。

新课程非常重视教学评价的作用，通过评价来激励学生的科
学学习，实现教学过程得最优化。本课教学中在学生的每个
活动中或后教师的适时评价，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学生的互相
评价成为评价的主体。这样，促进了师生的共同发展，让学
生体验了探究学习的成功与快乐。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由教师把知识简单地传递给学生，
而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地选择、加
工处理，从而获得自己的意义的过程。也就是说，学习是学
生自主学习的过程。本教学设计力求将科学的触角伸向生活
实际，让科学探究更贴近学生。

测量水的温度教案幼儿中班篇三

本课是本学期的第一课，也是学生再次经历科学探究训练的
第一课。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能更好的回顾以前学习的科
学探究的过程。这样学生在以后的学习过程，就会更好的进
行探究和学习。

在教学的过程中，我还是发现学生的所带的材料还是有些影
响他们的实验活动。比如有的同学携带的材料玻璃瓶的橡胶
塞没有没有向下的凸起，因此不能够严密的封住瓶口，这样
学生在做热胀冷缩的时候就不能够出现现象。我想在以后的
教学中，我需要制定学生带什么样的橡胶塞瓶子，这样能够
更好的进行实验。现在想来如果能够领用橡胶塞和试管及玻
璃管组合进行。这样学生就能不需要准备生活中的材料了，
能够较好取得实验的效果。



还有就是学生进行分组的问题。我现在想来，如果学生进行
自由组合的分组。是否会有更好的效果，因为学生能够在小
组内进行更好的合作和分工。因此我在考虑学生进行按照自
己的兴趣和志趣进行分组。

还有就是实验室已经基本建好了。是否能更好利用实验室进
行教学和活动。但是实验室中是六张大桌子，需要将学生分
成12个小组，这样每个小组六个人。能够较为好的进行活动。
但是在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样教学的过程需要精心的组织。
因为这样对者做的桌子，利于交流但是有利于学生之间进行
小动作。在这个方面，需要精心的准备。

测量水的温度教案幼儿中班篇四

温度计这一节感觉需要1.5课时才能完成。本节重点知识温度
计的使用，自己感觉概念性交代太多（温度、温度的规定，
常见生活中的温度；温度计的由来，设计等等），比较耽误
时间。

我的第一课时一般只能讲到温度计的使用，体温计只能放在
第二课时完成。自己上课和今天听同事的一堂课感觉有一些
收获。

1.温度计测了水温（温水）读出示数后，取出来在看读数，
发现迅速下降，说明一般温度计不能离开液体读数，顺便引
出有没有能够离开被测物体读数的温度计，引出体温计。

2.感觉不可靠的学生感受实验，用3个烧杯，一个烫水，一个
冰水，一个温水；让学生遮住眼睛进行这个实验效果较好，
说明感觉不可靠。

3.自制温度计。器材：双黄连或藿香正气液加自带吸管、食
用油（比水的效果好）



测量水的温度教案幼儿中班篇五

本节课的内容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并不陌生，要想有创新和突
破很难。切忌炒冷饭，把课堂变成无滋无味的知识点罗列。

影响课堂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课堂气氛，活跃的课堂气氛能
使全部同学都参与进来，从而提高课堂效率。学生都是孩子，
他们感兴趣自然会跟着你走。什么能让学生提起兴趣来呢？
一是实验，二是视频。恰好这节课有一个让学生动手的实
验“测水温”。按照课本上的顺序，这个实验应该是最后一
个环节。我考虑调动课堂气氛越早越好，并且学生对温度计
也不陌生，可以自己操作。综合各方面因素我大胆的把这个
实验安排在了最前面。实验前完全没有讲解实验方法，交给
学生，让学生自己摸索温度计的正确使用方法。虽然没有方
法，这个实验要解决的问题却要交待得一清二楚。好比海上
行舟，可以没有明确的航线，但行船方向万不可少。学生的
操作很不规范，错误百出。我不说。就让他们错，错了再改
正记得才牢固。实验完毕，大家再来一起对照其他班级的操
作照片，总结出温度计的正确使用方法。由于学生亲手做过，
憋了一肚子话要说。课堂气氛自然不必说。学生对温度计的
正确使用也基本掌握。重点已被突破。

实验已经给我们这堂课开了一个好头。针对本节课的难
点“温度计的工作原理”我采取的是师生讨论法。我设计了
一连串的问题，一步一步的引导学生找出答案。下面就是这
个环节的课堂剪影。

师：我们把温度计放在热水中，你观察到了什么想象？

生：拼命上升

师：你能提出什么疑问吗？

生：为什么会上升呢？



师：能给出猜想吗？

生：不知道。

生：热胀冷缩。

师：还有没有其他猜想了？

师：好，大家都同意这个猜想。液柱上升，是热胀还是冷缩？

生：热胀。

师：那我们该怎么做？

生：做实验

生：放入热水中。

液柱上升很明显。

师：我想看到相反的现象，该怎么做？

生：放入冷水中。

液柱下降很快。

结论：温度计的工作原理：液体的热胀冷缩。

本节课的难点就在这一问一答中被突破了。我用精心设计的
问题慢慢引导学生自己去找到我要他们找到的答案，一条隐
形的线牵着学生到达目的地，并获得成就感。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