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节约用水教案小班教案 小班健康节
约用水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既然教
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节约用水教案小班教案篇一

2016年3月22日是第二十四届“世界水日”，3月22－28日是
第二十九届“中国水周”。联合国确定2016年“世界水日”
的宣传主题是“水与就业”（water and bs）。经研究确定，我
国纪念2016年“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活动的宣传主题为
“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推进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在“世界
水日”即将到来之际。为了培养同学们从小养成爱护水资源、
节约用水的好习惯，3月22日我班开展了《小小手 捧起大水
滴》主题班会活动。

通过主题活动，引导学生了解我国水资源现状及节约用水知
识，培养学生珍惜水、节约水、保护水的意识，并通过“小
手拉大手”的方式影响家庭，带动身边人加入到节约和保护
水资源的行列中来，让节约用水成为人们良好的生活习惯，
同时，掌握科学的节水方法。

1、通过儿歌表演、日记，让学生对水和缺水现状有进一步了
解。

2、通过调查、参观、体验等实践活动，使学生树立节约用水
的意识，让学生懂得节约水从点滴做起，从我做起。

3、通过交流、辨别，使学生掌握一些科学的节水方法。



1、以小组为单位，排演与水相关的节目。

2、拍摄生活中浪费水的照片。

3、搜集节水办法。

4、老师收集学生家庭水费单，并到学生家庭中了解用水情况。

5、环保小分队参观节水科技馆。

序曲：儿歌引入主题班会内容

同学们，来看看黑板，你们看到了什么？（好多好多的水滴
啊！大大小小的水滴！蓝色的水滴！）

师：你们真会动脑筋，老师变了个魔术，将这些蓝色的水滴
请到我们教室来，和我们大家交朋友，让我们唱着歌儿跟它
们打个招呼吧！

播放音乐《泉水叮咚响》视频，学生跟唱，营造活跃的课堂
气氛。

音乐渐弱……

小胖：老师，听了这首歌，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可以吗？

师：当然可以！

清清水，我问你，你的家，在哪里？

一组：我的家，在四海；

小胖：你的衣，有几件？

二组：我的衣有三件，寒冰热气都是我，温度一变我也变；



小胖：你的味，可好吃？

三组：要知味，请品尝，尝一口，唔……

全班：水啊水啊真可爱，原来是无色无味的透明钻。

老师：小胖，你问得真好。

小胖：大家答的也好。

师：这节班会老师想请你和我一起主持，好吗？

小胖：没问题。我已经把儿歌中的小水滴给大家带来了。
（出示水滴）

师：小小水滴真可爱，没有它，会怎样？

小胖：会怎样？

师：是啊！如果我们生活中没有这些可爱的小水滴，又会怎
样呢？

版块一：淡水很珍贵

1、回忆停水时的不便。

生：我知道，我知道！前不久，咱们百步亭就停水了，停水
的滋味可真难受。

出示三张图片，生相机描述：

一杯水洗口洗脸，口都还没漱干净，水就只剩下了一点点了。

我把这丁点水滴在毛巾上，胡乱把脸擦了几下。今天我当了
回小花猫。



没水冲厕所，臭气熏天，捏着鼻子的生活可真难过啊！

师：看来停水的日子真的很难过！小胖，你呢？

小胖：停水那天，我一天都没有吃到可口的饭菜，只吃了三
顿面条。

师：不知道其他同学有什么样的感受？

小胖：我来采访采访他们吧！谁想说？

生和：我想说！我想说！

生1：那天我们上体育课，玩了丢沙包的游戏，玩得可开心了！
可当我准备洗手吃午餐时，却发现没有水。一天手都是脏脏
的，可真难受！

生2：那天没水洗碗，我们吃面都用的是方便碗，拿在手里软
软的，差点把我烫到。

生3：我觉得这样做还挺不环保的。

生4：停水了，害得我澡也没洗成，浑身粘粘的，很不舒服。

小胖：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孩子——水娃
的日记吧！

2、看《水娃日记》了解缺水地方的生活

播放《水娃日记》

虽然我叫水娃，可我却从来没有见过自来水管里流出来的白
花花的水。

村里的人只能靠老天爷每年下的两、三场雨接水度日，只能



靠深一脚浅一脚走上七、八个小时挑水度日。每天早晨，一
小杯水全家人洗脸，然后洗菜做饭，最后再用这洗得发黑了
的水喂牲口。

小胖：老师，我想水娃之所以叫水娃，一定是因为他们家太
缺水、太需要水了！

师：是啊，这个名字就寄托了他的家人对水的渴望。

生1：平时我们一开水龙头就能用上水，他们竟然要走那么远
的路才能用上，这太不可思议了！

生2：全家人洗脸、洗菜、做饭，最后还要喂牲口的，竟然只
是一小杯水。

生3：这么小，就已经走这么远的路为全家人挑水了，和他比
起来，我们真是太幸福了。

生4：原来没有水，还会让生活变得这么贫穷！这是我们以前
所不知道的。

小胖：老师，现在我发现，我带来的不是一颗小水滴，而是
一颗承载着生命的大水滴。

师：是啊！这是一颗承载着生命和希望的大水滴！

生5：老师，我有一点不明白，咱们地球上那么多水，怎么还
有地方缺水呢？

3、介绍地球淡水资源

师：你真会动脑筋，咱们地球表面79%的地方都被蓝色的水所
覆盖，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是水，确实是名副其实的
水球。可是这么多水中大部分都是海水，不能使用。



小胖：老师，我暑假去了海边，我知道，海水又咸又苦，不
能喝！

师：是啊，不仅咱们人不能喝、庄稼不能喝，就连工业生产
也难以派上用场。因此我们真正能直接使用的只有淡水！

小胖：那我们地球上的淡水有多少呢？

师：你瞧，如果这就是地球上的水资源，（出示饼图），猜
猜看，我们的淡水有多少？

小胖：一半。

生1：四分之一！

生2：五分之一！

师：孩子们，咱们所拥有的淡水并不多，它仅仅只占总水量
的2.5%，也就是这么多，这些都是不能用的。（拿掉咸水部
分）

可这些淡水里还有很多被冻结在南极和北极的冰盖中，就是
你们看到过的冰川，那能用吗？真正能为我们所用的其实只
有这么一点点！（拿掉不能使用的淡水）

众生：啊！

个别生：只有这么一点点！

师：就这么点还要供给全球70多亿人来喝、来用、来灌溉、
来生产。

小胖：真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我们可以使用的
淡水这么少！多么珍贵啊！ 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出示板书
“珍惜水”）



4、了解生活中浪费水的现象

第一组一生：我们第一小组就在生活中捕捉到了这样一组浪
费水的镜头。请大家和我一起看大屏幕。出示学生搜集照片，
第一组学生相机介绍：

图1:大家看，这么大一盆水就洗一双袜子，多浪费啊！

图2:桶里的水接满了，可是没人管，水漫了一地。

图3:有些同学喜欢把水龙头开得大大的洗手，洗完手后水龙
头没有关紧，就走了，水就这样一滴滴地流走了，多让人心
疼啊！

图4有的同学把喝不完的水都倒了，真可惜！

图5消防栓破裂了，没及时检修，水流得满地都是。

师：同学们调查得很仔细，看到这些现象，我都觉得太浪费
了。你瞧，咱们只要稍不留神，水就悄悄流走了。

小胖：是啊！咱们地球上的水本就少，还让水这样白白地流
走多可惜啊！这样浪费下去可不得了。

第一组：是啊，是啊！可不得了！

白：地球上面水挺多，

白：就是太咸没法喝，

白：淡水只有一丁点，

第一组：靠它活！

白：地球淡水本就少，



白：若再浪费不得了，

白：防止污染节约用，

第一组：保保保！

白：中国地大物又博，

白：别忘人口也最多，

白：人均有水相对少，

第一组：有啥招？有啥招？

白：有妙招！有妙招！有妙招！

师：什么妙招？

生：节水妙招！

小胖：你们有什么节水妙招？

一组一生：我们收集了身边不少节水的好办法！

版块二：节水从我做起

1、第一组学生交流身边的节水好办法

生1：我有一个好办法，咱们喝水的时候应该喝多少打多少，
这样可以避免喝不完倒掉。

生2：我发现我们学校厕所里新安装了一个手动冲水器，只有
当需要冲水时，按一下就可以冲水了。

生3：我还和他专门去问了后勤的熊主任，自从安了这个手动



冲水器，每个月咱们学校可以节约五六千元的水费呢！

生4：我还知道我们洗手的时候可以把水龙头关小点，这样也
可以节约不少水。

小胖：真的吗？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真的可以节约不少水吗？

老师：不相信？那咱们就请两个同学现场洗洗手，看看吧。
来，你来，你来。

指名二生到水池洗手。

师：孩子们都过来看看吧！ 生围观 。

师：把你们洗完手的水端过来。

二生把盛着自己洗手水的水槽端到桌子上。

师：同学们，看到这两盆水，你们发现了什么？

生1：他用了这么多水，而他只用了这么一点点。

生2：因为他洗手是水开的比较大，而他洗手时水开的比较小。

生3：他用洗手液时，水龙头关掉了。他用洗手液时，水龙头
没有关，水还在哗哗地流。

小胖：看来洗手的学问可真大！

师：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只是调了调水量，关了关龙头，
洗一次手就可以节约3升水，我们每天要洗多少次手啊？如果
按每天三次来算，一人每天就可以节约9升水，全班42个人，
就可以节约378升水，那么一个月呢？太多了，我都算不过来
了……同学们，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就可以节约这么多水，
日积月累，只要我们每个人每天做好每件小事，就可以节约



大量水资源。

2、第二组介绍家庭节水好办法。

师：第一组给咱们介绍了不少节水好办法。二、三组呢？

生1：洗米的水可以洗碗筷，这样不仅节水还可以去油。

生2：咱们洗澡时，刚流出的通常是冷水，我们可以把这些冷
水用盆接起来，用来洗手、浇花、洗衣服。

生3：我们家用的是节水马桶，有3升键和6升键，冲小便时我
们按3升键，冲大便时我们可以按6升键。

生4：我们还要及时修理坏了的或者滴漏的龙头，这样也可以
节水。

师：看来大家还搜集了不少家庭中节水的好办法。我想考考
你们，你们知道自己家一个月用了多少水吗？老师这里收集
了咱们班每个家庭的水费单，我在翻看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
趣的现象，同样是三口之家，有的家庭一个月用了15吨，有
的家庭用了30吨。（出示用水量）

小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师：是啊，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带着这个疑问，我走访了这
两个家庭，了解到这样一些现象。

请看大屏幕。

分别出示三组图片，再同一画面出示。

洗菜（浸泡洗 流水冲）

洗衣（一件衣服洗一桶水洗 多件衣服一桶水洗）



洗澡（十分钟洗 半个小时洗还没洗完）

师：你们知道了吗？

众生：我知道！我知道！

生1：哗啦啦的水就只洗了一片菜叶，要洗一把菜得多少水
啊!

生2：这么多水只洗一件衣服太浪费水了，如果是一件，可以
用手洗，衣服多了可以用洗衣机洗，那就节约多了。

生3：10分钟就可以把自己洗干净，不能因为喜欢冲水，就洗
半个小时，那得浪费多少水啊！

师：真棒！你们一下子就找出了原因。看来两家用水为什么
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就因为这些小小的举动，因而这一家是15
吨，而另一家是30吨，那么一个月下来用的少的这家就节约
了15吨水。

小胖：那一年下来就节约了180吨。

师：如果我们每个家庭都能这样节约用水，那要节约多少水
资源啊！

3、国家节水

师：同学们，在珍惜水资源方面，我们的国家也高度重视。

1、1988年开始，水利部确定每年的3月22日至28日为“中国
水周”。

2、2000年开始，在全国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

3、2001年3月22日，我国的节水标志的诞生了。



4、2005年，我国节水灌溉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5、2015年，推出一新型节水模式——合同节水。

4、第三组介绍：参观节水科技馆

师：前不久，我们班的环保小分队专门去全国第一家以“节
水”为主题的科技馆——武汉节水科技馆进行了参观，让我
们听听他们的介绍吧！

生1：小区污水经过处理后达到一定标准就是中水，可以用来
冲厕，洗车，绿化等用途，河水经处理后可以做自来水用，
更可以做中水用了。

生2：节水科技馆里面真好玩，我才知道原来雨水可以通过中
水回用收集起来供我们使用。

生:3：我在跑步机上“化身”成水滴体验经过了“格栅、厌
氧反应池、曝气池、沉淀池、反渗透膜”等多道工序的污水
处理过程，曾经的污水最后成为中水，回用于绿化、清洁、
景观用水等，再次造福我们。

生4：我来到节水洗车展项，模拟进行微水洗车、无水洗车及
中水洗车，不同的洗车方式所用的水量也不同，通过数据对
比，我们可以切身体会到节水洗车的优势。

小胖：通过他们的介绍，让我们大开眼界，让我们了解到国
家正用更新更科学的方法来节水。

5、介绍其他各国节水妙招

师：是啊，不光我们国家，现在各个国家都将节水作为一项
基本国策，在节约水资源方面采取了许多科学有效的方法。

出示各国节水妙招图片，师相机介绍



（1）以色列的滴灌技术世界闻名，走上了科技节水之路。由
于水在同一点上渗入土壤是减少蒸发、高效灌溉及控制水、
肥、农药最有效的办法，于是发明了滴灌技术。

（2）美国的“耐旱风景”，选用当地既耐旱又美观的植物,
来代替耗水量大的草坪。不仅节省了用水量，而且还是一道
亮丽的风景。

(3)加拿大科学家发明了一种集雾取水法。 在山上离地面两
米的地方迎风竖立尼龙胶网，从海洋吹来的雾在网上凝结成
水珠，再流到水槽中。

（4）荷兰人则用人工增雨的办法，用飞机、火箭弹等向云中
播散干冰、碘化银、盐粉等催化剂，促使云层降水或增加降
水量，给水资源短缺的地方带来一丝希望。

尾声：

生：老师，今天咱们真是知道了不少好的节水办法！

师：是啊，同学们，我们再来看看这些水滴，现在从这些水
滴中，你们又看到了什么呢？（绿色、生命、生态、希望、
未来、科技……）

师：同学们说得太就好了，是啊，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水，社
会的发展离不开水，万物都离不开水的滋养，没有水，地球
还是我们的家园吗？同学们，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在心中播下
科技节水的种子，用我们智慧的双手捧起这大大的水滴吧！

我们曾认为，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通过本次活动，
让学生了解到水已经成为一项严重的社会危机。并且树立了
珍惜水、节约水、保护水的意识。并通过“小手拉大手”的
方式影响家庭，带动身边人加入到节约和保护水资源的行列
中来，让节约用水成为人们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学生懂



得，不仅要努力探索科学的节水方法，还要运用科技去创造
可为我们所用的水资源。

本节班会课从第一分钟开始就紧紧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形
式新颖又符合学生特点，从整节课堂来看，师生互动，生生
互动不落俗套，高潮迭起，尤其是学生的个人发言，用精辟
绝伦一词形容也不为过，轻松、活跃、有深度、有内涵是我
对这节课的总体感觉， 饶老师以“科学节水”贯穿整节课的
构思也让人感到十分巧妙，将“知情意行”中的“行”做重
要环节来设计，从生活中的节水小妙招，到国家节水措施，
再到各国节水妙招，尤其是在结尾处，用双手捧起含着地球
的大水滴，让人更是眼前一亮。

节约用水教案小班教案篇二

1、了解电的用途和重要性。

2、让幼儿知道要节约用电。

3、思考节约用电的方法，并在生活中实践。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探索与实验，激发幼儿主动探索的积极性。

活动重点：

了解电的用途和重要性。

活动难点：

节约用电

儿歌《我会节约用电》、"节约用电"补充制作材料。



请幼儿指出活动室的电器设备，并介绍其用途。

1、老师引导幼儿明白日常生活需要用很多的电，讨论如果没
有电，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2、请幼儿说说怎么节约用电。

3、出示《我会节约用电》儿歌，与幼儿一起说儿歌：

我会节约用电看电视，开电灯，离开了电都不行。

小朋友，请珍惜。

用完断电要牢记。

4、将幼儿分成二至三组，讨论、设计、制作"节约用电"的标
志卡，老师可在标志卡上写上"节约用电"。然后，幼儿每人
手持一张自己制作的"节约用电"小标志卡，在老师带领下巡
视幼儿园，看看有没有人忘记关灯，如果有，请在旁边贴上
标志卡，然后请老师帮忙关上灯。

5、返回活动室，请幼儿说说巡视幼儿园的结果。

请幼儿回家与爸爸妈妈完成"节约用电"补充操作材料，第二
天带回幼儿园和小朋友们分享。

在教学中，我利用电器导入新课，让孩子回忆生活，调动孩
子的学习动力。当孩子对学习产生兴趣时，他们的心理活动
就会处于激活状态。 运用信息技术创设情境重现生产和生活
运用信息技术创设情境重现生产和生活运用信息技术创设情
境重现生产和生活运用信息技术创设情境重现生产和生活。
我倡议孩子和家长做一个节约用电补充材料，带来幼儿园与
小朋友分享，做环保小卫士的活动，这样构建了真正属于孩
子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形成内化的道德品质，从而回归生活，



促进可持续发展，指导了孩子的可持续行为。

节约用水教案小班教案篇三

观察法、对比法、讨论法、分析法

【活动重点】了解水的广泛用途，体会它的珍贵。

【活动难点】 知道一些节约用水的方法，进一步增强节约用
水的意识。

【活动目标】

一、知道一些节约用水的方法，进一步增强节约用水的意识,
养成节约用水的良好习惯。

二、了解水的广泛用途，体会它的珍贵。

【活动准备】

一、知识经验准备：

1、带领幼儿参观过自来水厂，知道自来水是从江、河、湖中
来

2、知道海水和被污染过的水是不能喝的

二、实物准备：

1、制作power point课件

2、方形、圆形的纸、记号笔

【活动过程】



一、了解水的作用

1、（出示一透明杯清水）教师：小朋友们看看，老师的杯子
里装了什么？（水）

教师：水有什么用呢？

2、幼儿回答，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出示投影。

3、教师带领幼儿小结：水可以喝，可以洗衣服，可以洗水果，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水，动物、植物、整个自然界都离不开水。

二、了解水的珍贵

1、教师（以神秘的口吻）：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大秘密，我们的地球是个大水球，地球上
有许多许多的水。这个就代表我们地球上的水。（出示“水
的分布”投影）

教师（指着投影上的深蓝色的水说：“这是海水，海水我们
很难利用。”

（这里的“水的分布图”可以让幼儿 的圆形介绍这些水中，
有许许多多直观感受到淡水的稀少）。

2、教师（指着投影上星星点点的浅蓝色）：这些一点一点的
是淡水。淡水和海水比起来怎么样？（非常少）

教师：这非常少的淡水中，怎么有一些是黑颜色的呢？

3、播放投影“被污染的水”

教师：刚才我们看见的水是什么样的？——（脏的、黑乎乎
的）



（这时出示水污染的图片,可以让幼 干干净净的。现在，我
们看看图上儿直观的感受到被污染的水有多么脏）

教师：对，这样的水都是被污染的水，被污染的水能喝吗？
（不能）

教师：对，被污染的水还需要我们治理它，让它变干净起来。

4、播放投影（干涸的河床）

教师：这是什么地方？（没有水的河）

（这张“干涸的河床”让孩子们第一次知道没有水的小河是
什么样，从而体会到水的珍贵） 教师：这个地方原来都是有
水的，是由于许多原因它不再有水了。

5、教师总结：我们地球上的水虽然很 多，但是淡水却非常
少，而且这非常少的淡水中有一些正在消失，还有一些正在
遭受着污染，我们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越来越少。

三、了解节约用水的方法

2、幼儿讨论：用白花花的自来水的哪些做法是对的，哪些是
不对的。

（这里图片的出示可以帮助幼儿了解到 什么做法是对的；什
么做法是不对的，如洗车浪费水是不对的；洗手后关紧水龙
头是对的；开很大的水洗手太浪费，也是不对的；用妈妈洗
衣服的水拖地是对的；洗澡擦肥皂的时候还开着水，是不对
的。从而增强他们节约用水的意识）

3、教师：还有没有其他节约用水的方法呢？我们一起来想一
想吧。

4、幼儿回答



5、教师带领幼儿总结：洗手时，水龙头开小一点；用淘米水
浇花：用洗衣服的水拖地……只有我们每个人都爱惜水，节
约用水，我们地球上的水资源才不会越来越少。

四、幼儿绘制节水标志，进一步激发幼儿节约用水的意识。

2、幼儿绘制节水标志，教师巡回指导

3、活动：比一比

比一比，谁的节水标志画得最清楚

4、请幼儿将自己绘制的节水标志贴到幼儿园需要贴的地方。

【拓展活动】

开展“我是节水小卫士”活动，鼓励幼儿向自己认识的10个
人介绍节约用水的方法 。

【设计理念】

我们生存的地球是一个大水球，但这些水中，淡水只占一小
点儿，地球上缺水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芜湖市座落在长江边，
水资源丰富，孩子们从小就没有经历过缺水的困难，所以，
虽然从小就教育他们节约用水，但我还是经常在盥洗室看见
他们洗手后没关紧的水龙头；在卫生间看见他们用哗哗的自
来水冲便池……，“节约用水”似乎只停留在他们的嘴巴上。

不了解水的珍贵，就不能真正做到“节约用水”。但是对于
孩子来说，空洞说教丝毫无用。那么，如何让孩子直观的感
受到没有水的大地是怎样的?没有水，人们是怎样生活的？被
污染的河流又是怎样的？于是，我在互联网上下载了大量的
图片，通过这些图片让孩子们了解他们所不曾经历的画面，
从而到达一种内心的震撼：水是多么珍贵，只有每一个人都



爱惜水、节约用水，生活中的水资源才不会越来越少。

节约用水教案小班教案篇四

1、让幼儿认识水的有关性质及水的用途。

2、萌发幼儿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3、发展幼儿的观察和语言表达能力，为汶河位于家乡而自豪。

1、请家长配合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并有意识引导幼儿节约用
水。

2、实验用的小瓶、杯子、颜料、可乐、醋、透明的塑料细软
管。

3、（1）被污染水的挂图。

（2）正在滴水的自来水管。

（3）河里的鱼、虾、面临死亡的挂图。

（4）课前家长同幼儿参观汶河。

1、引题：

（1）师：你口渴的时候，首先想到了什么？

（2）你手脏的时候怎么办？

（3）你见过什么地方有水？

2、实验、示范：



（1）小瓶里放入颜料，让幼儿观察。

（2）杯子里分别放入醋、水、可乐让幼儿闻一闻，品尝一下。

（3）盆子里的水倒入杯子里。

3、幼儿分组实验，得出结论：

（1）水是流动的

（2）水是没有颜色的

（3）水是透明的

（4）水是无味的

4、师：你们知道水有哪些用途？

幼儿讨论总结

（1）日常生活中用水

（2）生产建设中的用水

（3）动植物的用水

（4）发电炼铁。

5、

（1）师：水分淡水、咸水两部分，而淡水的用途非常大，地
球上的淡水正在减少，应知道并告诉你周围的人节约用水。

（2）提问：汶川地震中我们知道失去了多少条生命吗？



幼儿讨论总结：一滴水能够救活一条至几条生命，感知动、
植物、人都离不开水，知道水的重要性，做到节约用水。

（3）出示挂图，幼儿观察：

引导幼儿用完整的语言进行讲述。

（1）水被污染成了脏水，脏水可浇花、浇树、浇稼，而污染
了的水没有处理，里面有细菌和有毒的物质就成了废水，全
世界每年有很多人因喝了污染的水而生病甚至死亡，水里的
水生物也会受到伤害，所以我们要爱护水资源，不乱扔垃圾。

（2）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十三亿人口节约的水将会是
一个惊人的数字。

6、制作标志：

师：为了提醒人们做到节约用水，请你们帮忙设计一个标志
吧。

游戏：玩水《流水走迷宫》

幼儿了解水的流动与水的形状会随着物体的变化而变化。

节约用水教案小班教案篇五

1、让幼儿知道水是生命之源，初步了解水的三态变化。

2、让幼儿初步了解节约用水的主要方法。

课件(全国缺水)《小水滴旅行记》，节水标志牌。图片：

日常生活用水(淘米的水、洗衣服的水、洗手的水)

1、观看课件(全国缺水)



提问：你看到了些什么？这些图片讲述了一件什么事情？

2、放课件，讲述故事《小水滴旅行记》

提问：小水滴的家在哪里？太阳一晒，它就变成了什么？(水
蒸汽)，水蒸汽飘到哪里去了？遇到了什么？又变成了什么？
落下来，庄稼、花草树木就喝到了水，人们喝的水则是通过
各种办法把水从江河中引过来，经过多次处理，才能饮用，
所以呀我们大家都要节药用水。

3、教师与幼儿一起讨论节药用水的方法有哪些？

小结(放课件)：洗手时开小水，冲厕完厕所后立即关紧水龙
头，水管坏了赶紧修好，洗菜水、洗手水可以用来冲厕所或
拖地板……。

4、做个节约用水的宣传人。

出示标志牌：有许多人不会节药用水，我们用什么方法怎样
来告诉他们呢？贴标志牌(请关紧水龙头，请节约用水，水是
生命之源……)。

5、带领幼儿张贴标志，

通过幼儿知道水是生命之源，初步了解水的三态变化，感知
水带来生活的好处，知道节约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