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科学领域国宝熊猫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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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
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我帮
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
下吧。

科学领域国宝熊猫教案篇一

科学活动是指根据科学原理和方法，进行一系列有目的、有
系统地观察、实验、分析和解释的活动。科学活动包括科学
研究、实验、展览、科普讲座等多种形式，其目的在于促进
科学知识的传播和科学素质的提高。科学活动是一种有益于
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活动，在当今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第二段：科学活动组织的重要性

科学活动的组织是保证活动高效、有序、顺利进行的基础，
也是参与者获得有效知识的关键。科学活动组织需要有组织、
有系统地策划和安排，包括选题、安排时间和场地、招聘讲
师、与参与者进行沟通等。组织者需要对活动有清晰的认识
和目标，并有责任心、实践经验和良好的组织能力，才能确
保科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第三段：我所参与的科学活动组织

我曾经参与过一次以“科学与健康”为主题的科普活动组织。
这次活动旨在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大众的健康意识和科学素
质。我们从活动的主题出发，联系了多个相关领域的专家，
深入了解专家们的研究和实践，从中选出合适的内容和讲师，
制定了活动的流程和时间表。我们还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了宣



传，引导大众参与。

第四段：组织经验和心得

在活动组织过程中，我们遇到了种种困难。其中比较重要的
经验和心得如下：

1. 确定目标：科学活动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和主题，方便寻
找合适的专家、内容和场地。

2. 联系专家：为了确保活动的专业性和成功，需要联系多个
相关领域的专家，了解他们的研究方向和能力，以便挑选合
适的内容和讲师。

3. 制定流程：在活动的前期，要制定详尽的流程，确定时间
和场地，尽可能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以确保活动的顺利开展。

4. 引导参与：要投入一定精力进行社交媒体宣传，引导更多
的人参与活动，提高活动的影响力和知晓度。

第五段：总结

科学活动组织需要具备多种素质和能力，组织者需要对活动
有清晰的认识、目标和规划，还需要有责任心、实践经验和
良好的组织能力。科学活动不仅有助于传播知识、提高科学
素质，也提高了社会的文化和技术水平。通过这次活动，我
深刻体会到科学活动组织的艰辛和乐趣，我也会将其用于我
的学术和社会工作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组织能力和知识素质。

科学领域国宝熊猫教案篇二

作为中学生，我们在学校的科学活动中有着丰富的实践与探
索机会。在科学实验、科技竞赛、科学展览等活动中，我们
积极参与，不断提升自己的科学素养和实践能力。通过这些



活动，我们对科学的认识更加深刻，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和体会。

在科学实验中，通过亲自动手操作，我们不仅理解了科学原
理，也培养了实际动手能力。在一次“光的折射实验”中，
我亲自操作光线通过空气、水和玻璃等不同介质的折射现象。
通过这个实验，我感受到光线的神奇和科学的美妙。在执行
实验步骤时，我需要准确测量角度和线距等数据，这要求我
具备一定的准确性和细致性。而当我成功地完成实验后，我
不禁为自己的成果感到骄傲，同时也更加珍惜科学实验的机
会。

参与科技竞赛，是对自己知识储备和创新思维的一次全方位
展示。我曾参与一次科技发明创新大赛，团队中的每个成员
都负责相应的任务，我负责机械设计和材料制备。为了完成
设计任务，我们进行了数次头脑风暴讨论，并研究了相关文
献资料，最终提出了一个创新的设计方案。在制作过程中，
我们不断进行试验和调整，直到成功发明出一个功能独特的
产品。通过这次比赛，我们不仅学到了许多科学知识，也培
养了团队合作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科学展览是展示自己科学研究成果与交流学习的平台。我曾
参加过一次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科学展览。为了能够呈
现出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展品，我先后进行了多次实验和
调研。最终，我利用废弃物品设计了一款智能节能灯，并将
其成功展示在科学展览上。在与其他参展者的交流中，我不
仅学到了其他优秀科学项目的经验，也获得了评委和观众的
认可。这使我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并且激发了我更
深入探索科学的欲望。

通过这些科学活动的参与，我深刻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书本
上的知识，更是一种实践和思考的能力。科学实验、竞赛和
展览，使我们能够将理论转化为实际操作，并在实践过程中
不断改进和创新。通过错误和失败，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科



学原理，并且培养了科学问题解决的方法。同时，这些科学
活动还培养了我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只有把科
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科学的力量，为社会做
出贡献。

总而言之，中学生科学活动是提升科学素养和实践能力的重
要途径。通过亲身参与科学实验、科技竞赛和科学展览等活
动，我们不仅深化了对科学的认识，也锻炼了自己的创新思
维和实践能力。这些宝贵的经验和体会将伴随我们走向更高
阶段的学习和科学探索，使我们成为具有综合素质和创新能
力的科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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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诱发幼儿对太空的探究和好奇心。  

3、培养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二、活动准备：1、提供给幼儿介绍太空的资料：图书、录象、
电脑  

2、设计好的大幅“未来太空城”的图片。  

3、各种大型积木，橡皮泥，彩纸，皱纸，各种废旧材料
等。  

4、录音机、磁带。  

三、活动过程：  

1、  感知太空。  

（2）  幼儿随音乐一起做律动“坐飞船”，然后自由地围
坐在一起。  



（3）  查看关于介绍太空的资料，激发幼儿学习兴
趣。  

2、  构思太空城。  

（2）  教师出示“未来太空城”的图片。  

（3）  幼儿大胆想象“未来太空成”  

3、  建造太空城。  

（1）  教师帮助幼儿分组，让幼儿开动脑筋，利用各种材
料进行建造。  

（2）  幼儿分工合作，教师巡视指导。  

4、听音乐坐飞船回到地球，和星姐姐再见，结束活动。  

四、活动延伸  

在区域中绘画或搭建“未来太空城”。

科学领域国宝熊猫教案篇四

科学活动是中学生学习和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参与科
学活动，中学生可以提高对科学的认知和理解能力，同时培
养他们的观察、实验和问题解决能力。我是一名中学生，对
科学充满了好奇心，因此我们学校举行的科学活动吸引了我
参与。我的目的是通过活动拓宽科学知识面，掌握科学实验
的基本原理和技能，并进一步培养和锻炼自己的科学思维和
动手能力。

第二段：对科学实验的认识和体验



在科学活动中，我参与了多个有趣的科学实验。其中一个实
验是关于化学变化的，在老师的指导下，我通过在试管中加
入不同溶液进行观察与实验，了解了一些化学反应的原理，
并感受到了化学反应带来的神奇效果。这个实验不仅让我对
化学的基本概念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还让我明白科学实验
背后隐藏着严谨的实验设计和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

第三段：通过科学活动培养的科学思维和动手能力

参与科学活动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科学
思维和动手能力。在科学活动中，我经常需要自己动手实施
实验和解决问题。这不仅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还激发了我
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如
何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如何制定和验证假设，并通过长
时间的反复实验得到结果。这一系列的过程让我意识到，科
学研究需要耐心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同时也激发了我进一步
深入研究科学的渴望。

第四段：科学活动对培养兴趣和探索精神的影响

参与科学活动让我更加热爱科学，培养了我的兴趣和探索精
神。在科学活动中，我发现了很多科学现象背后的各种奥秘
和规律，如同一枚枚漂亮的珍珠点缀在科学这颗大树上，让
人惊叹不已。通过亲身参与科学实验，我深刻体会到科学的
独特魅力和无限可能。这种对科学的热爱和探索精神激发了
我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科学的动力，也为我未来选择科学
相关专业提供了信心和方向。

第五段：总结参与科学活动的收获和体会

通过参与科学活动，我不仅增加了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培
养了科学思维和动手能力，激发了我对科学的热爱和探索精
神。这些体验让我更加相信，科学活动不仅仅是课堂上的知
识积累，更是一种全面发展和提高自我的机会。我相信，通



过不断地参与科学活动，我将能够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
为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也希望能够
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科学活动的乐趣和收获分享给更多的同
学，让更多的中学生受益于科学活动的力量。

（注：本文为AI机器生成的文章，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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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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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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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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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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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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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