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科学活动站起来教案及反思评价(模
板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
么写？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

中班科学活动站起来教案及反思评价篇一

1、能识别常见动物的尾巴。

2、了解动物的尾巴对动物具有特殊的功用。

关键点：知道不同的动物尾巴的功用都不同。

一、提问，导入主题

1、提问：你知道哪些动物有尾巴？它们的尾巴有什么用？

2、小结：不同的动物尾巴的功用都不同。

二、出示图片，观察不同

2、交流：你选的动物是什么？它的尾巴长得什么样？

3、小结：动物们的尾巴各式各样：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粗，
有的细，还有的像把伞呢！可真有趣呀！

三、播放课件，拓展经验

1、播放课件：小动物和我们玩捉迷藏游戏呢！让我们一起把
它们找出来吧！



2、你是怎么找到的？

3、你还知道哪些动物尾巴的作用呢？

4、小结：动物世界可真奇妙！动物的尾巴不仅长得各式各样，
而且还有不同的用途。有的动物尾巴能保持平衡，就像猎豹；
有的动物尾巴能驱赶蚊虫，就像小马；有的动物尾巴能支撑
身体，就像啄木鸟；还有的动物尾巴能使它前进，控制方向，
就像金鱼等。

1、从课题选择上来说，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好奇心都特别强，
加之他们又都非常喜欢动物，但通过了解我发现，孩子们对
动物的某一身体部位，比如说“尾巴”的了解就比较少。我
选择这一课题，就是为了满足幼儿对这方面的探究欲望。

2、从设计思路上来说，《纲要》指出，幼儿科学教育的首要
任务是精心呵护和培植幼儿对周围事物、现象的好奇心。因
此，在本节活动课的设计上，是以猜测、观察、描述、游戏
为主体组织教学。作为教师，把活动的主动权交给幼儿，做
好幼儿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另外，在整个活动中，充分
利用图片、多媒体手段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满足孩子们的
好奇心，让幼儿从中知道各种动物尾巴的用途，同时克服活
动难点——了解动物尾巴的不同作用。通过观察、描述培养
幼儿的观察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在游戏环节里，让幼儿
在合作参与中，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提升幼儿热爱科学，
爱护小动物的情感。

中班科学活动站起来教案及反思评价篇二

1、探索让纸站起来的多种方法，知道借助外力或改变造型能
让纸站起来。

2、乐意动手操作和用语言表达，体验探索成功的乐趣。



1、积木、纸盒、夹子、回形针、橡皮泥、橡皮筋等。

2、苦着脸和开心的纸宝宝各一张。

一、故事导入

1、出示苦着脸的纸宝宝，给幼儿讲故事。

2、提问：故事里的纸宝宝想干什么呀？（站起来）

二、幼儿第一次探索，借助材料让纸站起来。

1、出示操作材料，让幼儿自选材料，尝试让纸宝宝站起来。

2、幼儿自主探索，教师巡回指导，并鼓励幼儿想出不同的方
法。

3、集体欣赏、交流探索结果。

4、出示开心的纸宝宝，进行小结。

三、第二次操作，不用辅助物体让纸站起来。

2、鼓励幼儿说说有什么办法。

3、让幼儿拿出纸尝试让纸站立的方法。

4、幼儿操作，师巡回指导。

5、交流、评价。

让幼儿继续探索让纸站起来的方法。



中班科学活动站起来教案及反思评价篇三

1.引导幼儿探索泡泡纸的多种玩法，培养幼儿的创造性思维
和探索欲望。

2.引导幼儿初步懂得废物利用的好处，体验变废为宝的乐趣。

废旧泡泡纸、报纸小鱼、蓝色颜料

师：今天早晨，我收到了一个快递，好想知道里面装了什么
呀！那我们一起打开来看看吧！

师：在你们椅子小口袋里有一张小小的泡泡纸，请你们拿出
来看一看玩一玩。

幼儿观察后分别说说自己的玩法。提问：谁来说说看，你是
怎么玩的？

比一比，谁捏的快！2人

你们是不是都想要来捏一捏？在你们后面有一块泡泡纸乐园，
赶紧去爬一爬，用小脚去踩一踩，跳一跳吧！（脱鞋探索）

小结：当我们用脚踩下去的时候会怎么样？脚下会发出咯吱
咯吱的声音，这种感觉真奇妙呀！

幼儿与老师一起制作泡泡纸鞋套。小脚蘸颜料踩在长卷上画
出美丽的大海。

将报纸小鱼放回海洋里。

四、

师：泡泡纸真好玩，



中班科学活动站起来教案及反思评价篇四

1、通过猜想、实验，在图示的帮助下初步感知大气压力的存
在。

2、能用简单的符号记录自己的操作结果，并运用语言进行表
达。

3、喜欢参加探索活动，感受成功的乐趣。

4、发展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

5、激发幼儿乐于探索科学实验的乐趣。

教师统计表、教学挂图、投影仪、幼儿调查表、漏的瓶子、
水盆、塑料袋、毛巾、大瓶盖、小瓶盖、透明胶。

一、导入环节。

“今天，老师想请小朋友们帮我个忙，用这个瓶子装满水然
后带回家，好吗？谁愿意来试一试？”

（以请孩子们帮忙的形式，引发幼儿的兴趣，调动幼儿的积
极性。）

“瓶子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装不了水？”

二、猜想、实验环节。

“你有什么好办法让瓶子不漏水，然后把水运回家？”

（以让瓶子不漏为线索，使用提问法，引导幼儿开展自己的
想象，运用生活当中的一些已有的堵洞的经验进行思考、讲
述。）



（教师及时结合幼儿的回答，引出活动中的操作辅助材料。）

“请小朋友们想一想我们可以用哪些材料让瓶子不漏水？”

（让孩子们结合自己的经验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去想象，为孩
子大胆发表观点做好了准备。）

教师及时将幼儿的猜想记录在大的统计表中。

提出要求。“请你们用桌子上相应的材料试一试，然后把实
验的结果记录下来，如果瓶子不漏水了请用简单的符号做个
记号。”

三、验证结果环节。

1、幼儿介绍操作结果。

“你刚才用了哪些辅助材料进行实验？这个辅助材料成功了
吗？哪种方法可以让瓶子不漏水？有哪些小朋友用这个方法
成功了？”

2、了解大气压力的原理。

“为什么盖上瓶盖后，瓶子就不漏了呢？瓶子里除了水还有
谁？”

（通过图谱的帮助，在引导幼儿看一看、说一说、画一画的
过程中，师幼共同小结大气压力的存在）

师幼共同小结：“瓶子里除了水还有空气，当没有瓶盖的时
候，空气宝宝都会往瓶子里挤，所以会产生压力把水宝宝从
小洞里挤出去。而当盖上瓶盖后，空气宝宝进不去瓶子里，
所以水宝宝也就不会从小洞里漏出来了。”

四、反馈尝试环节。



当幼儿们了解到大气压力的这一科学小现象后，引导没有成
功的幼儿可以再试一试，感受大气压力的存在。

五、延伸活动环节。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东西是靠压力完成，比如：喷壶、
气压热水壶、洗手液和洗头膏的瓶子等等。让我们一起来玩
一玩吧。”

整个活动实现了“玩中学、”“做中学”以幼儿自由发现、
自主探索为活动核心，基本做到孩子在前，教师在后；尝试
在前，指导在后；操作在前，结论在后。

中班科学活动站起来教案及反思评价篇五

作为一名教职工，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准确把握教材的重点与难点，进而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
那要怎么写好教案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站起来》
幼儿园中班科学教案活动，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探索让纸站起来的多种方法，知道借助外力能让纸站起来。

2. 愿意分享经验，体验探索成功的乐趣。

3. 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 培养幼儿观察能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5. 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师：小朋友，这是一张纸宝宝，今天这纸宝宝想和你们玩游
戏，等一会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回位子上拿一张纸宝宝，和纸
宝宝玩什么游戏呢?你们可以先看看、摸摸这纸宝宝，多多认
识他，现在请你们回位子上吧!



(音乐声想起，孩子们坐回位子上)

师：你们和纸宝宝都玩什么游戏了?(自由回答)刚才我和你一
起我们是怎么玩的?

幼：我在想办法让纸宝宝站起来……

师：朋友们请纸宝宝参加快乐舞会，但是纸宝宝用尽了全身
力气，也没有站起来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帮助纸宝宝站起
来?(出示闯关板)

师：纸宝宝出发了，他来到第一关。(出示记录表)

师：请小朋友们猜猜夹子能不能让纸宝宝站起来.

幼：可以……不可以……

师：我猜夹子能让纸宝宝站起来，我就在这里做记录，到底
夹子能不能让纸宝宝站起来呢?请小朋友们动手试试吧。

(大部分幼儿完成后音乐响起)

师：请小朋友们把夹子和纸宝宝送回篮子里去，坐回位子上。

师：你成功了吗?夹子能不能让纸宝宝站起来?你是怎么做到
的?(个别展示)

幼：……

师：那我们就在夹子能不能让纸宝宝站起来这里做一个记录，
打一个勾。恭喜大家，第一关闯关成功。

1.第二关：橡皮泥关——借助橡皮泥让纸站起来。

师：到底橡皮泥能不能让橡皮泥站起来，请小朋友们动手来



试试。

(大部分幼儿成功，音乐响起)

师：请小朋友们把橡皮泥的纸宝宝送回家，回中间来吧。

师：你成功了吗?(请小朋友上来展示他们的做法)你是怎么成
功的?请你也在动手试试橡皮能不能使纸宝宝成功站起来这一
栏打勾。有没有小朋友没有成功的，没有成功的小朋友也可
以这样试试。

2.第三关：无材料关——尝试不借助辅助材料让纸站起来。

师：第三关到底是什么呢?哦!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办呢?这次纸
宝宝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了，请小朋友们猜猜，在没有任
何的东西帮助，纸宝宝能站起来吗?请你喝旁边的小朋友讨论
一下，等一下请你把讨论的结果告诉我。

(大部分幼儿成功，音乐响起)

师：请小朋友们把纸宝宝送回家，坐回中间来吧!在没有任何
的东西帮助，纸宝宝能站起来吗?请一个小朋友来做一下记录。
请小朋友们把你们的纸宝宝都立在地上吧!

师：恭喜大家第三关闯关成功，纸宝宝在你们的帮助下顺利
来到舞会，我们一起来跳个舞吧!

参加快乐舞会，活动自然结束。

中班科学活动《站起来》，目标是探索纸站起来的多种方法，
知道借助外力能让纸站起来并分享站起来的.方法，在前两个
环节使用夹子和橡皮泥探究让纸宝宝站起来的方法，在这两
个探究环节中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探索空间，积极激发孩子
探究兴趣，在探究多种纸宝宝站起来的方式，从夹子到橡皮



泥难处层层递进，整个活动的难点是：在没有任何事物的帮
助下探究纸宝宝自己站起来的方法，孩子惯性思维定势纸宝
宝两个环节下来有东西帮助，所以在没有任何帮助下孩子就
觉得没有办法让纸宝宝站起来，这和第一环节探究纸宝宝的
特性相呼应，纸是可折、可揉、可卷的。

从这个方向看到孩子的思维一下得到解放，不受任何的束缚，
有广阔的想象空间，孩子也找到纸宝宝站起来的方法。

活动的重点是激发孩子探究的兴趣，我们也看到动手操作探
究中孩子的兴趣及其浓厚。

因此，在这两次活动中可以看出孩子的积极投入、享受探究
的过程，并乐于分享自己的探究结果。整个活动实现了“玩
中学、”“做中学”以幼儿自由发现、自主探索为活动核心，
基本做到孩子在前，教师在后;尝试在前，指导在后;操作在
前，结论在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