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宝贵的水教案反思 宝贵的水大班教案
(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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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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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宝贵的水教案反思篇一

水，是生命之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幼儿很早就
接触并认识了它，对它有着特殊情感。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
水污染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可利用的淡水资源越来越匮乏。
保护水资源已经刻不容缓。针对以上情况，我认为进行“节
约用水，保护水资源”非常有必要从幼儿时期抓起。为了让
幼儿感知水和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懂得水的宝贵。因此，
我设计这节社会课《宝贵的水》。

1、了解水和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感受水的宝贵。

2、积极设想保护水资源的方法。

3、愿意参与保护水资源的行动。

4、培养幼儿的尝试精神。

5、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1、重点：感受水的宝贵，想出更多节水的方法。

2、难点：幼儿节水习惯的养成。

1、观察法，利用视频观看干旱地区人们的缺水生活情况，知



道水资源是有限的，体验水的宝贵。

2、讨论法，看完视频，幼儿有了节约用水的信念后，充分讨
论，得出一水多用等节水方法，不但自己节约用水，还要带
动周围的人也参加节约用水的行列，还要做一名优秀的小小
宣传员。

1、欣赏法，幼儿欣赏生动形象的视频，教师抑扬顿挫的讲述，
看到、听到全方位的感受到水的宝贵，从而有利于重难点的
突破。

2、讲述法，采用多种形式的提问，为幼儿提供讲述的空间，
采用鼓励为主的原则，创设一个能使幼儿想说、敢说、有机
会的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注意提醒幼儿用洪亮的声
音，完整的语言进行讲述，并且注意为每名幼儿创设讲述的
机会。

《水》，幼儿简单知道水是平时我们常见到又喜欢的，在这
里老师帮助幼儿归类、梳理、提升。能够使幼儿对水的用途
的认识更全面，更丰富，还渗透了初步的分类。充分认识到
水是生命之源，谁都离不开它。

利用视频观看干旱地区人们的生活环境。尤其听到一年都不
洗一次澡，看到8岁的孩子每次要背17斤水，走上十几里路，
每天走十几次。一幕幕真实的画面，幼儿们深受感动，为之
震撼。“我很难过、我想帮助他们”都是幼儿发在内心的声
音。“水的宝贵”是幼儿们最真切的体验。自发的理解“为
什么要节约用水”。

当幼儿看到黑色的污水流进清澈的小河，河里的生物都因此
而死去。幼儿不约而同的发出愤怒的声音，更加体会到水的
宝贵。

通过这次活动，幼儿对水有了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尤其看到



干旱的土地，8岁孩子在几十里的山路背水，污染的小河，直
接震撼幼儿的心灵，这是他们很难看到的真实情景，引起幼
儿发自内心的情感上的共鸣，反应强烈。印象深刻。达到预
期目的。

大班宝贵的水教案反思篇二

1、感知水和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懂得水的宝贵。

2、能积极设想保护水资源的方法并乐意参与保护水资源的行
动。

3、培养幼儿乐意在众人面前大胆发言的习惯，学说普通话。

4、能大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体验成功的快乐。

水的教学课件，一瓶干净的水和一瓶污水。

一、了解水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懂得水的宝贵。

1、(师放有流水声音的课件)听!什么声音?生：答。

小结：我们人不能没有水，动物不能没有水，植物也不能没
有水，水的用处真大呀?

2、那如果我们生活中没有水会怎么样?(幼儿回答)

课件展示没有水的后果。再次总结不能没有水。

二、了解污水的形成，激发保护水的意识与行动。

2、这么脏的河水你喜不喜欢它?(听)脏水河知道自己不能为
人类和动、植物做事情了，很伤心，她说她有一肚子的委屈
想说给我们班的小朋友听，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吧!(放课



件：《小河的自述》)

(录像中小河自述自己曾经是一条美丽的人见人爱的小河，但
是人们不爱惜她，象她的身体里排放污水、仍垃圾，结果使
她变得又脏又臭，她非常难过，希望有人能帮助她?可是谁能
帮助她呢?)

我们除了要爱护小河，还有节约用水，小朋友你们能想到哪
些节约用水的办法呢?

生：答。

教师总结。

我们小朋友想到了这么多办法，但是我们身边的人不知道怎
么办呢?把自己的办法告诉身边的人，让大家都知道要节约用
水、保护水，好不好?我们就先来把自己的办法告诉我们班的
其他小朋友和老师。

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之一，特别是对于我们
的孩子来说。他们非常的喜欢玩水，不管是有工具还是没有
工具孩子的都是非常的喜欢。我们班的孩子也是这样的，只
要有机会和水有亲密的接触，他们会想方设法的去玩一玩，
比如簌口那是他们最喜欢的最的事情之一的，有杯子的加入
那真是如虎添翼啊，可以用水倒来倒去，可以用嘴巴在喷水
等。对于孩子们玩水这一话题进行了无数次的说教，到起到
的效果那真是微不足道啊。小马就是那么一个典型的孩子，
只要有机会去卫生间，只要老师不喊他是不会出来的，而且
跟风的幼儿也不少。我们一直在想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嫩?机缘巧合我们开展了语言活动《宝贵的水》，它所能起到
的效果那我也惊讶，它深深的触动了我们班的孩子们。对于
我们的孩子来说有时候说教是起到的成效是极低的，像图片
这种视觉感官会给我们的孩子带来极大的冲击，也会取得较
好的成果!



大班宝贵的水教案反思篇三

1、能对火灾给人们造成的危害产生痛惜感,有防火愿望,树立
防火意识。

2、知道火在人们日常生活、工业、医疗、军事等方面的用处,
初步了解火的起源。

3、认识火灾的危害,了解一些常见的产生火灾的原因,知道正
确的用火方法以及火灾中的自救办法。

活动准备

1、火娃娃角色:身着红裙子、头戴火焰头饰。

2、贴有防火标记的加油站、仓库挂图。

3、打火机。

活动过程

一、导入

教师点燃打火机,引导幼儿感知火的特性

1、在一个黑暗的地方点燃火会怎么样?为什么?

2、请小朋友用小手轻轻地靠近火,说一说有什么感觉?为什
么?

3、教师小结火会发光、发热的特性。

二、展开

1、交流经验,扩展幼儿对火的用处的认识,激发幼儿对火的喜



爱之情。

(1)你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火?火有什么用?

(教师可以通过提示把幼儿对火的作用的认识从日常生活中扩
展到工业、医疗、军事等领域)。

(2)火有这么多的用处,你们知道咱们人类是怎样发现火的吗?

教师小结: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没有见过火,用过火,生活得
很艰难。

突然有一次森林着火了,人们发现被火烧死的动物很好吃,于
是就把火保存下来。

后来人们又发现钻木可以取火,两块石头撞击可以取火。

有了火以后人们用它来烤肉、照明、取暖、驱赶野兽,生活越
来越好。

人们也变得越来越聪明,现在火除了可以帮人们做饭、烧水外,
还被用来炼钢、发电、治病等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3)情境表演,火娃娃上场。

火娃娃:小朋友你们好!你们认识我吗?对了,我是火娃娃

。我的用处可大了,能发光、能发热是你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好伙伴。啦……,啦……让我们到处走一走吧!

(火娃娃走到贴有防火标记的加油站、仓库挂图前做害怕状)

教师:火娃娃你怎么了?

2、认识火灾的危害,了解引起火灾的原因,树立防火意识。



(1)“火娃娃为什么害怕这个牌子?你在哪儿看见过防火标
记?”

(2)火的用处这么大为什么还要防火呢?

教师给幼儿讲述有关火灾的事情。

(3)情境表演,火娃娃哭着上场。

教师:火娃娃,你怎么哭了?

火娃娃:没想到我会给人们带来这么大的灾害,造成这么大的
损失。

小朋友,你们一定要帮帮我,怎样才能减少对人们的危害
呢?(火娃娃退场)

3、小朋友我们来帮帮火娃娃,告诉她在生活中如何预防火灾?

4、学习火灾中的自救办法。

(1)如果火着起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教师帮助幼儿总结几种自救办法。

打火警119;

大声呼救

用毛巾捂着嘴低下身子,跑离现场

在地上打滚;

用水自救……。



(2)游戏:“着火了怎么办?”

火娃娃出场随意地四处移动,幼儿用自己想出的各种方法自救。

三、结束

教师针对幼儿游戏的情况进行评价。

幼儿园大班社会活动教案范文二：寒冷的冬天温暖的家

【活动目标】

1、知道多种抗寒的方法，懂得冬天的自我保护。

2、关爱过冬的小鸟，为小鸟制作温暖的家。

3、体验助人为乐的愉悦和温暖。

【活动准备】

1、多媒体课件。

2、各种废旧物品：树叶、棉花、报纸、旧挂历、碎布片、花
生壳、开心果壳等。

3、剪刀、透明胶、糨糊、胶棒。

4、5个鸟窝模坯。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1)师：“今天你们冷不冷?你是用什么方法让自己变暖和
的?”幼儿讲述。



(2)教师播点课件

师：“刚才你们说了很多让自己变暖和的方法，有一只小兔
也想来介绍它是怎样让自己变暖和的，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
它的方法是不是和你们一样。教师播放课件。

(3)教师小结。

师：“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让小兔子变暖和的方法，那你们
也可以用这些方法让自己变暖和，现在还怕冷吗?”。”

二、出示信。

师：“今天早晨一大早，我收到了一封信，我们一起来看看
是谁写来的。”教师读信。

师：“为了欢迎小鸟的到来，我们要用自己灵巧、能干的小
手，还有这些废旧物品做一件礼物送给它，好吗?那我们送什
么给它好呢?”幼儿讨论。

三、幼儿操作。

师：“小鸟要到我们南方来，天气这么冷，它没有一个温暖
的家可不行，那今天我们先送给它一个温暖的家，好吗?”

(2)教师提出要求，幼儿分组操作。

师：“老师为你们准备了“家”的模型，还有许多废旧物品，
我们就利用这些东西为小鸟做一个温暖的家，四个人为一组，
先商量一下，用什么材料做，然后大家一起动手制作，你们
让这个家既要温暖，还要装饰的漂亮。等你们做好了之后，
请一位代表来说说你们是怎么做的，用过了的垃圾要放在空
的小篓子里。”

(3)展示作品。



师：“谁来说说你们为小鸟准备的家，它用什么材料做的?”

四、教师小结。

师：“这次的礼物——温暖的家，小鸟肯定很喜欢，它住在
里面一定很暖和，老师代替小鸟谢谢大家了。”

师：“当你帮助了小鸟，小鸟很开心，你的心里怎么样?”

师：“今天我们不仅知道了许多让自己变暖和的方法，让我
们的身体能变暖和，还帮助了小鸟，心里也觉得很温暖。那
么我们把些家挂到外面的树上去，小鸟来了就能住到温暖的
家里去了。”

大班宝贵的水教案反思篇四

1、萌发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2、初步了解水污染的原因，懂得水与人类、动植物的关系。

3、掌握生活中力所能及的节约用水的方法。

4、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5、大胆地参与讨论，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想法，发展求
异思维。

1、了解淡水的有关知识，收集水污染的资料。

2、玻璃杯人手一份，白开水、盐开水、糖开水各一壶，透明
水盆2只(分别装清洁的水、被污染的水)。

1、了解水具有溶解的'特性。

还有哪些东西能溶解在水里呢(幼儿自由讨论)教师小结：因



为许多东西能够溶解在水里，当很多脏东西溶解在水里的时
候，水就被污染了。

2、了解水污染情况教师提出问题：水是怎样被污染的?幼儿
讨论。

课件演示：生活污水、垃圾污染河流。工厂排放出来的废水
污染河流。

3、了解水与人类、动植物的关系(幼儿把收集的资料拿出来
自由参观、讨论，然后放在黑板上大家一起观看)。

引导幼儿说出水污染影响人类健康。水污染影响动植物生长。

教师：如果动植物接触了被污染的水会发生什么情况课件演
示：鱼在清洁水和污染水里的生长情况。

小结：人和动植物如果生活在污水的环境中，就会得病，严
重的会造成死亡。

4、了解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讨论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方
法。

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之一，特别是对于我们
的孩子来说。他们非常的喜欢玩水，不管是有工具还是没有
工具孩子的都是非常的喜欢。我们班的孩子也是这样的，只
要有机会和水有亲密的接触，他们会想方设法的去玩一玩，
比如簌口那是他们最喜欢的最的事情之一的，有杯子的加入
那真是如虎添翼啊，可以用水倒来倒去，可以用嘴巴在喷水
等。对于孩子们玩水这一话题进行了无数次的说教，到起到
的效果那真是微不足道啊。小马就是那么一个典型的孩子，
只要有机会去卫生间，只要老师不喊他是不会出来的，而且
跟风的幼儿也不少。我们一直在想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嫩?机缘巧合我们开展了语言活动《宝贵的水》，它所能起到



的效果那我也惊讶，它深深的触动了我们班的孩子们。对于
我们的孩子来说有时候说教是起到的成效是极低的，像图片
这种视觉感官会给我们的孩子带来极大的冲击，也会取得较
好的成果!

大班宝贵的水教案反思篇五

幼儿园大班社会活动――“好朋友”

活动目标

1.通过认识自己与他人，知道每个人都有长处，同伴之间要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2.通过制作“朋友树”，发展幼儿观察力、思维力和口语表
达能力。

3.使幼儿懂得，不仅要爱自己也要爱别人。

活动准备

1.纸、油画棒、镜子、剪刀人手一份。

2.贴在墙上的立体树干，画国画用的墨、毛笔、颜料等。

3.幼儿曾和自己的好朋友进行过谈心活动。

活动过程

一、教师简短交代，引出主题：认识自己（室内进行）

1.师：“请小朋友用眼睛看看自己小椅子下面都有什么。”
（镜子）“镜子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2.幼儿照镜子，教师提示幼儿进行观察。“看看你的脸型是



长是方还是圆？”“再看看，你的头发是长还是短？眼睛是
什么样？像什么？……”

3.幼儿放回镜子，教师请幼儿把自己介绍给大家（请3～5名
幼儿讲）：“你们愿意把自己介绍给大家，说说自己长得什
么样吗？”

4.创设条件，让幼儿多讲、互讲。“好，现在请小朋友把自
己小声地介绍给旁边的小朋友。”

5.请个别讲述较好的幼儿边拿镜子边讲述（请1～2名幼儿讲
述）。如“我的`脸型是……，头发……。”6.教师进行简短
小结。

二、比较自己与别人的不同（室外进行）

1.提问：“小朋友，刚才你们都讲了自己长得什么样，那你
们知道自己和别人长得一样吗？”“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2.请小朋友自己找一个最要好的朋友，比一比（幼儿自由寻
找好朋友）。

3.请2～3名幼儿讲述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包括身材、头发、
性别、脸型、指纹等。

4.提问：“你们都讲了自己和别人长得不一样，那你们每个
人的爱好一样吗？怎么不一样？”

5.幼儿讲述自己的爱好。

6.幼儿互讲自己和别人的不同。

教师小结：小朋友都知道自己长得什么样，那你们爱不爱自
己呢？爱不爱别的小朋友呢？对了，我们不仅要爱自己，也
要爱别人。



三、通过寻找生活中的好朋友，启发引导幼儿观察大自然中
的树，知道植物之间也有好朋友，教育幼儿要像小树叶一样，
相亲相爱，团结在一起（户外观察梧桐树）。

1.提问：“小朋友，这是什么树？（梧桐树）“梧桐树的树
干是什么样的？”（树干粗，分的树杈多）“它的树叶怎
样？”（又大又多）

2.小结：这种树能给我们乘凉，当树上的叶子很多很多的时
候，树下的荫凉就很多，这一片片树叶就像我们这么多的好
朋友一样，只有它们团结在一起，相亲相爱不分离，才能给
人类带来好处。

3.教师同幼儿一起摘一片树叶，仔细观察，并带入室内。

四、制作朋友树

1.出示立体树干，讲解并启发幼儿：“这是一棵大树的树干，
假如说，这棵树的树干就是我们大一班，那你们小朋友就是
这棵大树上的什么呢？”（树叶）

2.介绍制作“朋友树”的材料和方法：

老师准备了两棵树的树干，大家一起来制作两棵朋友树。第
一棵树的制作方法是：先请小朋友仔细观察梧桐树的树叶，
再用印章画法或写生画法画出树叶的轮廓线，而后在树叶里
画出你好朋友的半身像，再涂上叶子的颜色，沿着叶子的外
形剪下来，抹上浆糊，贴在大树上。这样一棵“朋友树”就
制作好了。第二棵树的制作方法是：请小朋友同你的好朋友
坐在一起，用一张白纸画出好朋友的全身像，用剪刀沿人物
外形剪下来，抹上浆糊，贴在大树干和分枝上，然后，再用
老师给你们准备的图画颜料和毛笔，在大树干上添画梧桐树
叶和果子，这样又一棵“朋友树”就制作好了。



3.幼儿制作“朋友树”，教师巡回指导。

4.教师小结：小朋友你们看，“朋友树”的叶子多茂盛啊！
这是因为他们这么多好朋友，团结在一起，相亲相爱不分离。
但有时，风吹过来，树叶也会互相碰撞，可是他们一点也不
生气。我们也要像小树叶一样，碰撞了不生气，要学会互相
原谅，要相亲相爱，团结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