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玩纸的教案(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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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
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玩纸的教案篇一

教材分析

教材的第一部分是这次习作训练的要求3先让学生观察小实验，
再有条理地具体说说小实验的经过，最后写成一篇观察作文。
让学生观察教师做实验，说说实验的经过，这都是为写一篇
短文作准备的。教材的第二部分是学生观察老师做烧纸船小
实验时的思考题。第1题明确实验的名称和实验前的准备。
第2题是重点，这次作文能不能写得具体而又有条理，就看这
一题有没有想清楚。如果学生已经搞清了这次实验的步骤，
每一步实验是怎么做的，那等于理清了这次习作的思路，写
起来就得心应手了。第3题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观察思考懂得一
点自然科学的知识。这是难点，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把相关学
科的知识联系起来，让学生明白这个物理现象的原理。

训练目标

1．学会有条理地、具体地记叙一次科学小实验的经过。

2．学会有顺序地仔细观察一次科学小实验的演示过程。

3．初步懂得这个小实验的科学道理，激发爱科学的兴趣。

教学时间2课时

第一课时



课前准备

1．用一张有一定韧性和不透水的纸折一只纸船。

2．常识课做实验用的铁架台一个。

3．酒精灯或蜡烛一支、清水一杯。

教学过程

1．谈话激发兴趣。

教师谈话：

(1)老师准备了什么?同学’们心里怎么想?

(2)老师就来做一个“烧纸船”的小实验，你们感不感兴趣?

(板书课题：烧纸船)

2．教师做演示性实验，学生仔细观察。

(1)实验前布置观察任务：实验分几步?每一步是怎样做的'?

(2)教师边做实验边有意识地按观察任务及时提醒。

3．展开讨论，教师小结。

教师提问：

(1)你觉得这个实验怎么样?

(2)实验分几步?每一步是怎样做的?

在讨论的基础上，教师板书小结：实验分三步。第一步，架



好铁架台，做好纸船，把水倒在纸船上，把酒精灯摆在纸船
下面。第二步，点燃酒精灯，老师提醒大家，注意观察纸船
的变化。第三步，火苗舔着纸船的底，可就是烧不着，后来
热气冒出来，最后纸船里的水开了。

4．口述实验过程。

(1)看着板书，让学生把实验的过程说一说。

(2)用上“先……接着……最后……”把实验过程有条理地说
清楚。

(3)评讲学生口述内容。

出示习作要求：

a．有条理地具体叙述实验经过。

b．注意语句通顺，意思连贯。

教师小结：在叙述实验过程的时候，还要对同学的语言、神
态加以描写，这样才能说得形象、生动，有声有色。自由练
习口述。

5．口述实验准备、实验道理。

过渡：这篇文章除了把实验过程写具体外，还要写实验准备、
实验道理，这样才能使文章完整，有头有尾。思考：

(1)实验前老师做了哪些准备?

(2)想想这个小实验告诉我仍什么科学道理?

思考题1：



学生举手回答后，教师板书小结：实验前老师准备了一只纸
船、一盏酒精灯、一个铁架台、一杯清水。

思考题2：

教师把“想想这个小实验告诉我们什么科学道理”分解成几
个小问题：

a．实验后，纸船里的水有什么变化?

b．纸船燃烧需要什么条件?

c．纸船没有燃烧跟船里的水有什么关系?

d．如纸船里的水烧干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分别指名回答后，教师板书小结：不光是纸，凡是物质燃烧
都需要一定的温度，这个温度叫着火点，因为纸船里有水，
纸船在酒精灯加热时，纸船里的水吸收了大量的热量，水吸
收了热量后慢慢蒸发了，就是刚才实验时看到的白姻，所以
尽管纸船架在火苗上，仍然达不到燃烧的温度。如果纸船里
的水被烧干，纸船就会燃烧。

口述实验准备，实验道理。

6．按实验准备、实验过程、实验道理的顺序，有条理地口
述“烧纸船”这一实验。

7．学生试写。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1．学生习作。

教师适当指导，特别是中下生。

2．交流，评议。

(1)指定不同层次学生谈自己写的作文。

(2)师生共同评议：对照课后三个思考题的要求和板书，围绕
文章是否条理清楚及用词造句等方面内容进行指导评价。

(3)指导修改。

(4)学生修改自己的习作。

3．修改以后，抄写作文。

玩纸的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感知纸的吸水性的不同与纸船沉浮快慢之间的关系。

2.能积极参加探索活动，如实记录实验的结果。

活动准备：

1.蜡光纸、普通白纸、皱纹及其折成的小船若干。

2.活动记录单（见附表）人手一张。

3.眼药水塑料小瓶若干。

活动过程：



（一）认识常见的三种纸。

出示三种纸，引导幼儿观察并说出它们的名称。

（二）让幼儿猜测：哪种纸船沉得快。

1．出示三种纸折的小船，引导幼儿猜测：小船放到水里会怎
样？哪种纸船沉得快？（幼儿将自己的猜测结果用数字表示
并记录在记录单中。最快的记做“1”，最慢的记做“3”）

2．交流猜测结果。

（三）实验并记录结果。

1．幼儿试验，三种纸船同时放入水中，观察并记录结果。

2．交流实验结果。

（四）探索原因，感知纸的吸水性的不同与纸船沉浮快慢之
间的关系。

1．教师：同样是纸船，为什么沉下去的速度不一样？

2．小实验“吸水性试验”。

幼儿将装在眼药水瓶中的清水分别滴一滴到蜡光纸、普通纸、
皱纹纸上，观察纸的`吸水性，并与沉船实验结果相对应，寻
找原因。

3．小结：不同的纸吸水速度是不同的，谁吸水吸得快谁就下
沉得快。

活动延伸：

让幼儿自己收集各种各样的纸，自由折折玩玩，进一步感知



纸的吸水性的不同特征。

玩纸的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感知纸的吸水性不同与纸船沉浮快慢之间的关系。

2、发展比较性观察能力。

3、能积极参加探索活动，尝试学习记录实验结果。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活动准备：

1、幼儿在美工区进行过用不同的纸折小船活动。

2、写毛笔字用的宣纸、蜡光纸、皱纹纸及其折好的小船若干。

3、活动记录表若干。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认识常见的三种纸

出示三种纸，引导幼儿观察感受纸的质地手感的不同。

二、幼儿猜测：哪种纸船沉的快?

2、指导幼儿将自己预想的结果用图形或数字在记录表中表示
出来。



3、幼儿记录猜测结果并互相交流。

三、实验验证

1、指导幼儿分组活动，将三种纸船同时放入水中，观察纸船
下沉的速度。

2、请幼儿将实验结果在记录表中记录出来。

3、展示幼儿实验记录结果(皱纹纸船最快，宣纸比较快，蜡
光纸最慢)

四、继续探索、感知纸的吸水性不同与纸船沉浮快慢之间的
关系。

1、提出问题，幼儿探究：同样是纸船，为什么沉下去的速度
会不一样?

2、教师做演示实验：将同样大小的三种纸揉成纸团，同时放
入盛有相同水的三个杯子里，让幼儿观察纸的吸速度并于纸
船实验结果比较，找出原因。发现纸的吸水性不同与纸船沉
浮快慢之间的关系。

五、活动延伸：幼儿自己收集各种各样的纸，自由折折玩玩，
进一步感知纸的吸水性。

活动反思：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用到各种各样的`纸，幼儿在日常生活
中也积累了一些和纸相关的经验，从报纸、图书到纸巾、纸
盒、各种包装纸。纸不仅是幼儿生活中的伙伴，也是幼儿游
戏、创作的必备材料，在幼儿的世界里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
色。

喜欢玩水是孩子的天性，小纸船是孩子们喜欢的一种玩具，



我利用孩子们这一兴趣进行导入，引导孩子们观察三种小船
的吸水性不同，沉浮的快慢也不同，让孩子们学会记录日常
生活中的一些事，能主动积极的参与到探索活动中来。在孩
子们自己动手试验的同时也体验、探索成功的快乐。

玩纸的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纸的吸水性不同与纸船沉浮快慢之间的关系。

2、积极参加探索活动，如实记录实验结果。

活动准备：

1、各种纸质、及其折好的小船若干。

2、活动记录人手一张。

白纸邹纹纸蜡光纸

猜猜

实验结果

3、眼药水、塑料小瓶若干。

活动过程：

一、认识常见的三种、纸

1、出示纸，引导幼儿观察并说出它们的名称。

二、幼儿猜测：哪种纸沉的快？



1、出示三种纸折的小船。

引导幼儿猜测：小船放到水里会怎样？哪种纸船沉的快？
（幼儿将自己的猜测结果用数字表示并记录在记录单中。）

交流猜测结果。

三、实验并记录结果

1、幼儿实验，将三种纸船同时放入水中，观察并记录结果。

2、交流实验结果。

四、探索原因，感知纸的吸水性不同与纸船沉浮快慢之间的
关系。

1、“同样是纸船，为什么沉下去的速度不一样？

2、教师向幼儿演示“吸水性实验”。

教师小结：不同的纸吸水速度是不同的，谁吸水吸的快，谁
就下沉的快。

玩纸的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学习《纸船》，朗读全诗，注意节奏。

2、分析、讲解全诗的内容。

3、体会诗人对母亲对祖国爱的无比深厚。

教学重点：目标1目标2



教学难点：目标2

教学步骤：

一、课前三分钟：（3分钟）

1、请一位同学谈谈最近的感受或见闻。

2、请一位中等生从内容、仪态和技巧方面评价。（目的在于
促使学生认真听讲，练习口才，让说话者也有紧迫感。）

（备学生）如果学生讲得不好，教师应给予纠正，学生评价
若不知如何说起，教师也要给予指点。

二、作者简介，导入新课：（3分钟）

冰心（1900一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现代著名
的女作家。代表作有诗集《繁星》《春水》，冰心的诗以抒
写纯真的重心和圣洁的母爱为主，影响很大。

三、熟悉全诗指导朗读。

1．请学生自己试读全诗。

2．教师范读。要读得低沉而富有深情。节奏和重音划分如下：

纸船

――寄母亲

冰心

我／从不肯／妄弃了／一张纸，

总是／留着--留着，



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

从舟上/抛下/在海里。

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

有的/被海浪/打湿，泊在/船头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叠着，

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

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

不要／凉讶它／无端入梦。

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四、分析、解读全诗。（目标2）

1．请根据诗中给出的信息，想象这是诗人在何种情形下写的
这首诗？

明确：海浪涛涛，天风吹卷，诗人正坐在一艘颠簸在太平洋
的邮轮上，远离亲人，驶向陌生的国度，不知何时才能回到
祖国，回到亲人的怀抱？诗人因为强烈地思念故国、思念亲
人，愈发感到孤独、惆怅。

2．第一节中哪些诗句词语表明诗人对母亲思念之深，且由来
已久？

明确：“从不肯”“总是”表明诗人并非这一次出门远行才
有此举动，而是对母亲的依恋思念之情由来已久，一直就很



浓烈，“一只一只”点出所叠纸船的数量多，表明诗人对母
亲的思念极深。

3．第二节诗人写出精心叠成的纸船抛入大海后瞬间发生的种
种令人心碎的结果，并

写出自己明知没有结果还是不灰心地叠，又在表达自己的情
感上有什么作用？

明确：实际中是否可能，愿望能否实现，这对诗人来说并不
重要，最重要的是，这是诗人是否寄托思念、排解孤独、忧
伤的惟一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最充分地表达出诗人那种刻
骨铭心的思念之情。

4．第三节是诗人展开的想象。这一想象有何特点？在诗中起
什么作用？

明确：纸船虽然漂不到母亲的身边，但一定能漂入母亲的梦
中，这一想象新奇、大胆、瑰丽，充分地写出了诗人对母亲
强烈的思念之情，点明题旨。

5．叠纸船原是儿童的一种游戏，诗中的这一行为意味着什么？
诗中的纸船又象征着什么呢？（目标3）

明确：诗人以纸船为题，托物言情，赋予纸船特别的含义。
纸船象征漂泊无依的孤独，象征思念母亲思念祖国的一颗心，
象征诗人纯洁、美好的心愿。诗人叠纸船这一行为表明诗人
对母亲对祖国爱的无比深厚。

五、背诵比赛。

六、布置作业：

1、朗诵这首诗。（a）



2、完成课后练习题。（b）

3、《掌握语文》。（c）

七、说课精要：适当介绍联想和想象，引导学生体会联想和
想象在诗歌艺术中的作用。这首诗意境优美，节奏舒缓，有
着古典诗歌的韵味和意趣，适合朗读，要以此加强朗读指导。

八、教学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