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成长过程教案 幼儿园中班科学教案
鸡的成长含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
应该怎么制定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
方便大家学习。

植物成长过程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观察图片，让幼儿了解小鸡的生长过程及基本特征。

2、进一步学习根据老师的提问，表述自己看到的图片内容。

3、乐意用肢体动作表现小鸡的生长过程，培养幼儿想象力、
创造力。

活动过程：

一、游戏我做你猜：

1、今天老师要请小朋友来做一个游戏老师来做动作，你们猜
猜是什么小动

物，好吗?看谁猜得对哟。老师模仿小动物的动作(小猫、小
狗、小羊、小鸡)，幼儿猜。激发幼儿活动的兴趣。

二、引导幼儿看课件，了解小鸡的生长过程。

1、过渡：刚才我们都知道了小鸡是怎样叫的，那你们知道小
鸡是怎么来的吗?鸡蛋是怎样变成小鸡的呢?今天老师为小朋



友准备了一段录像，请小朋友认真听、仔细看，看完你就知
道了。(放课件录像部分)

2、了解小鸡的生长过程。

(1)、录像看完了，你们看到了谁在孵蛋?(母鸡)鸡蛋有什么
变化?怎么会破呢?谁在里面?小鸡是用什么做啄破蛋壳的呢?
我们来学学小鸡啄破蛋壳吧(带领幼儿做动作边说：叽叽叽
叽)

(2)、你看到了小鸡了吗?蛋壳裂开了，它的身体是在蛋壳里
还是在蛋壳外?

(4)、小鸡站起来了，羽毛怎样了?它是什么样子的呢?(毛茸
茸的)让我们一起来学学小鸡。

3、老师小结：小朋友，小鸡真可爱呀，我们一起来说说它是
怎么来的吧?(带领幼儿一起边看课件边讲)

三、引导幼儿了解小鸡长大后的样子，知道它与公鸡、母鸡
的区别。

1、刚才小朋友看到了小鸡是怎样出生的，那你们知道小鸡长
大后会是什么样的吗?(有的长成公鸡、有的长成母鸡)

2、小鸡和公鸡有什么不一样?公鸡怎么叫?(引导幼儿学学公
鸡叫)

3、小鸡和母鸡有什么不一样?母鸡怎么叫?(引导幼儿学习母
鸡叫)

4、老师小结。

四、游戏：小鸡长大了。



播放《小心蛋儿把门开》音乐，幼儿随音乐用动作表现小鸡
的生长过程，老师用语言进行提醒，最后，当老师说：“小
鸡变变变“时，幼儿用动作或声音变成公鸡或母鸡。

植物成长过程教案篇二

星期二上午，我在我们班开展了科学活动——《玩具动起
来》，活动目标定位为：是能发现惯性、发条、电池等能使
玩具动起来的现象;初次尝试根据玩具的不同玩法进行分类，
在活动准备中，我为幼儿准备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玩具，在活
动开始时，我先出示了我准备好的各种玩具，有惯性的、电
动的、拖拉的、机械发条的等等。

这样充分的激发了幼儿探索的欲望。初次让孩子们自由操作
怎样让玩具总起来时，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第一次操作，
请幼儿玩自己的玩具汽车，并介绍是用什么方法开起来的。
由于这些玩具大多都是孩子们平时玩过的，因此介绍使玩具
动起来的方法难不倒他们。可当第二次操作，请幼儿相互交
换玩具时，探索不同玩法时，问题就逐一出现了。有的幼儿
不愿交换，仍然玩着自己的玩具;有的开心的玩着别人的玩具，
而并没有探索更好的开动的方法。当提问“你是用什么办法
使这个玩具总起来?”时，不知幼儿是不理解问题还是其他原
因，课堂氛围显得有些冷场。于是，我只能找出几种不同类
型的玩具，一一演示，并让幼儿比较，最终得出结论。

本次活动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在引导幼儿探索环节中，
抛出每一个问题都要明确、有针对性。另外，在教师小结活
动时，应避免讲述过多，要引导幼儿用自己的经验进行表达。

植物成长过程教案篇三

1、探索用不同的方法使物体变长，并完整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和做法。



2、能积极参与活动，体验成功的乐趣。

重点难点

重点：探索变长的方法；

难点：同样的材料及方法长度不一样。

活动准备

1、魔术棒一根；

3、系好大夹子的架子两个。

活动过程

一、游戏导入。（2分钟）

出示可变长的教鞭。

t：小朋友们,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根魔术棒，我们来看看
它会有什么变化。

t：变变变，变长了。

t：它是靠伸缩的方法，由短变得越来越长了。

t：老师今天还带来了一些生活中常见的材料，它们也想变得
长长的。

二、幼儿自由操作，初步尝试变长的方法。（6分钟）

（1）介绍材料

（2）规则：



1、请小朋友们到后面的桌子上自由选择材料，想办法让它变
得长长的，并将完成的作品夹在架子上。

2、音乐声结束后将多于材料整理好后轻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3、操作结束后要给大家分享，你是用什么方法让什么材料变
长的？

t：让我们行动吧！

（3）分享交流玩具宝宝变长的方法。（5分钟）

t：小朋友们都好厉害，想办法让这么多材料宝宝都变长了了。
谁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是用什么方法使什么材料变长了？
（幼儿自由回答，幼儿不会用准确的词表达出来可以引导幼
儿做出动作。引导幼儿完整的讲述）

t：这位小朋友用拉的方法使吸管变长了，还有用不同的方法
使吸管变长的吗？给大家分享一下。

t：你用插的方法使吸管变长了。不错哦，方法不一样呢。

t：你用扭的方法将扭扭棒的两端扭在一起使扭扭棒变长了。

t：你用双面胶把纸条两端粘在一起，使纸条变长了。

t：用夹的方法使小夹子变长了。

t：用插和拉的方法将吸管和扭扭棒变长了。

小结：

三、幼儿再次实验，不借助材料使物体变长的方法。（7分钟）



(1)尝试探索不借助材料变长。

t：你觉得用撕的办法可以使它变长，那你来试一试？

规则：

1、请小朋友每人拿一张报纸在桌面上进行操作，作品完成后
将作品夹在架子上。

2、音乐声停止后整理好桌面和地面，悄悄的回到自己座位上。

3、操作结束后，给大家分享，你是用什么方法使报纸变得长
长的？

（2）再次分享，教师总结。（5分钟）

s：撕的方法。

t：咦！孩子们！为什么你们使用的方法都是一样，但撕出来
的长度却不一样呢？

s：横着撕的，竖着撕的，撕断了。沿着报纸的边一圈一圈的
撕，长边和短边一起撕，不断掉。

小结:原来同样是撕的方法，如果长的一条边和短的一条边一
起撕，不断掉，会越撕越长，或者沿着报纸的四条边一圈一
圈的往里撕，也会越撕越长。撕的方法不一样会影响纸条的
长度，那还可以怎么撕会让它变得更长呢？小朋友下来可以
继续去探索，把好的方法记录下来跟大家分享。

四、活动延伸。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的目标基本达到，在第二次探索中，老师在幼儿分
享时忽略了个别幼儿一种材料多种方法的分享，如：运用到
的撕、粘、扭完成的变长，使其幼儿的思维没有得到更好的
拓展。在二次实验时老师的关键性提问中没有层次性，对于
幼儿也就没有引导性。延伸活动环节没有让幼儿将撕出的纸
条，收集动手制作成纸球，而是由老师在说，在示范做，也
没达到废物再利用效果。

植物成长过程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感受硬板纸、餐巾纸、包装纸、皱纹纸等不同纸的质地，
初步了解纸的种类和特性。

2、简要了解纸的制作过程，知道纸在生活中被广泛运用。

3、有初步的环保节约意识，懂得要爱惜纸张和书本。

活动准备：

1、各种不同的纸(如宣纸、皱纹纸、复印纸、餐巾纸、牛皮
纸、瓦楞纸、白纸、电光纸等等)

2、各种纸制品(如纸杯、纸管、纸盒、纸盘、纸垫等等)

3、每人一个小水盆。

4、多媒体视频课件一份

活动过程：

一、认识纸



师：小朋友，今天有好多纸宝宝要来和我们一起做游戏，你
们愿意和他们一起玩吗?(愿意)好现在我们一起将椅子底下的
小箩筐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是些什么纸?(幼儿举手说)

二、探索纸的特性

1、师：这些纸，它们都一样吗?(不一样)这些不一样的纸都
有自己特别的小秘密，你想不想知道他们有什么秘密呀?(想)
好，请大家用各种办法玩一玩箩筐里的纸，看谁发现的秘密
最多?(好)

(引导幼儿发现纸表面的颜色和光亮度不同及用手触摸纸的感
觉不同，如有的光滑、有的粗糙等。)

2、现在请你吹一吹这些纸，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再把你
的发现告诉大家。(引导幼儿发现纸的厚薄与软硬)

3、师：现在请你撕一撕这些纸，它们撕起来有什么不一
样?(引导幼儿观察哪种纸容易撕破及撕纸过程中纸的变化。)

4、师：纸的本领真多呀，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纸遇到水会变
的怎么样呢?仔细看好哦，数到10后将你的发现高诉大家，看
谁观察的最仔细。

(引导幼儿比比哪种纸吸水快，哪种纸吸水慢，哪些纸不容易
吸水。)

5、师小结：原来纸有这么多的种类，像这种软软的、薄薄的
纸叫宣纸;像这种白白的较滑实的纸叫复印纸;这种厚厚的硬
硬的纸叫硬板纸;这种白白的摸上去有的毛的纸叫铅华纸，还
有手工纸、牛皮纸、瓦楞纸、沙皮纸等等。

三、了解纸的用途



1、你知道这些不同的纸都有什么用吗?(请幼儿举手说)

2、师：除了这些纸，在生活中你还见过其他的纸吗?他们又
有什么用呢?(引导幼儿说说生活中见过的纸，并出示宣纸、
牛皮纸、瓦楞纸、沙皮纸等供幼儿认识)

四、简要了解纸的制作过程

1、看录象，介绍纸的发明者、造纸的过程。

2、提问：纸是谁发明的?是用什么材料做出来的?是怎么做出
来的?

3、纸可以做各种东西，在生活中你还见过用纸做的东西
吗?(请幼儿举手说一说)

五、懂得要爱惜纸。

师：我们在使用纸的时候要怎样做才是节约纸、爱惜纸呢?

六、活动结束

看过幼儿园中班科学反思的人还看了：

植物成长过程教案篇五

随着《荆州特色文化在园本课程中开发与利用研究》课题的
不断深入，孩子们对荆楚特色文化越来越感兴趣。为了让孩
子们更深入的了解探究我们荆州的特色文化，我请家长周末
带孩子去荆州市博物馆参观了编钟，并设计了这节科学活动
《有趣的编钟》，让幼儿探究编钟发声的秘密，提升幼儿对
家乡的文化遗产的关注。

活动目标



1、初步探索编钟的大小与音调高低的关系。

2、能用简短的语言描述操作的结果。

3、喜欢参与探究活动，萌发热爱家乡的情感。

重点难点

了解编钟的钟体越大音调越低声音越大，钟体越小音调越高
声音越小。

活动准备

1、知识准备：家长带孩子去博物馆参观了解过编钟。

2、物质准备：编钟表演视频；从大到小的玻璃杯七个一组；
竖笛风铃一组：筷子一根；编钟模型一套。

活动过程

一、观看表演视频，激发探索欲望。

1、播放编钟表演视频，请幼儿欣赏编钟表演，感受古代打击
乐器的美感。

2、提出问题：这种乐器叫什么名字？每一个钟都是一样吗？
大小不同的钟发出的声音有什么不一样？3、幼儿猜想：大钟
发出的声音低沉，小钟发出的声音高而尖。

二、看一看、摸一摸、敲一敲，探索编钟的奥秘。

1、看一看，了解编钟的外形。（编钟由木架支起，由从小到
大排列的扁圆钟组成，用木棒击打发声，钟体上有花纹图案。
）



2、摸一摸，了解编钟的材质。（编钟的支架和敲打的棒是木
质的，钟体由青铜制成。）

3、敲一敲，了解编钟的发声。（编钟的钟体越大发出的音调
越低，钟体越小发出的音调越高。）

三、观看ppt，初步了解编钟的历史。

编钟是一种中国古代的乐器，由青铜铸成，由扁圆钟按照大
小依次排列，最小的编钟由3枚组合而成，也有9枚和13枚一
组的，用木锤和长棒敲打发声。咱们荆州市博物馆就有一架
战国编钟，它是荆州市博物馆内极具代表性的文物之一，至
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四、探究生活中的乐器。1、出示玻璃杯，引导幼儿观察其大
小异同。

2、请幼儿尝试敲打玻璃杯，观察倾听不同的杯子发出的声音
异同。

3、小结：玻璃杯越小，音调越高，玻璃杯越大，音调越低。

4、出示竖笛风铃，请幼儿尝试拨动风铃，观察倾听长度不同
的竖笛风铃发出的声音异同。五、总结启发。

活动总结

随着荆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近年来我们荆州新建了很多有
荆楚特色的活动场所，如：荆州园博园、荆州方特等。这些
活动场所都是孩子们爱去爱玩的地方，孩子们在游玩的过程
中发现很多地方都有仿制的编钟模型。于是孩子们带着疑问
和我一起去荆州博物馆里参观了编钟。孩子们了解到编钟是
中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用青铜铸成，它由大小不同的扁
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



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
的乐音。

孩子们对编钟的发音颇为好奇，于是我把编钟带到了课堂上，
和孩子们一起探索编钟发音的奥秘。我的活动目标定为初步
探索编钟的大小与音调高低的关系并能用简短的语言描述操
作的结果，喜欢参与探究活动，萌发热爱家乡的情感。

整节活动下来三个目标初步达成。活动中首先播放编钟表演
视频激发孩子的探索欲望，然后通过三个感官的刺激来探索
编钟，一看，看外型，二摸，摸材质，三敲，听声音。经过
三重探索过后，孩子们对编钟有了初步的了解，并知道了编
钟的钟体越大发出的音调越低但声音越大，钟体越小发出的
音调越高但声音越小。最后我们寻找了生活中能发出声音的
各种物体，让孩子们进一步的操作与探究，提升了孩子们对
探究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