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科学活动月亮船教案(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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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
篇优质的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
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科学活动月亮船教案篇一

这篇课文是一篇童话，讲一只狡猾的狐狸奉承话骗取乌鸦一
片肉的故事，说明爱听奉承话容易受骗上当。

课文共有8个自然段。前三段讲乌鸦和狐狸是近邻，乌鸦给孩
子找到一片肉，狐狸想吃乌鸦叼着的肉。第四至第八段具体
讲狐狸骗取乌鸦那片肉的经过。

1.学会本课的8个生字和由这些生字组成的新词。

2.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懂得喜欢听奉承话容易上当的道理。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理解课文中狐狸的3次施计和乌鸦的3次反应是教学的重点;对
寓意的理解是难点。

3课时

幻灯片、小黑板、录音机。

一、启发谈话，揭示课题

(一)谈话。

同学们，你们知道狐狸的本性是什么吗?(狡猾)你们见过乌鸦



吗?它和黄鹂、孔雀、百灵鸟相比，它的羽毛漂亮吗?(不漂
亮)它的叫声好听吗?(不好听)今天我们要学的这篇课文就是
关于狐狸和乌鸦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会告诉我们一个什么
道理呢?学了这一课之后大家就知道了。

(二)板书：狐狸和乌鸦。学生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学生自由轻声读课文。

要求：

1.把带生字的词语圈出来读两遍。

2.在自然段的前面标出序号。

3.边读边思考：狐狸是怎样把乌鸦叼的肉骗到手的。

4.看看课文插图画的是哪一自然段的内容。

三、检查学习情况

1.出示带注音的生字卡片，用指名读或开火车读的方法检查
生字读音。

2.检查“一”字的读音。出示卡片：一天、一眼、一片、一
看、一张。

3.提问：这篇课文共有几个自然段?然后请8名同学分自然段
读课文，注意纠正字音，读好长句子的停顿。

小结：大家在这节课学习得很认真，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这
篇课文，相信大家会更积极主动。



作业：读课文，要读得正确、流利。

一、各自小声读课文，想一想课文讲的是一件什么事。

二、理解课文

(一)学习一至三自然段。

让学生一边看插图，一边听第一自然段的录音，提问：你通
过听和看知道了什么?(乌鸦住在树上的窝里，狐狸住在树下
的洞里，它们是邻居，互相比较了解。)同时利用插图认
识“窝”和“洞”。

导言：这两个邻居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来看下面的课文。

出示小黑板，大家齐读：

科学活动月亮船教案篇二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祖国的相关知识。

2、引导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

3、能将挂图重新排序，创编自己的故事

教学挂图《月亮船》，幼儿用书、语言故事磁带

一、按照3、2、1、4的顺序出示挂图。师幼共同统一观察。

出示图三：

1、你看到了什么?(引导幼儿用“我看到了……和……的句式
表达，一次描述尽量多的东西)

2、他们都在干什么?



3、他们是什么样的表情?猜一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们
这么高兴。

出示图一：

1、图中有谁?

2、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会怎么说?表情怎样?为什么呢?猜一猜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出示图二：

1、现在你看到了什么?他们在干什么?

2、他们要做什么呢?

出示图四：

1、图中有谁?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

2、你来学一学他们的样子?猜一猜他们会怎么说?

二、创编故事。

1、师：孩子们，其实四幅图连起来就是一个很好听的故事，
现在请你来排一排顺序，按自己的想法编一个好听的故事吧!

2、幼儿根据自己的想法排序讲故事。

3、分组讲述。两人一组，互相讲述。

4、请一名幼儿讲述。

三、教师示范讲故事。 我的创新



活动流程 四、分析故事，了解祖国的知识。

1、最高的山——喜马拉雅山。

2、最长的墙——长城。

3、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

五、带问题听录音，再次欣赏故事。

问：听一听人物的对话运用了怎样的语气?

六、给故事起名字。

1、幼儿起名字。

2、教师引导：主人公是谁?小蚂蚁是怎样找到家的?

3、名字(只要符合故事内容的名字都可以)

4、教师教师出示——月亮船，这是作者给出的名字。

七、结合幼儿用书，根据自己的创编顺序，恰当的运用语气
讲故事。

八、故事的情感，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

1、小蚂蚁找到家了吗?是怎么找到的?

2、它是怎样对仙女说的?

3、它的家叫什么?和你一样吗?

九、延伸：



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非常美丽富饶……

及反思 通过幼儿独立观察并按自己的思路将四幅图画连成故
事，使幼儿充分发挥了想象力与创新能力;在活动过程中教师
注重了发展幼儿语言的完整性与规范性，注重了教师语言的
示范性以及和孩子的交流互动，而幼儿听录音则是进一步提
高幼儿的语言美感。

科学活动月亮船教案篇三

１．今天，老师带小朋友们到江南的一个小村子去游览一下，
（出示图）这个小村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跟老师一起写。

2、读题。湾是生字，读准前鼻音 an 指名读。你有什么好办
法记住它？（左边一个水，右边一个弯。） “水”“弯”曲
处的地方就是湾。三个字连起来读课题，注意正音“亮”
（轻声） 齐读课题。

3、过渡：课文是怎样描写月亮湾这个村子的？请小朋友打开
语文书，翻到24页读读。

（一）、初读课文，学习字词

1、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并标出自然段序号。

２．交流，课文共有几个自然段？（3）

指名分自然段读，注意正音，师声评议。

第一段：

指名男读。不光读准字音，还读得很流利。还有那个同学来？
女读男生齐读 强调“亮”（轻声）



第二段：

1、第二段比较长，先请小朋友数一数有几句话，用序号标出
来。

2、指名回答由6句话。（回答要完整）

3、自由读一读，找出你认为难读的句子多读读。

4、逐句检查朗读。

第一句：

1、你来读 其他同学拿好书本仔细听。你不光读准了字音，
还读得很连贯。还有谁也会这样读。真流利呀！

第二句：

1、指名读 你真了不起，这句中两个难读的字音都读准了。

2、看 绕rao是翘舌音指名读字、词 绕着 从绕的部首看，绕
与什么有关？（用丝线缠绕）这个字还可以组哪些词？（围
绕、绕道、绕口令、绕弯子）

出示选词填空

再把这个词读一读 缓缓地 （又轻又慢）

4、谁来加上停顿连起来读句子。指名读 左右分组读

第三句：

1、第三句谁想读。

2、看这个字 映 这是一个（后鼻音）开火车读字词你怎样记



住这个字？（熟字换偏旁 英）

3、放进句子再读读。 大家听出来了，你在这里加了停顿，
听起来有节奏感。还有谁来读。越读越流利了。

科学活动月亮船教案篇四

《月亮船》是大班主题《我是中国人》中的`一个精彩奇妙的
故事，把蒲公英坐在月亮船上所见的祖国秀丽山河，通过与
仙女的对话，让幼儿了解中国的四个世界之最，将知识的传
授转变为艺术感受，让幼儿体会到祖国的伟大，产生自豪感，
故事具有一定的常识性。

1、知道故事的主要情节，了解我国的世界之最，并能用语言
表述。

2、了解祖国秀丽山河，激发幼儿的爱家乡、爱祖国的热情。

3、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4、引导幼儿在故事中学习，感悟生活。

5、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活动重点：让幼儿了解我国的这四个世界之最，并用语言进
行表述。

活动难点：注重爱国情感的激发。

1、幼儿图画书《月亮船》；

2、哭泣的蒲公英图片一张；

3、四个世界之最图片各一张。



一、出示蒲公英图片，引起幼儿兴趣

1、教师出示蒲公英哭泣的图片。

提问：这是谁？他怎么了？蒲公英为什么哭呢？教师引导幼
儿自主猜测。

2、那让我们一起听故事《月亮船》吧。

二、欣赏故事，理解故事内容

1、听故事录音，完整欣赏一遍故事。

问题：蒲公英为什么哭了？蒲公英看见了什么？蒲公英的家
在哪里？

2、幼儿回答后教师归纳，然后集体学说：我的家在世界的东
方，那儿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那儿有最高的山，那儿有最
大的广场，那儿有最长的城墙。

3、仙女告诉蒲公英什么了？

通过讨论，让幼儿知道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是太平洋，最高的
山峰是珠穆朗玛峰，最大的广场是天安门广场，最长的城墙
是长城。（教师相应贴上四大世界之最的图片）。

4、听故事录音，完整欣赏故事。

鼓励幼儿跟学蒲公英和仙女的对话部分，强化幼儿对中国几
个重要特征的认识。

三、感受祖国真伟大

1、问题：小朋友，蒲公英的家在中国，那你们的家在哪里呢？
（中国）



2、我们的祖国出来蒲公英刚刚提到的那些地方外，还有很多
漂亮的地方，小朋友你去过哪里呢？知道哪里呢？说出来给
大家听听吧。

幼儿自由发言加深幼儿对祖国美丽风景的印象，激发幼儿对
祖国的热爱之情。

3、教师把幼儿图画书《月亮船》分给幼儿，幼儿看着书本，
跟着故事录音学讲故事。

—有幸参加了本次区域研讨活动，我在此衷心感谢园领导给
我的这次机会。同时在本次研讨活动中感触颇多，为了更好
的鞭策我今后的教学工作，现将本次活动做以反思。

本次活动中，我选择了以"中国娃"为主题中的《月亮船》。
蒲公英本是孩子们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种植物，它小而轻，
很容易被风吹走，而在它被吹走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是一
种美好的想象，因为世界上没有仙女，故事中的仙女却帮助
蒲公英找到了家。故事使用了拟人的方法，通过蒲公英和仙
女的对话，告诉幼儿我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山，最长的长城，
最大的广场。萌发幼儿的祖国自豪感，激发幼儿爱祖国的情
感。

开头时我借划小船为游戏，引出《月亮船》的故事。接着我
进行讲故事，要求幼儿认真听故事，然后回答问题。孩子们
听的十分认真，对我提出的两个问题也能回答出来。第二次
我是边操作教具边讲述故事，孩子们被教具月亮船、仙女和
尾巴会变长的小图片吸引住了，注意力放到了别处，后半段
故事听的不够清楚，以至于在回答后半部的问题师条理有些
不清晰，有些名词幼儿平时也是听的少的缘故，像"喜马拉雅
山"孩子们听了两次故事还是说不上来。为了让幼儿更深入了
解故事内容和含义，第三遍故事我让孩子们和我一起复述，
目的是学习故事中的一些对话和了解祖国的一些世界之最。
最后一个环节是让幼儿大胆谈论自己的家园，这个部分我觉



得很不够，许多幼儿只是说出自己家在哪里，没有将自己的
感情表达出来。于是我匆匆忙忙带过，让孩子们欣赏一些祖
国的美丽山河和世界之最，这时孩子们看着一张张照片都忍
不住惊叹，为自己祖国的伟大富强而感到自豪。

虽然顺利完成了本次公开课，但是在执教过程中仍存在着诸
多的缺陷和不足。比如：当孩子的回答不够完整时，我没有
提醒他没用完整的语句再说一遍。活动过程中缺乏激情，感
染力不够，没有真正调动幼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和幼
儿身心交流；没有进入到幼儿的内心世界。只是扮演了一个
老师的主讲作用，没有达到教师与幼儿的角色转变。没有给
幼儿创建平等、宽松、和谐的活动氛围。同时教学挂图设计
存在缺陷，没有将我国的秀美河山呈现给幼儿。

因而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应改变教学观念，更新教学方法，
平时多看些有关幼儿教育方面的书籍，了解幼儿的心理与生
理特点，多与教育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交流，多参加园内外
组织的各种优质课、观摩课，借鉴经验，扬长避短，使我尽
快地成长起来。

总之，通过本次区域教学活动，使我深刻体会到语言活动要
以幼儿为主，创设一个幼儿敢说，想说的语言氛围。同时要
将情感渗透在活动之中，而不是单纯的语言交流。今后要努
力做到与幼儿实现心与心的交流与沟通，附下身体与幼儿亲
密接触，做幼儿的"好妈妈"，使课堂活起来，让自己成为一
名合格的幼儿教师。

科学活动月亮船教案篇五

1、播放影片。

2、用自己的语言描述画面，初步感受月亮湾的美丽，激发学
生学习的兴趣。



（二）读一读，自主领悟。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课
文。

2、你们喜欢月亮湾吗？把你认为最美的地方划下来，反复朗
读，仔细体会。

3、分组学习，把自己认为最美的句子读给小组同学听，并交
流自己的想法。

4、全班交流学习情况，尊重并鼓励学生发表有个性的独特的
见解，教师相机进行朗读指导。

（1）“河水绕着村子缓缓地流着，一群群鱼儿在河里游来游
去。”体会一群群鱼儿在河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开心的
样子。

（2）“清清的河水倒映着小桥、绿树和青山。”理解河水的
清，想象“倒映着小桥、绿树和青山”的样子。

（3）联系生活实际说说“灿烂的朝霞”是什么样子，再读读
句子说说课文中什么像灿烂的朝霞。想象河边的朝霞是什么
样子。谁能把这么美的桃花通过朗读表现出来。

（4）月亮湾真美呀！听！仔细听！你们听到了什么？

5、有感情地朗读全文，边读边想象，把月亮湾的美丽景色在
头脑中过电影。

（三）画一画，体悟情感。

1、月亮湾的景色真美呀！你们想画下来吗？

2、小组讨论：月亮湾有哪些景物？这些景物在什么地方？各



有什么特点？

（1）景物有：小河、石桥、鱼儿、桃树、农田、茶树。

（2）小河在村前，是月牙一样的；河上有一座石桥；河按岸
上长着许多桃树；过了桥是一片绿油油的农田；村子的后面
是山；山坡上有一片茶树。

3、动手画一画。

4、你的家乡哪儿最美？试着画一画，再向同学介绍。

（四）说一说，感情升华。

1、说一说：根据自己的画把月亮湾介绍给大家，可以讲一个
你认为最美的地方详细介绍，也可按顺序把月亮湾全部介绍
给大家，还可以加上自己的语言和合理的想象。老师要邀请
同学当小导游，愿意吗？要想当好一名好导游，必须认真准
备。

2、自由练习。

3、在小组内交流。

4、指名当小导游，配上音乐，观众适时地可以提一些问题。

（1）这里的河水怎么这么清啊？没有污染吗？

（2）这里的桃花怎么这么美呀？

（3）导游，我好象听到了远处传来的笑声，这是谁在笑呀？
她们为什么这么开心？

（4）这里的茶叶怎么样？我也想买一袋回去尝尝。



5、参观完了，中外游客们会说些什么呢？

6、师生共同评议，颁发“导游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