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科学天气记录教案(精选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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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科学天气记录教案篇一

l．理解恰当的比喻对说明事物特征的作用。

2．复习分类说明的方法。

3．进一步学习和巩固有关说明顺序的知识。

培养观察能力和积累语言的能力。

1．培养良好的观察习惯和科学精神。

2．体会谚语这种语言的形式美。

打比方、分类别的说明方法。

1．比喻、拟人、排比、对比、引用等大量修辞方法的运用及
作用。

2．课文的主体部分，即怎样看云识天气这部分，由于云层、
光彩的种类繁多，变化复杂，学生一时难于分辨，所以这一
部分也是本次教学的一个难点。

1．进行说的比赛，其中还可以培养观察能力。

2．听音乐，描述可能出现的画面。



3．分小组讨论，进行制表。

4．搜集有关识别天气的谚语，班上交流，并建立一个小天气
预报站。

导入新课

先放一段音乐，请同学们描述一下画面：阴云密布，狂风大
作，大雨点砸在盆上叮当响，人们四下奔跑的声音，鸡鸭乱
叫声。从这段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暴雨来临时的场面，由
什么的变化引起了雨的到来对，是云、风的到来引起的，所
以说，云的变化就能暗示天气变化。（训练学生听、说的能
力和想像力）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讲述云和天气关系的课
文——《看云识天气》。

1．理清作者的写作思路。

2．理清如何看云识天气。

3．打比喻、分类别的说明方法。

本文是一篇事理说明文，具体、生动地介绍了云的形态、变
化及云上的光彩现象同天气的关系，说明了怎样看云识天气。

1．复习提问

（1）从题目上看，这是说明什么的文章说明云和天气关系的
文章。

（2）从题目上看，你还能读出什么来体裁说明文，说明顺序：
逻辑顺序

2．读课文，第1段老师范读，第2段全班女生齐读，第3、4两
段分别由两名女同学朗读，第5段、第6段分别由两名男生朗
读，第7段全班男生齐读。



3．划分段落，概括段意。

第一部分（第1段）：指出云就像是天上的“招牌”，从而说
明为什么可以看云识天气。

第二部分（第2－6段）：具体介绍云的形态变化，云上的光
彩现象同天气的关系，从而说明怎样看云识天气。

第三部分（第7段）：说明看云识天气的意义和局限性。

4．这样分段，体现了什么说明顺序逻辑顺序（由现象到本
质）。

5．阅读第1段，回答下面各题。

（l）这段的结构是怎样的（总分总）

（2）如何分层第一句是第一层，最后一句是第三层，中间是
第二层。

（3）第一段中哪些内容照应“姿态万千”，哪些内容照
应“变化无常”

“有的像羽毛，轻轻地飘在空中；有的像鱼鳞，一片片整整
齐齐地排列着；有的像羊群，来来去去；有的像一张大棉絮，
满满地盖住了天空；还有的像峰峦，像河川，像雄狮，像奔
马……”这些内容与“姿态万千”相照应。“它们有时把天
空点缀得很美丽，有时又把天空笼罩得很阴森。刚才还是白
云朵朵，阳光灿烂；一霎间却又是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这
些内容与“变化无常”相照应。

7．同学交流如何看云识天气。

8．由多媒体演示云和天气的变化，并伴随音乐，同学们看着



画面进行复述。

9．再速读课文，回答下列问题。

（1）“卷云、卷积云、积云、高积云是天气晴朗的象征；卷
层云、高层云、雨层云，积雨云，这些云低而厚密，是阴雨
风雪的预兆，”这是什么说明方法说明方法是分类别。

（2）“有的像羽毛，轻轻地飘在空中；有的像鱼鳞，一片片
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这是什么说明方法说明方法是打比
方。

10．本文的说明方法是分类别、打比方，在文中找出例子来。

运用打比方的说明方法的句子有：

（2）云就像是天气的“招牌”。

（3）卷云丝丝缕缕地飘浮着，有时像一片白色的羽毛，有时
像一块洁白的绫纱。如果卷云成群成行地排列在空中，好像
微风吹过水面引起的粼波。

（4）还有一种像棉花团似的白云，叫积云。

（5）远远望去，就像草原上雪白的羊群。

（6）隔着云着太阳和月亮，就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朦胧不清。

分类别：光彩有晕、华、虹、霞。

这篇课文紧扣题目进行说明，层次十分清晰：首先说明春云
可以识天气。因为云和天气变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云是天气
变化的“招牌”。再说怎样看云识天气。这是全文的重点，
写得详细、缜密，从高层云依次说到低层云，从象征晴朗天
气的云，依次说到带来暴风雨的云，又从云的形态特点和天



气变化的关系，再说到云的光彩和天气变化的关系。在说明
中，从现象入手，进而触及事物的本质。云的形态和光彩是
现象；云和天气变化的关系，就是本质。云的种类很多，但
说明层次不乱，先说什么，再说什么，后说什么，有助于
把“春云识天气”的事理说清楚。最后画龙点睛，说明看云
识天气的目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拟题训练，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

阅读课文的最后一部分，即最后一段分组拟题，互作答案。

结尾总结全文、点题，同时说明了看云识天气的局限性。

在课外，练习看云识天气。试着根据天空中的云彩形状，判
断一下当天或第二天的天气情况，把结果写在教室后墙的黑
板上。

大班科学天气记录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乐于用语言和肢体表达自己的认知。

2、知道一些天气变化与动物习性的关系。

3、能细心观察，并与同伴交流自己对天气变化与动物习性之
间关系的认识。

活动准备：

1、教学光盘：《动物和天气》。

2、幼儿活动前做关于天气变化与动物习性的调查，丰富相关
经验。



3、教学挂图：《动物与天气》。

活动过程：

1、提问导入，引起幼儿对动物能预报天气的兴趣。

（1）教师提问：今天天气怎么样？那你知道明天的天气会怎
么样呢？明天会不会下雨呢？怎样才能知道天气会不会变化
呢？（鼓励幼儿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回答）

（2）教师引导幼儿讨论：除了天气预报会告诉我们天气的变
化，还会有其他办法吗？

（3）教师出示教学挂图，引导幼儿描述图片，并作小结：其
实小动物们可聪明了，它们有许多办法预先知道天气的变化
情况，还会悄悄地告诉我们呢！

2、观看教学光盘的前半部分，引导幼儿了解各种动物“预报
天气”的方法。

（1）教师播放教学光盘前半部分（到“下雨了”为止）。

3、观看教学光盘的后半部分，引导幼儿进一步了解动物习性
变化与天气之间的关系。

（1）教师播放教学光盘的后半部分，幼儿认真观看。

（2）师幼共同小结：原来乌龟“流汗”、燕子低飞、蚂蚁搬
家都是在告诉我们天气要变化，要下雨了，这些小动物真能
干。

4、引导幼儿扩展动物预报天气的知识。

（1）教师提问：除了这些小动物，你还知道哪些小动物也会
预报天气吗？



（2）教师请幼儿在小组内自由介绍自己知道的关于动物与天
气关系的知识。

（3）请个别幼儿在大家面前介绍，教师在黑板上用简单的图
标记录幼儿讲述的动物。

（4）鼓励幼儿上台，用动作表演自己所喜欢小动物预报天气
的方法，下面的小朋友来猜。

活动延伸：

和爸爸妈妈一起观看其他动物习性与天气变化之间的关系的
视频。

大班科学天气记录教案篇三

一、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一些动物反常行为与气象变化之间的关系。

2、体验与同伴分享自己调查成果的快乐。

3、幼儿能积极参与活动，激发幼儿的探索意识。

二、活动准备

1、幼儿事先进行了动物是天气预报员的调查。

2、动物反常行为图片。

三、活动过程

（一）活动导入：

1、播放天气预报广播。



2、这是什么？出示卡片“天气预报”。

3、在我们的生活中，你还可以从哪些地方知道天气的信息？
（观察天气、动物；电视、报纸、电脑等）

小结：我们可以通过看电视、看报纸、听广播、上网知道天
气情况，还能根据天空中云的变化、小动物们的特殊行为知
道天气的变化。

价值分析：大班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
经验，本环节在幼儿原有的经验基础上激发了幼儿继续探索
气象秘密的愿望。

（二）小小天气预报员

要求：分成三组，把自己的调查结果记录在纸上，然后一起
汇总在统计表上，再与小组同伴互相交流你们的调查成果。

3、幼儿分组汇总研究成果，教师巡回观察指导。

4、以小组形式交流研究成果。每组请1位小朋友做代表来介
绍一下你们这一组研究的结果。

小结：原来气象员叔叔可以利用气象仪器测出气温的高低、
风速的大小等天气情况，小动物们也可以用自己不同的`行为
来告诉我们天气的变化，小动物这种用自己的行为预告天气
现象就叫物象天气预报。

价值分析：请幼儿介绍自己研究的根据动物的特殊表现推断
天气情况的成果，以增加幼儿的成就感。以小组的形式展开
活动，可以提高幼儿的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

（三）“天气预报”我知道

2、要求：分两个环节进行：第一环节，必答题，每队成员轮



流回答，回答正确得一分，回答错误不得分；第二环节，抢
答题，听到鼓声开始抢答，答对得一分，答错扣一分。

3、统计哪个小组得分最多。

小结：得分最多的小组说明你们已经了解了物象天气预报了，
现在可以成为小小气象预报员，可以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物象
变化为别人预报天气了。

价值分析：这个环节以竞赛游戏的形式，使幼儿的知识经验
得到了再一次的提升和巩固。

四、活动延伸

以后你们看到了动物的反常行为就可以推断出天气情况，做
一个小小天气预报员，把天气预报给爸爸妈妈或者其他小朋
友。

五、活动总结

教师总结幼儿今天的表现，表扬和鼓励幼儿在活动中表现积
极的幼儿。让幼儿在进行种植活动的同时，感受到科学探索
活动带来的快乐。同时，教师要照顾到那些在活动中比较安
静的幼儿，使其也能在活动结束的时候获得快乐，以培养他
们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附录：能预报雨水的小动物

蚂蚁成群出洞，预示大雨降临。俗话说：“蚂蚁成群，明天
勿晴。”“蚂蚁垒窝全天将雨，”“蚂蚁挡道，大雨即到。
蚂蚁搬家，大雨要下。”雨前，空气中水汽加多，蚁穴变潮，
致使蚂蚁不能安居而离巢穴。

蜻蜓低飞，不是风就是雨。雨前，气压低，昆虫多在低空浮



游，蜻蜓为了觅食。往往在离地二三米处的空中飞行。这是
即将有风雨的征兆。

春夏季节，青蛙叫大声大而密，预示不久就会下雨。谚语说：
“蛤蟆大声叫，必有大雨到。”蛤蟆为两栖动物。雨前气压
低，水汽多，蛙类感觉呼吸不畅就哇哇大叫。

大班科学天气记录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喜欢收集天气信息，萌发幼儿观察天气的兴趣。

2、通过理解故事和争做气象预报员，鼓励幼儿大胆地表达。

活动准备：

1、事先发动幼儿收集“大自然语言”的气象信息：如“蜻蜓
低飞，天要下雨”等气象信息。

2、倒霉的小白马挂图、小白马头饰

3、绘画材料、“小小气象台”舞台一个

活动流程：

故事导入――讨论――我知道的天气信息――小小气象预报
员――延伸活动

活动过程：

1、故事导入：倒霉的`小白马

(1)教师出示小白马头饰，引出故事：有一匹小白马想出门，
它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2)教师有表情地讲述故事。(出示挂图)

(3)提问：小白马打算去草地上玩，遇到了什么倒霉事?为什
么?

小白马打算去看日出，遇到了什么倒霉事?

小白马想去树林里散步，遇到了什么倒霉事?为什么?

(4)幼儿再次完整倾听故事。

2、讨论：故事中告诉我们什么天气信息?

(1)听了故事，故事中有那些关于天气信息的内容，如：晚上
星星多，白天天气热;朝霞映红了天，就会下雨等等。

(2)小白马还可以从哪些地方获得天气方面的信息?

3、我知道的天气信息。

(1)在我们的生活中，你还可以从哪些地方知道天气的信
息?(观察天气、动物;电视、报纸、电脑等)

(2)你收集的是什么信息，能不能把自己知道的气象信息用绘
画表达出来。

(3)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4、小小气象预报员。

(1)那么，我们知道这么多的气象信息，现在，我们就可以和
电视台的气象预报员一样来预报气象。

(2)讨论：怎样预报天气。(教师引导幼儿用好听的语句来表
达，如：乌龟背潮湿，明天下大雨)



(3)学做“小小气象预报员”

5、延伸活动

让幼儿到户外，看看天、花草树木、小蚂蚁等，猜猜明天的
天气，说说自己的理由。

大班科学天气记录教案篇五

1、了解主要天气符号的含义。

2、通过电视等各种途径，关注天气的变化，尝试多种方法记
录天气，用连贯的语言预报天气。

3、了解天气变化与人们生活的关系，学习根据天气天气来增
添衣物。

【活动准备】

图片记录统计表课件(天气预报)

【活动过程】

一、提问引导

孩子们，你们看了昨天晚上的天气预报，谁能来学学。

我们知道天气预报情况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收音机、电视、电脑、手机、广播、报纸、大人听说的)

二、观察天气预报

1、今天，老师也从网上搜出了天气预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月22日滨州多云—3℃~9℃北风2~3级

一起来观察并说一说

2、出示几条天气预报让幼儿来播报并奖励

2月5日博兴晴—2℃~10℃北风2~3级

2月10日山东多云转晴—1℃~10℃西南风2~3级

3、提问并回答

你们知道明天的天气有什么变化吗?

如果是雨天，你们怎么办?

如果是晴天，你们怎么办?

如果台风来临时你会怎么办?

4、遇上特殊天气怎么做

做好准备，保护自己，尽量的少出门。确保自己的身体不受
伤害等。

三、出示天气图片，幼儿认识并且做出回答

晴阴雨雪多云风

晴天穿什么衣服合适;雨天穿什么?雪天穿什么?

四、记录天气

每天都有天气值日生来播报天气，我们怎样不会忘记，把天
气带到我们班里，告诉其它没有听到天气预报的小朋友



呢?(记录)

怎样来记录天气?(让幼儿自由的说说自己的想法并说一下自
己怎样记录)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开始记录天气去(播报天气幼儿记录)
并把记录的天气自己播报一下。提醒：想当播报员学会听也
很重要。

五、气温统计表。

孩子们拿到表格后，把这5天的天气情况记录下来，统计在表
上。

【活动延伸】

孩子们回家后把我们统计的这五天的天气情况播报给爸爸妈
妈听，并且自己记录今晚的天气，明天来播报给小朋友们听
一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