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科学有意思的日历教案及反
思(精选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既然教
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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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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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玩一玩，感知铁丝任意弯折的特性

1、你们想玩吗?怎么玩?玩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2、幼儿在座位上自由结伴弯曲铁丝，教师观察指导。

提问：你把铁丝变成了什么?你是怎么变的?(引导说出扭、折、
弯)并让孩子用肢体表演。音乐(让幼儿听音乐结束造型)

小结：铁丝在我们手里弯一弯、折一折、扭一扭、绕一绕就
变出这么多的东西来，下面铁丝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试一试，让铁丝站起来

1、铁丝说它会站起来，谁来帮它呢?可以用什么帮助呢?

2、请幼儿自由探索借用其他物品让铁丝站起来。说说用的是
什么办法?

展示借助不同物品让铁丝站起来的作品。

3、铁丝给你们提出了一个要求：请能干的小魔术师探索不借
助任何物品让铁丝站起来。



4、幼儿自主操作，通过各种方法给铁丝造型让它立在桌面上。

5、请幼儿把成功的作品放在展示台上，引导幼儿观察讨论：

你变成过了什么?你用什么方法做到的?

为什么有点铁丝站起来摇摇晃晃，有的平平稳稳呢?怎样站得
最稳?

小结：底部要平整，碰到桌面的地方要大一点才行。

6、比一比，谁的本领大。

幼儿选用不同方法，再次尝试让铁丝站得高而且稳。

四、活动延伸：

寻找生活中利用同样的原理使自己站稳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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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小朋友们中午好!

幼：老师中午好!

师：这几个字认识吗?(不认识老师可以标注音节)

幼：搬过来，搬过去。

师：你们搬过东西吗?搬过什么?

幼：我搬过椅子。

我搬过箱子。



我搬过玩具箱。

我搬过家。

师：用什么来搬的?

幼：用手。

用头(顶)。

用脚。

师：好，我们来听听故事。

二：欣赏故事，玩玩游戏

1、欣赏故事

幼：住在长颈鹿家，因为长颈鹿高一些。

师：好，看看他们商量的结果，住在谁家?

(出示鳄鱼的房子)

幼：鳄鱼家

师：哦，他们商量了住在鳄鱼家，长颈鹿小姐有好多东西要
搬呢，你们愿意帮他们吗?

幼：愿意!

师：你们看，这是什么?

幼：盒子。



师：一样吗?

幼：不一样有大盒子，中盒子，小盒子。

师：有多少个呢?你们过来数数看

幼：9个

幼：2468

9师：他刚才是2个2个数的，有谁能3个3个的数?

幼：369

师：马上要做小学生的朋友了，数数的方法肯定很多，刚才
你们每人搬几个?

幼：1个

师：搬了几次?

幼：1次相亲相爱的长颈鹿小姐和鳄鱼先生想快点把家搬好，
谁能帮他们?

(幼儿单独搬，一幼儿一次搬2个，叠放，一幼儿一次搬5个)

师：看看别人的，对你有帮助的

师：哦，这样两次就搬完了

师：谁能一次就把盒子搬完?

(一幼儿尝试，结果弄翻了)

师：想想怎样才最安全?



幼：要大中小的排列(一男孩去，不能解决)

师：好，这位妹妹在这里等得很安静的，你来帮帮他

师：哦，果然两个人在一起办法就多些

师：好，看看他们是怎么放的

幼：大的在下面，中等的在中间，最小的在下面

师：好，看看这样的办法行不行(一幼儿搬，有一幼儿说：别
倒啊，小心点)

师：哦，成功了(掌声)

师：这就是你们刚才想的叠加的办法，谢谢你，谁还有别的
办法?

(一幼儿打开盒子)(掌声)

师：他把盒子打开干嘛呢(小盒放进中盒，中盒放进大盒，放
好了搬)

师：没刚才那么高了，这样就安全了，是吗

师：把小盒放进中盒，把中盒放进大盒，这就是你们想的套
装的方法

幼：平时爸爸搬桌子就会喊我，我个子矮

幼：克服困难

幼：有句话说得好，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师：他们的生活遇到了困难，会想什么办法呢



幼：搬到长颈鹿家去

幼：鳄鱼搬个梯子住到屋顶上

幼：各住各的

师：他们还真跟你们想到一块去了，这次还有爱运动的鳄鱼
先生有很多东西，们能不用手把这些球搬过去吗来，一人拿
一个球，不用手(放嘴里，夹在手臂里)

师：刚刚你们用了什么方法

师：可是，放嘴里有点脏呢，能用别的方法吗

幼：用胳膊

幼：用膝盖夹

幼：放肚子上，弯着腰夹过去

幼：用脚轻轻的踢过去

幼：用脚尖夹住慢慢跳过去

师：哥哥学会等一等，你又想到什么办法

幼：还可以用衣服夹

师：长颈鹿小姐和鳄鱼先生的生活又遇到了困难，当他们想
共进晚餐的时候，桌子太高，鳄鱼先生够不着，上卫生间的
时候，马桶太大，他们又开始想办法了，他们有了一个伟大
的计划，他们在门口挖呀，凿呀，终于建好了属于他们的新
家。走，我们一起去参观他们的新家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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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观察比较，认识并说出球体的主要特征。

2、能找出并说出生活中与球体相似的一些物品。

圆纸片、乒乓球各40各;橡皮泥40块;圆柱体积木、光盘、小
球、弹珠、瓶盖若干。

一、通过对比发现球体可向任何方向滚动。

1、 小朋友你们来看，这是什么?(圆片)今天老师给每个小朋
友准备了一张小圆片，你来玩玩这些小圆片，但在玩的过程
中不能让圆片离开桌面，一会我请小朋友来说一说你是怎么
玩的。

2、幼儿自由操作。

3、 你是怎样玩的?(转着玩的、滚着玩的)怎样滚着玩?(立起
来滚)谁和她的玩法是一样的?"把小圆片立起来他可以朝哪些
方向滚动?(前后，一个方向和与这个方向相反的方向)只能朝
一个方向和与这个方向相反的方向滚，如果不离起来会不会
滚?(不会)师总结：把小圆片立起来他可以朝一个方向和与这
个方向相反的方向滚动。

4、 出示乒乓球：这是什么?他可以向哪些方向滚呢?我也给
每个小朋友准备了一个乒乓球，你来试试，看看乒乓球可以
朝哪些方向滚。

幼儿操作：谁来说说，乒乓球可以朝哪些方向滚动?

师总结：乒乓球及可以朝前滚朝后滚，还可以转着滚，他可
以向任何一个方向滚动。



二、比较乒乓球和圆片，指导球体不管从那一面看都是圆的。

师总结：圆片摸上去扁扁的平平的，所以在摸的时候有一条
楞，乒乓球摸上去鼓鼓的，握住两只手就会撑起来。

2、从不同的角度看乒乓球和圆片在形状上有什么不一样。

师总结：圆片看上去有两面是圆的，但也能看到一条直线，
乒乓球从不用的方向看都是圆形的。

师总结：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像乒乓球这样会朝任何方向滚
动，摸起来鼓鼓的，不管从哪个方向看都是圆形的物体是球
体。

三、联系生活找出并说出生活中与球体相似的一些物体。

2、老师也找了一个，是球体吗?为什么不是球体?

3、你在生活中还见过哪些东西像球体?

四、幼儿操作：制作球体刚才玩具公司的老板给老师都打来
电话，他要生产一批玩具，他想请小朋友帮忙制作一批球体，
请你用橡皮泥来做一做吧。

《指南》之科学领域中强调“在尊重儿童认知发展的前提下
开展数学教育”，对孩子而言行动和经验是学习数学的最佳
手段。本次数学活动是通过孩子的操作，让孩子逐步理解扁
圆形和球体的不同，从而认识球体;在此基础上，又通过分类、
讲讲生活中的事物，扩展了孩子的思维;最后，通过寻找不同
类使活动进入高潮。 在整个活动中，我尊重每位幼儿的人格，
让孩子和我处于平等的地位，让他们尽可能发表自己的意见、
看法。尽管我的语言中不乏信息和技能的讲解传递，但最主
要还是一些试探性的提问和商谈式的建议，目的是为了引出
幼儿自己的探索和表达，而不是制造和控制幼儿的行为。所



以不管是传递、示范还是提问，其目的都在于为幼儿的主动
探究和表达创造积极的条件，营造良好的情绪。

每个活动总有不足之处，在孩子滚动小球时，有的滚到了地
上，于是孩子们高兴地满地跑，现场一时比较骚乱，最后虽
然安静下来但显然孩子们还不尽兴，所以我设想，如果能将
这节课改成室外课，让孩子们玩各种球类物及扁圆的物体，
如体育球类，轮胎，油桶，滚环及各种圆柱体物体，或类似
球体的东西，孩子充分的感受之后，积累的经验会更加扎实
有效，只不过这样需要教师有较强的控制活动的应对能力和
张力，值得尝试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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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水的重要性

1、了解水的相关知识，特别是水资源对人类生活起着重要的
作用，我们应当一起来珍惜所剩不多的水资源。

2、隐性目标：提高保护水资源的意识，养成节约水源的好习
惯。

让学生了解到水对人类生活的'重要作用。

1、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地方需要用到水呢？

2、水有哪些作用？

3、认识沙漠里的植物及动物。

4、为什么说水是生命呢？

教师小结：常言道：鱼儿离不开水。实际上，人更离不开水，
地球的所有生命都离不开水。人如果不喝水，一个星期就会



死亡。动物没有水喝，不能生存，植物没有水，就会枯死。

第二课地球上的水从哪里来？

一、导入

播放从太空中看地球的图片。

（有人说，我们的地球应当叫水球。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
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有水，而且71%的表面积被水覆盖。在
宇航员看来，地球是一个蓝色的星球，地球上绚丽多彩的生
命世界如果离开了水将不复存在。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不是产
生于大江大河：古代埃及位于北非尼罗河流域，古代巴比伦
位于西亚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古代印度位于
南亚印度河流域，古代中国位于东亚黄河流域。可以说没有
水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人类文明。

二、探究

1、师：地球上的水虽然很多，但淡水资源只有百分之二点七，
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主要指地表水。

学生汇报，教师补充资料。

这节课也体现了教师深厚的教学功底。从一个个富有感情的
导语过渡语的设计，巧妙地把一个个环节串在一起，紧紧引
领学生从一字一词来深深地品味与感悟。同时教师的许多教
学环节让人耳目一新。如走进下雨天的村庄一环中，让学生
把自己当作孩子中的一个，让他们冲进雨中，想象你会怎么
样。此时老师作为记者来采访学生，在师生的一问一答中，
让学生自然地由“得水之乐”体会到了“缺水之苦”。以教
师采访的形式带动教学环节的有序进行，真正做到了教学无
痕。另一个有同样之巧妙的是在第五节的教学中，教师让学
生闭上眼睛，在教师的朗读中想象，体会一瓢水带来的快乐，



然后用一个字、一个词告诉老师此时的感受，然后让学生带
着感情把句子读出来，读出自己的感受，真正做到了教学无
痕。

大班科学有意思的日历教案及反思篇五

1、初步了解气象于人们生活的关系。

2、学习通过观察天气和温度计做气象记录。

3、有探究气象变化的兴趣个求知欲。

1、提醒幼儿注意近期的天气，能经常听天气预报。

2、纸、笔、幼儿画册第三册p333、天气预报的录像。

1、启发幼儿将自己了解到的近期天气变化情况告诉大家。

2、观看一周天气预报录像。了解一周的天气变化情况。

为什么我们每天要看或听天气预报？

3、学看温度计。

提出问题：人们是用什么方法知道每天不同的气温的？

提供气温表，教幼儿测量活动室内外地气温。

教师根据幼儿报的气温用图示或实物投影仪进行演示。

4、学习记气象记录。

幼儿分组讨论用什么方法将看到的、听到的天气变化记录下
来、学习用图表的形式将观看一周天气预报记录下来。



附：图表

《做气象记录》他主要是让幼儿通过学习观察天气和温度计
来做气象记录。想要给每个小朋友准备个温度计来进行操作
好象不能实现，于是我就将这篇教案来个大整容。

教案涉及到“北京、南京、上海、杭州”这四个地方，小朋
友人不认识这四处地名啊？”“当时候我来给孩子丰富一下，
花点时间让孩子认识一下这四个地名就可以了吧！大班了孩
子的认知能力还是可以的。”我放心地说道让她不用担心这
个。想来想去总认为有点简单，上的时候不要一会儿就上完
了，于是我又选择了几个气象标志，如果真的一会儿就上好，
可以让小朋友认识一些其他的气象标志来充实一下课堂的内
容。

星期五上午展开了实际行动。活动一开始，ppt天气预报录像
的导入，吸引了所有孩子的眼球，孩子们对这个活动的内容
看来还是感兴趣的。当我问到：“为什么要听天气预报
呢？”孩子们各抒己见，争着表达自己的观点。接下来的环
节应验了一句话，“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我觉得这堂课
的最大不足之处是我让幼儿记录的天气地方太多了。因为小
朋友们有的还是不认识这四处地名，他们不知道城市与表格
的对号入座。虽然我在记录前先示范一下记录北京的天气，
其他三个城市让小朋友们记录，但是有的小朋友还是没有对
起来。我觉得如果每个地名上分别标上1、2、3、4，那效果
一定会比现在好的多，或是以图片展示，让幼儿看图片记录
会更好。

另外，幼儿的注意没有成人注意的长，他们听了天气就不会
去听温度，听了温度就忘了天气。所以在记录的时候有的小
朋友喊到我没听到天气，有的小朋友喊到我没有听到温度，
非常乱。这也关系到视频展示时的时间太快，孩子一下子不
能全都记住。因为小朋友记录这一环节超时所以导致下一个
环节不能按计划进行，最终还是无法把“山羊老师”请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