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水滴幼儿教案(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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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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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水滴幼儿教案篇一

1、知道我们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在世界的东方，在
太平洋的西岸，我们的首都是北京。

2、了解我们的祖国有着世界最高的山脉、最长的城墙、最宽
的广场。

3、能大胆的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
豪。

4、能在集体面前大胆发言，积极想象，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5、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1、课件ppt“蒲公英旅行记”。

2、《幼儿画册》

一、谜语导入，激发幼儿兴趣。

1、猜谜语

师：“有一种花，毛茸茸的，风一吹就像一个个小降落伞到
处飞呀飞，到祖国各地去旅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花吗?”

2、播放ppt，出示蒲公英图片，引导幼儿描述蒲公英的特



征。(毛茸茸、轻飘飘，像小降落伞)

二、欣赏故事，初步理解内容。

1、教师完整讲述故事，请幼儿倾听。

师：老师要给你们讲一个蒲公英出去旅行的故事。你们想不
想知道蒲公英去了哪些地方旅行呀?那么就竖起我们的小耳朵，
仔细的听听看它到底去了哪些地方。

2、提问帮助幼儿回忆故事内容。

(1)蒲公英的家在哪儿?

(2)蒲公英的家有哪些很了不起的地方呢?(用手做动作引导幼
儿说有最大的海洋、最高的山脉、最长的城墙、最宽的广场。
)

3、播放ppt，教师再次讲述故事，请幼儿欣赏。

师：我们再来听一听故事，边听边看，说说蒲公英的家有哪
些了不起的地方。

4、再次回忆故事内容，帮助幼儿理解世界上三“最”。

(1)仙女在送蒲公英回家的时候带着它去了哪些地方旅行了
呢?你们想不想一起去看看蒲公英和仙女旅行过的地方呀?(播
放太平洋、喜马拉雅山、万里长城和天安门广场的图片，请
幼儿说说他们看到的图片是什么样子的)

(3)播放ppt，出示北京在中国地图中的位置，向幼儿介绍北京
是中国的首都，是很重要的地方。

三、阅读故事，了解祖国。



1、请幼儿看《幼儿画册》上第16页的画面，边看边复述世界三
“最”。

2、引导幼儿交流。了解了我们的祖国以后，觉得自己作为中
国人有什么感受?

幼儿对事物的'认识具有形象性、具体性的特点，喜欢直接参
与尝试，对操作体验型的活动尤为感兴趣。本次科学活动正
符合了孩子们好动手、喜探究的心理特点。活动的目的是培
养幼儿动手操作、主动活动的兴趣和创造意识。材料的提供
上既注意材料的平常性，又充分注意了材料的层次性、开放
性，幼儿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方法，主动探索，
体验成功的快乐。

小水滴幼儿教案篇二

1、欣赏科学童话《小水滴旅行记》，理解故事内容，了解水
的循环过程。

2、根据故事内容，尝试用简单的图形表现出小水滴旅行的过
程。

3、乐意参与小水滴游戏活动。

4、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5、增强思维的灵活性。

幼儿用书人手一册，实物展示仪一台，电视机;白纸、蜡笔每
人一份。

一、通过谜语，引出小水滴。

二、欣赏科学童话《小水滴旅行记》，初步了解故事内容。



1、你们知道小水滴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吗?

2、教师讲述故事，提问：请你说说，故事里说了些什么?

三、教师引导幼儿边看书，边听教师讲故事。

1、通过提问，使幼儿进一步了解故事内容。

(1)这是一篇科学童话故事，请你说说故事里有谁?

(2)小水滴从哪里来?流到哪些地方?后来又到哪里去了?

(3)小水滴在大海里，高兴吗?后来小水滴变成了什么?

3、幼儿自主的阅读童话故事《小水滴旅行记》。

四、启发幼儿用绘画的形式记录小水滴旅行的过程。

2、幼儿在纸上进行绘画记录小水滴旅行的过程。教师个别指
导。

3、展示幼儿的记录材料，放在实物展示仪上，让大家互相交
流，讲述小水滴旅行的过程。

五、游戏活动：太阳和小水滴。

《小水滴旅行记》是一个科学活动，孩子们对水又特别感兴
趣，我们说自然界中的水有液态、气态和固态三种状态，在
一定条件下它们又可以相互变化和循环的。处于探索期的幼
儿，对水是熟悉的，但对水的三态变化却不能很好的认识与
理解，通过这个活动，主要是让幼儿在故事中掌握水与水蒸
气互变的道理。在课前我作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为了给
孩子带来更直观的感受，我从网上找了一些这个活动的ppt和
动画课件，还制作了小水滴的图片。



活动一开始，我出示了小水滴的形象，通过小水滴的可爱形
象来吸引幼儿对活动的兴趣。接着，我给出一个问题：“小
水滴想去旅行，它怎么去呢?”小朋友想出了好多好多的办法，
有的说它们可以插上一对翅膀，有的说可以把它们可以装在
一个透明的袋子里，还有的说可以让小鸟来帮助它们，有经
验的孩子也竟然说出了可以变成水蒸气，对于这些答案我也
没有马上予以肯定和否定，给孩子们一个尽情想象的空间后，
我开始给孩子们边看课件边讲述故事，他们听得可认真了。

我采用的是分段讲述的方式，给孩子们讲述了水的三态变化
的全过程。为了帮助孩子理解和记忆，在每一段讲述过后，
我都进行提问，在提问时采取了个人和集体两种形式来回答
所问的问题，这样点和面的.回答使孩子都能较好地参与到活
动中来。孩子们在提问的帮助下，不断地回忆故事的内容，
并且用语言进行表述，这使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得到了提
高。通过分段讲述，不断提问的层层递进，牢牢吸引住了孩
子的注意力，同时也激发了孩子听科学故事的积极性，最后
从故事中得出科学结论。

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为了增加孩子的积极性，我和孩子们
玩了一个小游戏，我让孩子想像自己就是一颗小水滴，在太
阳公公与风爷爷的帮助下，自己的身体有了不同的变化，引
导孩子运用自己的身体来表现小水滴旅行的过程，并用语言
来模仿故事中角色的对话。这一环节下来孩子们的主动性不
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对故事的内容也有了深刻的理解，即
感受到了活动带来的快乐，又增长了自己的知识面。

通过这节课的设计，我也找到了一些有效的方式方法，如：
要针对幼儿的年龄特点，选择幼儿最喜欢的游戏参与其中，
幼儿学习的积极性才会更高。所以只要老师善于引导，善于
抓住孩子的心理，那么孩子学得才会更起劲，知识掌握得也
会更牢固。



小水滴幼儿教案篇三

1、在看看、说说、想想中，理解小水滴变化的各种形
态。(雨、雪、霜、雾)

2、感受诗歌语言的有趣，体验探究水的乐趣。

3、学会有感情地朗诵诗歌，大胆参与讨论。

4、萌发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5、引导幼儿在诗歌中学习，感悟生活。

1、ppt课件：水到水蒸气、云、雨、雪、霜、雾、露水的循环
图

2、诗歌录音

一、开始部分：

说说对水的认识

师：今天我想和你们一起聊聊水，因为水是生命之源，世界
万物都离不开水。

你看到的水是什么样的?

小结：水是透明的，是无色无味的。

二、基本部分：

1、观看ppt课件，了解水的不同形态。

(1)师：我还知道水是魔术师，会变来变去，看看它会变成什



么呢?

(2)你看明白了吗?小水滴变成了什么了呢?

小结：水有不同的'形态：云、雪是固态的水，雨、露水是液
态的水，雾是气态的水。

2、欣赏诗歌《小水滴》，感受诗歌语言的有趣。

小水滴为了让你们记得它的不同形态，还跑到了诗歌里，让
我们一起听听。

(1)如果小水滴是个小朋友，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2)诗歌里的哪一句说小水滴是淘气的?

(3)小水滴变成了哪些形态?是怎么变的?

(4)谁帮助它变成云彩的?又怎样变作大雨?

(5)什么时候会变成雪花?为什么?

(6)小水滴还会变成什么?

3、引导幼儿运用肢体语言理解、记忆诗歌内容

(1)你能用哪些动作表现这个淘气的小水滴?

(2)集体朗诵诗歌。

(3)分组朗诵诗歌

三、结束部分：

音乐：大雨和小雨



小水滴今天好高兴，它还邀请我们一起跳个舞。看看这次的
小水滴淘气地变成了什么呢?

听音乐边唱歌边跳舞“大雨和小雨”。

在培养幼儿的语言时，要把握每个幼儿的实际，掌握幼儿学
习语言的规律，有计划地进行培养和训练，让幼儿多看、多
听、多说、多练，培养良好的语言习惯，创设良好的语言环
境，那么，幼儿的语言一定会健康的发展。

小水滴幼儿教案篇四

1、理解画面内容，大胆用语言表述画面的意境。

2、大胆想象、创编作品，理解雨水与环境以及人们生活的关
系。

1、挂图第6号。

2、幼儿曾经看过下雨时的情景。

1、幼儿两手食指分开，慢慢抖动手指从上往下落。

2、教师和幼儿一起边念儿歌边做动作、两只小手做雨点，雨
点从天空落下来，淅沥沥，淅沥沥。两只小手做雨伞，小伞
小伞遮住我，哗啦啦、哗啦啦。两只小手做小船，雨点落在
船浆上，小船开进大海里。

1、逐幅出示挂图，说说自己看到的内容，并根据画面内容讲
述小雨滴到了哪些地方?

3、引导幼儿学习用不同的动词，如、滚、跳、溅、躲等，描
述雨滴落在不同地方的调皮情形。



1、小雨滴还会到哪里去呢?又做了哪些调皮的事?

2、引导幼儿结合生活中的经验进行创作(如、小雨滴落在竹
竿上，把妈妈晾的衣服淋湿了;小雨滴落在花朵上，花朵更漂
亮了)。

幼儿的思维是形象性思维，因此直观具体的情境感知更能引
起幼儿的兴趣。我们知道，散文诗所承载的很多信息，不是
靠老师直接告诉幼儿或理性的讲解，而是要让幼儿在情境中
去倾听、感受、体会。因此我创设了一个有音乐、有画面、
有朗诵的动感情境，把幼儿带入散文的意境中，通过课件中
一个画面一个画面的.切换,以开放式、启发式的提问，引导
幼儿把观察到的小雨滴的顽皮形象用语言表现出来，从而理
解动词、跳、落、挤、滚、溅、躲等。再通过老师的配乐诗
朗诵，激发幼儿朗诵诗歌的愿望，通过提问、你喜欢诗歌中
的哪一句，为什么?使幼儿更深入的理解散文，感受散文中优
美的语句，体验散文的优美意境。

小水滴幼儿教案篇五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故事中小水滴旅行的原因及过程。

2.对小水滴的变化过程产生探究兴趣。

纸、画笔、《小水滴旅行记》教学挂图、教师教学资源。

1.提出旅行的问题，引出故事。

提问：你们喜欢旅行吗?如果小水滴想去天上旅行，怎么去
呢?

2.利用教学挂图或教师教学资源讲述故事，帮助幼儿了解小
水滴旅行的原因及过程。



在很高的地方，小水滴觉得很冷，他们怎么样了?又变成了什
么?

很多小水滴在天上飘来飘去，变成了什么?

几个小水滴抱成一团变成了什么?

3.游戏：小水滴去旅行。进一步感受小水滴旅行的过程。

教师告诉幼儿，地上的长条曲线就是小水滴的家——小河。
请幼儿扮演小水滴跳进小河里。

教师边讲故事，幼儿边念：“我是一滴小水滴，邀请太阳来
帮忙，照得浑身暖洋洋，快快带我到天上。”幼儿将自己想
象成小水滴，根据教师讲述的故事顺序表演小水滴旅行的过
程，教师注意引导幼儿用肢体动作表现出小水滴旅行发生变
化时的状态。

4.启发幼儿用自己的方式画出小水滴的旅行路线。

1.可以请幼儿活动后观看幼儿学习资源4第32～33页，巩固对
小水滴旅行过程的认识。

2.可以引导幼儿在科学区玩“抓住小水滴”的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