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神奇的纸桥教案反思与反思(汇总5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
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班神奇的纸桥教案反思与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感知海绵的轻软、能变形、吸水的特性。

2、乐意参加探索活动，愿意大胆猜想并实验。

【活动准备】

1、海绵、纽纽棒若干，海绵做成的毛毛虫一只。

2、活中的海绵制品若干。

【活动过程】

一、出示海绵宝宝，引起探究兴趣。

师：老师带来了一个朋友，看看是谁?(海绵宝宝)

二、玩海绵，感知海绵的.特性。

1、和海绵宝宝握握手，抱一抱，初步感知海绵的轻、软的特
性。

2、第一次探索。(玩海绵)



(1)幼儿自由探索，教师观察指导。

(2)集体交流。

师：刚才你用什么方法和海绵玩的?你玩的时候有什么发现?

3、第二次探索。(海绵变形)

(1)幼儿自由探索。

(2)集体交流。

师：你把海绵变成了什么?用什么方法变的?

小结：我们能把海绵变成各种形状，但只要一松手，它就又
变回原来的样子，真神奇。

4、变毛毛虫。

(1)出示海绵变的毛毛虫(辅助材料：纽纽棒)，引起幼儿兴趣。

(2)幼儿动手操作，把海绵变成毛毛虫。

(3)和毛毛虫玩一玩。

三、参观海绵展览馆，了解海绵在生活中的用处。

【教学反思】

一、从兴趣出发，联系生活进行选材。

海绵在我们生活中是常见、常用的材料，孩子们对此既熟悉
又陌生，虽常见常用，但是对于海绵的特性却不了解，因此，
本次活动我们选择了“海绵”作为活动题材。活动一开始以
动画片《海绵宝宝》中“海绵宝宝”作为导入，带领孩子们



走进海绵世界。由于这个动画片是幼儿感兴趣的，它的出现
使幼儿的注意力集中，很自然地进入下一环节。

二、以“幼儿探索操作”贯穿始终。

整个教学活动中，我始终以幼儿为主体，自己作为一个引导
者，引导孩子们与海绵宝宝“玩一玩”、“变一变”，让他
们用完整的简单句表述自己的发现，符合《纲要》中指出
的“鼓励幼儿用多种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探索过程和结果”。
同时，我还为幼儿提供观察、操作的机会，鼓励幼儿动手动
脑大胆地去探索并发现海绵的特性。

三、结合并运用于实际生活。

活动的最后环节，通过参观“海绵展览馆”，不仅巩固了所
学的知识，而且还将知识真正地运用到实际生活之中。

小班神奇的纸桥教案反思与反思篇二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有利于教学
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来参考自己需要的教
案吧！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幼儿园小班科学公开课教案
《神奇的太阳镜》含反思，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运用太阳镜感知周围事物的'变化。

2．激发幼儿积极探索的兴趣

3．充分体验“科学就在身边”，产生在生活中发现、探索和
交流的兴趣。

4．能在情景中，通过实验完成对简单科学现象的探索和认知，
乐于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所发现的结果。



各色儿童太阳镜，成人太阳镜，各色玻璃纸，纸制镜框，双
面胶

1．讲一讲太阳镜的作用。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都戴上了
太阳镜，太阳镜有什么用呀？

2．示范正确的戴法。（教师可以故意戴错，请幼儿纠正正确
的戴法：两只弯弯的钩是挂在耳朵上的。还可以引导幼儿打
开眼镜和收起时的方法，轻拿轻放，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3．幼儿选眼镜。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一款太阳镜戴上

戴着太阳镜去旅游。教师带领幼儿一起到各个地方去走一走，
看一看。感受戴上太阳镜后不同的变化。探索过程中和幼儿
个别指导交流。

你带上眼镜后有什么发现？

原来太阳眼镜可以把周围的东西变成和它一样的颜色呀。
（诗歌出示）"我带上了红色的太阳镜，小草变成了红色，小
亭子变成了红色……，老师的脸变成了红色，一切都变成了
红色，太阳镜呀真好玩。请幼儿用诗歌的语言表述自己戴上
太阳镜的发现。

1、呀！怎么你的太阳镜和我们的不一样呀？引导孩子和同伴
交流太阳镜的不同。（颜色多样：红、黄、蓝、绿、紫、咖
啡等；款式不同：正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小动
物造型；大小不同：成人的和儿童的）

2、交换太阳镜再探索，和好朋友交换不一样的太阳镜，我们
再去旅游了！

自制太阳镜。教师做好的框架，请幼儿用透明彩色玻璃制粘
贴镜片。



一次科学活动的开始，应该来自幼儿已有的经验，一次科学
活动的结束，并不是真正的结束，应使幼儿有进一步的探索
可能，成为获取经验的开始。幼儿是学习的主人，所以我们
老师要尽其所有、创设各种学习环境，让幼儿能够用眼看、
用耳听、用嘴说、用脑思考，全身心地积极地投入到探究中
去，给幼儿自由展现的空间。让幼儿在游戏中、快乐中获得
知识，学得经验。

小班神奇的纸桥教案反思与反思篇三

目标：

1、引导幼儿积极探索，主动思考问题。

2、引导幼儿感知球的主要特性：弹跳、能滚动、在水中会浮
起来。

3、培养幼儿的尝试精神。

4、培养幼儿与他人分享合作的社会品质及关心他人的情感。

准备：

皮球若干，场地、一盆水、废报纸、布、毛巾、木块、橡皮
泥等。

过程：

二、反互探索，感知球的.基本特征

1、第一次自由探索

师：老师给小朋友们准备了许多的球，请你们每人拿一个球
去试一下吧。



让幼儿自由的探索

提问：你发现了什么?

2、第二次有目的的探索

师：刚才小朋友们都用球进行了实验，现在谁来告诉老师你
都发现了些什么?

(让幼儿进行讨论，并回答老师的问题)

师：现在请小朋友来回答老师的问题，把球宝宝放到水里，
它会怎么样呢?(它就会浮在水面上)把球放在地上用手拍打，
球宝宝又会怎么样呢?(会向上弹起来)现在让老师和小朋友一
起来做游戏，进行观察吧!

(1)、把球放到水中，观察球是否浮在水面上，和其它实心物
体比较，感知球是空心的，所以能浮在水面上。

(2)、让幼儿在地上拍球，球会弹跳起来，感知球有弹性，所
以能跳起来，学习名词“弹性”

(3)让幼儿把球放在不同物体上向前滚，比一比哪一个球能滚
得更远?感知球滚动的快慢和地面有关。

3、小结

师：小朋友们真能干，都开动脑筋和老师一起想!现在小朋友
们都知道了，球在水里水浮在水面上、用手拍一拍拍就会向
上跳起来，还会向前后左右不同的地方滚动。

延伸

活动反思：



球是幼儿在日常活动中经常接触，喜欢玩的玩具。我在组织
幼儿玩球的过程中，发现孩子们对于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好
奇，使孩子们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地学习，进一步激发幼儿探
索的兴趣，萌发爱科学的情感。

小班神奇的纸桥教案反思与反思篇四

小班科学优秀教案《球宝宝真神奇》(附反思)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积极探索，主动思考问题。

2、引导幼儿感知球的主要特性：弹跳、能滚动、在水中会浮
起来。

3、体验活动的乐趣。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激发幼儿乐于探索科学实验的乐趣。

活动准备：

皮球若干，场地、一盆水、废报纸、布、毛巾、木块、橡皮
泥等。

活动过程：

二、反互探索，感知球的基本特征

1、第一次自由探索

师：老师给小朋友们准备了许多的球，请你们每人拿一个球
去试一下吧。让幼儿自由的探索



提问：你发现了什么？

2、第二次有目的的探索

师：刚才小朋友们都用球进行了实验，现在谁来告诉老师你
都发现了些什么？（让幼儿进行讨论，并回答老师的问题）

师：现在请小朋友来回答老师的问题，把球宝宝放到水里，
它会怎么样呢？（它就会浮在水面上）

把球放在地上用手拍打，球宝宝又会怎么样呢？（会向上弹
起来）

现在让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来做游戏，进行观察吧！

（1）、把球放到水中，观察球是否浮在水面上，和其它实心
物体比较，感知球是空心的，所以能浮在水面上。

（2）、让幼儿在地上拍球，球会弹跳起来，感知球有弹性，
所以能跳起来，学习名词“弹性”

（3）、让幼儿把球放在不同物体上向前滚，比一比哪一个球
能滚得更远？感知球滚动的快慢和地面有关。

3、小结

师：小朋友们真能干，都开动脑筋和老师一起想！现在小朋
友们都知道了，球在水里水浮在水面上、用手拍一拍拍就会
向上跳起来，还会向前后左右不同的地方滚动。

活动延伸：

活动反思：

球是幼儿在日常活动中经常接触，喜欢玩的玩具。我在组织



幼儿玩球的过程中，发现孩子们对于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好
奇，使孩子们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地学习，进一步激发幼儿探
索的兴趣，萌发爱科学的情感。

小班神奇的纸桥教案反思与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愿意与同伴一起游戏，体验游戏的快乐。

2.每天都能高高兴兴上幼儿园。

3.认识各种物品，并能完整说出：我拿的是xx。

活动准备：

魔术袋一个，小手巾一条，各种物品数个。

活动过程：

1.老师出示小星星魔术袋，介绍魔术袋的来历，引起幼儿的
兴趣;

2.让幼儿观察魔术袋，然后拿出小手巾，将小手巾放入袋中，
打开魔术袋，小手巾不见了。让幼儿再轮流看看魔术袋中有
没有小手巾，引起幼儿的好奇。

3.老师念咒语，“小星星，亮晶晶，小手巾，亮一亮，快出
现，快出现，1，2，3!”，老师从魔术袋的暗格中拿出小手
巾。

4.重复一次，此时鼓励幼儿与老师一同念咒语可以引导幼儿
念出身边的玩具，然后老师悄悄从暗格中拿出孩子说出的玩
具放入袋中，请出一位幼儿从魔术袋中拿出玩具，并能完整



说出：我拿的`是xx。

5.若时间充分可再继续游戏，可拿出幼儿熟悉的玩具或物品，
如小汽车，小娃娃放入袋中，由幼儿自己念咒语，自己拿出
物品，并能完整说出：我拿的是xx。

活动反思：

大家在一起玩游戏的时候，我会让他们来观察小朋友，让他
们与老师示范动作，让他们感受到都是老师的好宝宝。孩子
的教育不光是在幼儿园教育，家庭教育也非常重要。孩子和
家里人之间的亲和力比较强，易沟通，放学的时候我会与家
长沟通，让家长与孩子交谈，关于幼儿园的事情，询问一下
他们与其他小朋友的相处关系及其他们的点滴琐事，让他们
喜欢说话善于交流。

幼儿之间的互动也逐渐频繁了，要充分利用幼儿的互相帮助、
互相学习的契机，引导幼儿乐于交往，会交往，促进幼儿社
会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