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科学教案含反思(精选7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怎样
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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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科学教案含反思篇一

本节课通过出示图片及观看课件，让小朋友认识了几种动物，
这样激发幼儿课堂兴趣，并了解到每一种小动物的尾巴都是
有作用的，而且不同的小动物其尾巴的作用是不同的，更不
能没有尾巴。小朋友听得很认真，课堂兴致很高。

在为小动物找尾巴这一环节中不是会都能做好。既有一定的
动手能力深透到里，也有对第一部分老师告诉他们知识的记
忆体现。动手能力差的及没有仔细观察的幼儿，就较难正确
完成这个作业。不过在老师的`巡回指导与启示下。孩子都完
成了。这样既鼓励幼儿大胆动手操作，又增强了幼儿的自信
心。让幼儿感觉自己也不错。在游戏中让幼儿感到科学课的
趣味性，也可以发展孩子个性的空间。游戏中力争照顾每位，
让孩子都有机会参与。教室里充满了欢乐。愉快的气氛。

最后，活动延伸把孩子带进无限的思考，让孩子带着诸多的
思考去观察自然界动物的特征。了解它们的特性。但也有不
足之处，在探索操作过程中，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扩散以
外的动物，我的知识面也不够广，今后要加强知识能力方面
的修养。

小班科学教案含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教幼儿知道小动物的外形特征和生活习性。激发幼儿爱护



动物的情感。

2、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和口语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1、组织幼儿进行课前对小动物的观察、探索和关爱活动。

2、投影设备、动物图片、动物背景图纸每人一张、彩笔、音
带、彩色短绸带若干。

活动过程：

一、诗画绝妙挥笔潇洒

教师诗画小狗，激发幼儿的兴趣，引入主题：

竖耳朵，摇尾巴，

鼻子灵敏顶呱呱，

看大门儿是专家，

朋友个个都爱它。

二、客人寻友主题形成

1、另一教师扮演小狗比比客人来到小二班寻找朋友，通过说
儿歌、作诗画、猜谜、表演、歌唱等形式让幼儿猜出自己的
朋友是谁。

2、教师引导幼儿讲述每一种小动物的特点及生活习性。

3、给幼儿及时的鼓励和表扬。



(1)由比比客人朗诵儿歌引出自己的朋友。dd小兔

小动物，耳朵长，

红眼睛，白衣裳，

前腿短，后腿长，

爱跑爱跳本领强。

(2)由比比客人作诗画引导幼儿说出自己的朋友。dd小乌龟

它的胆子真正小，

出门先向四面瞧，

碰到危险把头缩，

躲进硬壳静悄悄。

(3)通过猜谜语引导幼儿猜出自己的朋友。dd小猫

三角耳朵胡子翘，

唱起歌来喵喵叫，

白天就爱睡大觉，

老鼠见他吓的逃。

(5)通过歌表演引出自己的朋友。dd老牛

三、热情帮助寻找尾巴

1、请幼儿帮助小动物找到自己的尾巴，进行一一对应连线，



让幼儿感受成功操作的愉悦感。

2、教师巡回指导。

四、游戏激趣快乐无限

听音乐玩《找尾巴》的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总结分享请幼儿说说什么样的尾巴最容易被人抓住，什么样
的尾巴不容易被人抓住。

活动评价：

1、帮助幼儿认知动物的习性和特点

2、让幼儿感受集体游戏的乐趣

活动反思：

观察能力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比较持久的感知活动，是
知觉的最高形式。观察是积累知识的起点，又是科学发现的
开端，任何学习、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都始于
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精细观察。

小班科学教案含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认识自己的物品标记，能用对应的方法找到存放自己物品
的位置。

2、能区分自己与别人的物品，知道要用自己的杯子喝水，用
自己的毛巾擦手。

活动准备：



1、实物图标若干张。

2、活动前已让幼儿选择过自己喜爱的图标，教师在其中的一
张上写好幼儿的姓名，将该套图标中剩下的几张分别贴到茶
杯橱、毛巾架等处。

活动过程：

一、认图标。

出示插有实物图标的纸板，让幼儿回忆自己选择的图标，并
在纸板上指认出来。教师核对图标上的姓名，说对的就让幼
儿将图标取走;说错的`，教师给予一定的提示。

二、明确生活用品使用规则。

告诉幼儿，在幼儿园里每个人都要使用自己的一套生活用品：
茶杯、毛巾、小床等，并说明每个小朋友只准用自己的物品。

三、寻找自己的生活用品。

让幼儿手持图标自由走动，去对应茶杯橱、毛巾架等处的相
同图标，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用品所在位置后，再将手上的
图标还给老师。活动中，教师提醒幼儿看看自己的图标旁边
是哪些图标，丰富幼儿表述方位的词汇和语句，如：我的图
标旁边是小兔子图标等。

活动反思：

小朋友的情绪不稳定，所以我一组一组叫小朋友认识自己的
标记，并带领他们走到桌子边上，毛巾架，杯子架，小床上，
进行找寻，大部分孩子还是能记住并找到属于自己的标记的，
还有部分孩子，因为不适应，所以对标记概念很模糊，找不
到自己的标记，或者找错标记，这是在近阶段常有的情况，



这不能怪他们，我觉得过段时间，适应了，每个孩子都会认
出自己的标记的。

小班科学教案含反思篇四

目标：

1、认识自己的物品标记，能用对应的方法找到存放自己的物
品的位置。

2、能区自己与别人的物品，知道要用自己的杯子喝水，用自
己的毛巾擦手，用自己物品的.位置。

准备：

1、实物图标若干张（操作卡片）

2、活动前已让幼儿选择过自己喜爱的图标（一套图标有数张
相同的），教师在其中的一张上写好幼儿的姓名，将该套图
标中剩下的几张分别贴到茶杯橱、毛巾架、杂物箱等处。

过程：

1、认图标。

出示插有实物图标，并在纸板上指认出来。教师核对图标上
的姓名，说对的就让幼儿将图标取走，说错的，教师可给予
一定的提示，如某幼儿选择的应是小兔，教师就提示说：你
选的是一种长耳朵、短尾巴、一跳一跳走路的小动物。

2、明确生活用品使用规则

告诉幼儿，在幼儿园里每个人都要使用自己的一套生活用品：
茶杯、毛巾、小床、杂物箱等。并说明每一个小朋友只准用



自己的用品。

3、寻找自己的生活用品。

教师让幼儿手持图标自己走动，去对应茶杯橱、毛巾架、杂
物箱等处的相同标志，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用品所在位置后，
在将手上的图标还给老师。

在活动中，教师提醒幼儿看看自己的图标旁边是哪些图标，
丰富幼儿表述方位的词汇和语句。如：我的图标旁边是小鸭
子图标，上面是小汽车图标等。

小班科学教案含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知道泡泡的形状与吹泡泡的工具是无关的，打破圆形——圆
形，三角形——三角形的匹配的思维定势。

喜欢参与游戏，体验。

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活动准备：

经验准备：在户外活动中孩子已经玩过街上买来的泡泡的游
戏，知道吹出的泡泡都是圆圆的。

材料准备：

三角形吹泡泡的工具、泡泡水。

环境创设：一张大张的纸上贴一个三角形的图形和一个圆形
的图形，每个幼儿一张卡片。



活动过程：

一、猜想、记录三角形的工具吹出的泡泡是什么形状？

2、教师提问：三角形的工具吹出来的泡泡是什么形状？（幼
儿猜想，有的说是三角形的、有的说是圆形的）

3、幼儿进行猜想记录。

如果你认为三角形的工具吹出来的泡泡是三角形的就把你的
卡片贴在三角形的图形下面，是圆形的就把你的卡片贴在圆
形的图形下面。

二、幼儿吹泡泡，验证自己的猜想。

1幼儿自己选择教师事先准备好的三角形吹泡泡的工具，开始
吹泡泡。

2分享交流：

（1）你们用三角形的工具吹出来的泡泡是什么形状？

（2）到底用三角形的工具吹出来的泡泡是什么形状，老师再
吹吹，小朋友看看到底是什么形状。教师又用三角形的工具
吹泡泡让幼儿观察，再次验证三角形工具吹出来的泡泡也是
圆形的。

三、幼儿调整事先的猜想记录。

四、小结：不管是圆形还是三角形的工具吹出来泡泡都是圆
形的，那么还有什么可以用来吹泡泡，吹出来的泡泡又是什
么形状，回家以后小朋友可以去找找，以后我们再来试。



小班科学教案含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认识自己的物品标记，能用对应的方法找到存放自己物品
的位置。

2、能区分自己与别人的物品，知道要用自己的杯子喝水，用
自己的毛巾擦手。

3、学会积累，记录不同的探索方法，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有
很多种。

4、体验解决问题的成就感。

活动准备：

1、实物图标若干张。

2、活动前已让幼儿选择过自己喜爱的图标，教师在其中的一
张上写好幼儿的姓名，将该套图标中剩下的几张分别贴到茶
杯橱、毛巾架等处。

活动过程：

一、认图标。

出示插有实物图标的纸板，让幼儿回忆自己选择的图标，并
在纸板上指认出来。教师核对图标上的姓名，说对的就让幼
儿将图标取走；说错的，教师给予一定的提示。

二、明确生活用品使用规则。

告诉幼儿，在幼儿园里每个人都要使用自己的一套生活用品：



茶杯、毛巾、小床等，并说明每个小朋友只准用自己的物品。

三、寻找自己的`生活用品。

让幼儿手持图标自由走动，去对应茶杯橱、毛巾架等处的相
同图标，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用品所在位置后，再将手上的
图标还给老师。活动中，教师提醒幼儿看看自己的图标旁边
是哪些图标，丰富幼儿表述方位的词汇和语句，如：我的图
标旁边是小兔子图标等。

教学反思：

引领幼儿再次深入地进行探索，给幼儿留出探索的余地和延
伸的空间。整个活动，给予幼儿较宽松的氛围，教师只是充
当了活动中的支持者，鼓励者，合作者，引导者，用心倾听
幼儿的表述，并及时的梳理与小结。

小百科：标记：为鉴定和检测目的将标记物（如放射性同位
素、荧光素或酶）共价连接到另一种化合物上，通过被标记
化合物与待检测物之间的特异性反应形成多元复合物，经与
未结合的标记物分离后，即可用较简易的方法鉴定和检测待
检测物。

小班科学教案含反思篇七

活动目标：

1、认识自己的物品标记，能用对应的方法找到自己存放自己
物品的位置。

2、能区别自己与别人的物品。

活动准备：



实物图标若干、活动前已让幼儿选择过自己喜欢的图标，教
师图标的空白处写上幼儿的名字，分别铁在茶杯橱、毛巾架、
杂物箱等处。

活动过程：

1、认图标。

出示插有实物图标的纸板，让幼儿回忆自己选择的图标，并
在纸板上指认出来。教师核对图标上幼儿的名字，说对的幼
儿就将图标拿走;说错的，教师可给予一定的提示。

2、明确生活用品的使用规则。

告诉幼儿，在幼儿园里每个人都要使用自己的一套生活用品：
茶杯、毛巾、小床、杂物箱等。并说明每一个小朋友只准用
自己的用品。

教师让幼儿手持图标自由走动，去对应茶杯橱、毛巾架、杂
物箱等处的系统图标，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用品所在位置后，
再将手上的图标还给老师。

在活动中，教师可提醒幼儿看看自己的图标旁边是哪些图标，
丰富幼儿表述方位的词汇和语句。如：我的图标旁边是小鸭
子图标，上面是汽车图标等。

活动建议：

选择图标活动和对应图标活动的时间间隔不要太长，以避免
幼儿忘记曾选过的图标。

活动反思：

关注幼儿经验，幼儿原有的生活经验将影响幼儿在情境活动
时兴趣的持续性思维的积极性和活动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