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报纸的声音的科学活动教案(大
全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既然教案这么重
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
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幼儿报纸的声音的科学活动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能仔细聆听各种声音,学习象声词“叮铃铃”“轰隆隆”
等。

2、愿意和老师一起进行探索。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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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件、小乐器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出示小猫图片

t:：宝宝看，这是谁?小猫咪怎么叫的啊?



我们来听听看，是不是这样叫的。(播放猫叫声)我们一起来
学一学。

师边用动作学小猫边又节奏地念儿歌“小猫小猫喵喵”。

二、听动物声音，幼儿进行模仿

1、播放小狗叫

t：听，谁也来了?小狗怎么叫的.?(让幼儿自由学)

看看你们猜的对不对。(出示小狗图片)呀，真棒，你们的小
耳朵真灵。

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师边用动作学小狗边念儿歌“小狗小狗
汪汪”。

2、播放小鸭叫

t：听，还有谁来了?小鸭怎么叫的?看看是不是小鸭(出示小鸭
图片)

你们又猜对了，真厉害，赶快为自己鼓鼓掌!我们一起来学一
学。

师边用动作学小鸭边念儿歌“小鸭小鸭嘎嘎”。

3、播放小羊叫

t：听，又有谁来了?小羊怎么叫的?看看是不是小羊(出示小羊
图片)哇，宝宝的小耳朵真灵。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师边用动作学小羊边念儿歌“小羊小羊咩咩”。



4、小结(出示动物类综合图片)

t：宝宝的耳朵真正灵，听，小猫小猫喵喵，小狗小狗汪汪，

小鸭小鸭嘎嘎，小羊小羊咩咩。

三、听生活中的声音。

t：刚刚宝宝的小耳朵真灵，听出了许多声音。现在我们再来
听听生活中还有什么声音。

1、播放电话声

t：这是什么声音?

你打过电话吗?

电话铃响起时会发出什么声音?

丰富“叮铃铃”。我们一起来打打电话吧!

师作打电话状，带幼儿念儿歌“电话声，叮铃铃”(反复两三
次)。

2、播放打雷声

师带幼儿念儿歌“打雷声，轰隆隆”

3、播放下雨声

师作下雨状带幼儿念儿歌“下雨声，哗哗哗”

4、拍手声

t：雷声过了，雨也停了，太阳公公又出来了，宝宝开心吗?恩，



宝宝开心时会怎么样?(播放拍手声)这是什么声音呀?哦，又
能出去玩了，大家都在开心地拍手呢。拍手时发出什么声
音?(丰富“啪啪啪”)

师拍手带幼儿念儿歌“拍手声，啪啪啪”

5、小结(出示生活类综合图片)

t：宝宝的耳朵真正灵，听，电话声，叮铃铃;打雷声，轰隆
隆;下雨声，哗哗哗;

拍手声，啪啪啪。

四、幼儿玩乐器，听声音

1、出示小乐器

t：听到这么多有趣的声音，乐器宝宝也忍不住想来玩了。你
们想和它一起玩吗?

告诉你，小乐器也会发出好听的声音呢!

2、幼儿每人选一个乐器，自由玩

3、师抱紧铃鼓，让幼儿安静，告诉幼儿噪音的坏处

t：呀，吵死了吵死了，我的铃鼓宝宝耳朵受不了。我们赶紧
把乐器抱好，让它休息一下。

五、离场活动，师敲铃鼓带幼儿有节奏地念儿歌拍乐器

t：“小猫小猫喵喵......”宝宝起立，我们带上小乐器去念给
外面的宝宝听吧!



活动反思：

活动为了激发幼儿的兴趣，调动幼儿积极性，加强游戏的趣
味性，首先出示多种物品，让幼儿感受不同的物体发出的声
音也是不一样的，以游戏为主线让幼儿在听一听，说一说，
玩一玩中主动地参与活动，学会倾听，听辨和模仿不同的声
音，体会与同伴一起游戏的快乐。!整个活动层次清晰，层层
推进，幼儿很感兴趣，在操作活动中尝试、观察、比较，发
现问题，成分体现了“玩中学”的理念。

幼儿报纸的声音的科学活动教案篇二

1.让幼儿在听听玩玩的过程中辨别不同的声音，发展幼儿的
听觉能力。

2.获得探索的快乐，感受打击节奏的乐趣。

1.装有大米、黄豆、核桃的罐子若干，空罐1个。

2.磁力板、桌子三张，椅子分三组摆好。

3.音乐《小动物的声音》《幸福拍手歌》伴奏音乐，标记牌3
个。

一、听一听，摇一摇

1.以谈话的形式激发兴趣导入。

师：“今天我们一起和罐子宝宝一起玩好吗?”

2.教师出示一只空罐子摇一摇，请幼儿听听有没有声音;再装
进几个核桃摇一摇，请幼儿听听有没有声音。

3.让幼儿找一个里面有东西的罐子宝宝，自己摇一摇，听一



听。

二、听一听，猜一猜

1.幼儿探索罐子发出的不同声音，为自己找朋友。

师：“罐子宝宝有声音了，听听里面东西一样吗?”

2.幼儿相互听取罐子的声音，找出自己的朋友，好朋友相互
碰碰坐在一起。

3.老师摇有东西的罐子，让幼儿猜出老师的好朋友，好朋友
相互碰碰放在一起。

4.幼儿自由操作找到自己的朋友。

三、听一听，玩一玩

1.出示放在罐子里三样东西的标记牌，听一听对应找出罐子
里的三样东西：米宝宝、黄豆宝宝、核桃宝宝。

2.幼儿取回自己的罐子宝宝和老师玩游戏。

(1)师：“孩子们，拿好自己的罐子宝宝和老师玩警察叔叔红
绿灯的游戏。”

告诉孩子们游戏的规则：警察叔叔是这样的，出示红灯时大
家不能出声，警察叔叔翻过标牌，是哪个罐子宝宝谁就出声
摇一摇。

(2)警察叔叔的指挥加快，孩子们随着加快反应摇动罐子宝宝。

3.老师清唱音乐伴奏，幼儿摇动罐子作出相应的节奏。

4.老师的伴奏不断加快，幼儿伴随着老师做出加快的摇动动



作。

四、用响罐为音乐伴奏结束活动

播放《幸福拍手歌》伴奏音乐，幼儿随着老师的指挥打出相
应的节奏。

幼儿报纸的声音的科学活动教案篇三

选材说明本活动是在进行完幼儿园主题式课程大班春季教材
《让我告诉你》主题之分主题《我用声音告诉你》中“声音
梦工厂”后的一个生成活动，本次活动预设1个课时，预设活
动时间为30分钟。

设计意图《身体的声音》这个活动生成于孩子们一次早餐后
的表现。“老师，你快来看看，姗姗一直在呃呃呃的，她是
不是不舒服了。”伟峰小朋友着急的跑到我跟前说，我来到
姗姗面前，旁边的小朋友着急而好奇地围着她。姗姗看到我
哇地哭了起来：“老师，我停不下来了。”原来姗姗正时不
时地在打嗝，我笑着摸摸姗姗的头，告诉孩子们：“大家别
担心，姗姗是在打嗝，打嗝是告诉我们刚才她吃得太饱了。
过一会儿就好啦！”孩子们听了都嘻嘻地笑了起来。此时我
们刚进行完《声音梦工厂》这个教学活动，幼儿对生活中各
种物体发出的声音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对自己身体里发
出的声音却不了解，事实上，身体里的声音与我们每个人息
息相关，它生生不息地存在我们的身体，向我们传递着生命
的信息。可是它是抽象的，缺乏一定的直观性，比较枯燥，
不易引起孩子们的学习兴趣。《纲要》中指出的，“幼儿的
科学活动应密切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教师应充分利用幼儿
身边的事物与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本着幼儿自主探
究的原则，我设计、生成了“身体的声音”这个科学活动，
既符合幼儿的.现实需要，又能激发幼儿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孩子们将在活动中探索、感知自己身体许多地方会发出不同
声音，了解这些声音会传递一些生命的信息。教育载体符合



大班孩子的年龄特点和思维特点。

活动目标1.积极探索自己的身体。

2.感知自己身体许多地方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了解这些声音
会传递一些生命的信息。

3.体验集体竞赛性游戏的快乐。

活动重点感知自己身体许多地方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了解这
些声音所传递的一些生命信息。

活动难点知道自己身体内部也会发出不同声音。

活动准备1.知识经验：课前让幼儿对身体的各部位有所了解，
知道它们的名称。

2.教具准备：人体图一张、磁性教具若干、特殊音效课件、
多媒体设备。

活动过程一、教师请幼儿听正常心跳、呼吸的声音引入课题。

二、教师带领幼儿做1－2分钟运动后，引导幼儿感知运动后
心跳、呼吸的变化，利用听诊器帮助幼儿感知身体内部的声
音。

师：“运动过后，心跳和呼吸会不会发生变化？”三、出示
人体图，引导幼儿探索、发现身体许多地方会发出声音，标
识发出声音的部位。

师：“除了呼吸和心跳的声音，我们身体里还会发出什么声
音？”“这些声音一样吗？”“它是从身体的哪些地方发出
来的？”四、教师小结：我们身体的许多地方都能发出不一
样的声音，这些声音有的是身体里面发出的，有的是外部发
出的，有的声音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有的声音是不太好控制



的。

五、猜声音比赛。

（一）将幼儿分成2组进行比赛，教师讲解比赛规则。

（二）教师进行特殊音效课件操作，两组幼儿轮流答题，最
后以得分多的一组为胜，初步培养幼儿的团队合作意识。

师：“下面我们来分组进行猜声音比赛，猜猜你听到的是什
么声音？”六、教师小结身体声音的作用：身体里的声音就
是在向我们传递一种信号，告诉我们一些有关身体的信息。

幼儿报纸的声音的科学活动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的探索兴趣，对提出的疑问喜欢动脑筋探究2、
根据自己的已有经验去探索发现“声音是怎样产生的”。试
着总结出“声音是通过物体的震动而产生的”这一理论。

3、幼儿能积极的参与活动，参与小组和同伴的讨论，阐明自
己的观点。

活动准备：

科学发现室、实验记录本、笔活动建议：

1、教师提出问题，引起幼儿想去探究的兴趣2、教师提出要
求，大家一起做实验，并把实验结果记录下来要求：1）以每
个小组为单位，每组有一个负责的组长，把组员观察发现到
的问题和讨论的结果记录下来，可用图来表示。每个组的成
员要积极的动脑筋找答案，配合组长。



2）用验法来摸一摸、做一做、听一听、想一想，找一找声音
到底是怎样产生的，什么样的'物体可以发声。并把它们记录
下来。

3、大家交流自己探索发现到的结果，找到的答案。

小结：小朋友们说了那么多，其实啊，声音是物体通过震动
而产生的，我们如果不去敲打它，不去碰它，物体自己在那
是不能发出声音的。知道了这个原理以后，我们可以再去试
试哪些物体可以发出好听的声音，也叫乐音；哪些物体发出
来的声音很刺耳，让人听了很不舒服，这叫做噪音。

4、活动可以继续延伸，让幼儿带着问题去进一步探索，让幼
儿对声音产生浓厚的兴趣。

幼儿报纸的声音的科学活动教案篇五

1、能仔细聆听各种声音,学习象声词“叮铃铃”“轰隆隆”
等。

2、愿意和老师一起进行探索。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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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件、小乐器

1、出示小猫图片

t:：宝宝看，这是谁?小猫咪怎么叫的啊?



我们来听听看，是不是这样叫的。(播放猫叫声)我们一起来
学一学。

师边用动作学小猫边又节奏地念儿歌“小猫小猫喵喵”。

1、播放小狗叫

t：听，谁也来了?小狗怎么叫的?(让幼儿自由学)

看看你们猜的对不对。(出示小狗图片)呀，真棒，你们的小
耳朵真灵。

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师边用动作学小狗边念儿歌“小狗小狗
汪汪”。

2、播放小鸭叫

t：听，还有谁来了?小鸭怎么叫的?看看是不是小鸭(出示小鸭
图片)

你们又猜对了，真厉害，赶快为自己鼓鼓掌!我们一起来学一
学。

师边用动作学小鸭边念儿歌“小鸭小鸭嘎嘎”。

3、播放小羊叫

t：听，又有谁来了?小羊怎么叫的?看看是不是小羊(出示小羊
图片)哇，宝宝的小耳朵真灵。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师边用动作学小羊边念儿歌“小羊小羊咩咩”。

4、小结(出示动物类综合图片)



t：宝宝的耳朵真正灵，听，小猫小猫喵喵，小狗小狗汪汪，
小鸭小鸭嘎嘎，小羊小羊咩咩。

t：刚刚宝宝的小耳朵真灵，听出了许多声音。现在我们再来
听听生活中还有什么声音。

1、播放电话声

t：这是什么声音?

你打过电话吗?

电话铃响起时会发出什么声音?

丰富“叮铃铃”。我们一起来打打电话吧!

师作打电话状，带幼儿念儿歌“电话声，叮铃铃”(反复两三
次)。

2、播放打雷声

师带幼儿念儿歌“打雷声，轰隆隆”

3、播放下雨声

师作下雨状带幼儿念儿歌“下雨声，哗哗哗”

4、拍手声

t：雷声过了，雨也停了，太阳公公又出来了，宝宝开心吗?恩，
宝宝开心时会怎么样?(播放拍手声)这是什么声音呀?哦，又
能出去玩了，大家都在开心地拍手呢。拍手时发出什么声
音?(丰富“啪啪啪”)



师拍手带幼儿念儿歌“拍手声，啪啪啪”

5、小结(出示生活类综合图片)

t：宝宝的耳朵真正灵，听，电话声，叮铃铃;打雷声，轰隆
隆;下雨声，哗哗哗;拍手声，啪啪啪。

1、出示小乐器

t：听到这么多有趣的声音，乐器宝宝也忍不住想来玩了。你
们想和它一起玩吗?

告诉你，小乐器也会发出好听的声音呢!

2、幼儿每人选一个乐器，自由玩

3、师抱紧铃鼓，让幼儿安静，告诉幼儿噪音的坏处

t：呀，吵死了吵死了，我的铃鼓宝宝耳朵受不了。我们赶紧
把乐器抱好，让它休息一下。

t：“小猫小猫喵喵......”宝宝起立，我们带上小乐器去念给
外面的宝宝听吧!

活动为了激发幼儿的兴趣，调动幼儿积极性，加强游戏的趣
味性，首先出示多种物品，让幼儿感受不同的物体发出的声
音也是不一样的，以游戏为主线让幼儿在听一听，说一说，
玩一玩中主动地参与活动，学会倾听，听辨和模仿不同的声
音，体会与同伴一起游戏的快乐。整个活动层次清晰，层层
推进，幼儿很感兴趣，在操作活动中尝试、观察、比较，发
现问题，成分体现了“玩中学”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