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科学谁的影子教案反思 中班科学公
开课教案及教学反思(实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家想知
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
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小班科学谁的影子教案反思篇一

荷花全身皆宝，藕和莲子能食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
花及种子的胚芽等都可入药。其出污泥而不染之品格恒为世
人称颂。

1.认识夏日仙子——荷花，知道荷花是夏天盛开的。

2.观察荷花，并了解荷花的组成部分及用途。

3.通过认识荷花，感受荷花的美及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

重：1.中班幼儿已经具备区分春夏秋冬的能力，让幼儿知道
荷花是在夏天盛开的。2.区分莲藕和莲蓬，莲藕是茎，莲蓬
是果实，莲子是种子。

难：知识类课程会有些枯燥，相比其他课程会缺乏一些趣味
性，中途应该多次吸引幼儿，如：多提问，给予实物观察。

1.夏日仙子的传说。

2.荷花、莲藕、莲蓬、莲子、荷叶实物。

3.杭州西湖荷花盛开的美景（图）

1.故事导入



师：今天老师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夏日仙子的故事。从前天
上有一位漂亮的仙女，她在天上看见杭州西湖很美，她就偷
偷的从天上下来到西湖里面玩耍。在玩耍的途中她玩得太开
心了，就忘记了时间，被天上的神仙发现后，就被惩罚到杭
州西湖里面变成了一朵鲜花。这朵鲜花的名字叫:荷花。你们
想看看荷花长什么样子吗？（播放杭州西湖荷花盛开图）

师：这些荷花都开在哪儿呢？幼：池塘里

师：池塘里面是干的泥土吗？（荷花喜湿不喜干）

师：你们猜一猜荷花是什么时候开的？（幼儿自由回答）

师：老师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婷婷水中伫，六月枝头香。
师：六月是什么季节呢？（引导幼儿说出夏天）

2.观察荷花结构，了解其用途

师：今天老师把这位夏日仙子带来啦，请小朋友们一起来看
看吧。（出示荷花、荷叶、莲蓬、莲藕自由观察。）

师：你觉得哪个是它的花瓣，哪个是他的果实，哪个是它的
种子，哪个是它的茎。（请个别幼儿回答）

师：荷花的叶子圆圆的，我们的雨伞就是根据荷叶的形状来
发明的。荷花的'果实叫做莲蓬，等荷花的花瓣都掉了之后，
就会剩下一个莲蓬，这些小洞洞里面有莲子，是荷花的种子，
可以拿来吃，也可以拿来播种，还可以作成药来治病。那这
个莲藕是什么呢？（请幼儿各自猜测，给予幼儿肯定）

师：莲藕是荷花的茎，我们来把莲藕切开，看看里面是什么
样子的。哇！这里面有好多小洞洞呀，你们知道这是干什么
的吗？（请个别幼儿回答）



3.说一说喜欢荷花的什么？为什么？

4.活动延伸

欣赏关于荷花的诗词。

首先，三个目标都已经达成，在整个活动中先用“夏日仙
子”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衬托出荷花的“仙气”，从而让
幼儿对荷花感兴趣，产生好感，对下面的环节作铺垫。在了
解荷花的组成部分时稍显枯燥，个别幼儿兴趣不高，在观察
的时候个别好动幼儿进行破坏，现场稍混乱。

小班科学谁的影子教案反思篇二

中班科学《剪三角》教学反思

活动是按照幼儿园优质示范课的思路来设计的，层次清晰，
各环节安排紧凑，不失为一次较好的翻版课。可我由于没有
把握住活动中的重点，使活动呈现出许多不足之处。

1.活动中所制定的第一目标是“在剪三角活动中，学习等分，
并尝试按规律给三角形排队”，重点在于懂得把三角形角和
角，边和边对齐折好，进行等分。而我在活动中将重点倾向
于剪方面，从而使幼儿在操作过程中有点随意的对三角形进
行剪排，没有把三角形分成两个一模一样大小的三角形，就
更没有意识到“等分三角形”这一概念。

2.在第一环节中，让幼儿尝试将正方形对折成两个一模一样
大小的三角形后，我将其剪开，一手一张，让幼儿直接用眼
睛比一比两个三角形是否一样。其实，在这过程中，我应该
问一问幼儿“你怎么看出来了？那我们来比一比。”然后将
两个三角形角和角，边和边对齐，让幼儿的观察更直观，更
带科学性，也对之后的操作有了一个铺垫作用。



3.第二环节的在一个三角形上做标记中，我提出用数字做标
记的要求超出了中班幼儿的学习经验，大部分的幼儿基本上
是不能写出来的。因此在这环节中我应该只需要幼儿来说说
他想用什么样的图形来做标记，并根据回答选择最简单的标
记来做示范便可以了。

4.第二环节的最后，让一个幼儿尝试将三角形进行等分并剪
下后，我只让幼儿简单地观察了下，并没有将这两个三角形
适时地进行比对，造成了幼儿对操作活动要求的模糊感。其
实我应该在幼儿剪下之后及时地将三角形进行比对，让幼儿
对三角形的等分概念能进一步得到巩固，也能对此活动的操
作要求更加的明确。

5.在数三角个数的环节中，我提问“如果老师能给你更多的
时间，你还能分出两个两个两个一模一样大小的`三角形
吗？”答案是肯定的，由此我引出了“无数”这个数学概念。
其实这个概念放在这个活动中是有点不合适的，因为三角形
具有一定的长度，剪到最后肯定是能剪完的，因此无数这个
概念出现在这里有点牵强的。

6.在最后的给三角形排列环节中，应按照科学活动的排列规范
“从左往右”进行评价，可以从大到小，从小到大的顺序等
等。

7.最后在活动准备中，我准备的方盒比较小，应该准备能放
得下所有三角形的小篮子，或者将幼儿的操作纸裁小了，要
做到准备工作的有效性。

以上就是我对这次活动的反思。感谢各位老师对活动的指导
和建议，我会更加努力提高活动的有效性。下面是我按反思
对活动的设计进行的修改，请老师们提出宝贵的建议。



小班科学谁的影子教案反思篇三

1、萌发幼儿对镜子的好奇心，体验镜子游戏的快乐。

2、激发幼儿对光反射的兴趣，产生探究的欲望，体验发现的
乐趣。

小镜子、不锈钢勺子。

小镜子真好玩，你们想不想玩?我们一起来玩一玩镜子吧!

1、你是怎样玩的镜子?发现了什么?

小结：镜子可以找照出影子来，利用镜子，你不转头就可以
看见身体后面的小朋友。

2、有的小朋友在阳光下玩镜子

(1)阳光下，你发现了什么?

(2)墙上为什么会有光斑?

(镜子将阳光反射到墙上就产生了光影。)

(3)墙上的光影会动吗?你是怎样让它动的?

(光影随镜子的晃动而晃动。)

小结：在阳光下，镜子可以在墙上产生光影，还能让光影移
动到想让它到的地方。

3、玩互相"追逐"的游戏

(1)你们是怎样玩"追逐"游戏的?



(2)怎样才能跑的快点儿?

(3)请幼儿尝试。

小结："追逐"太好玩了，你的心理有什么感觉?

1生活中还有哪些东西像镜子一样，能照出影像来?

(幼儿讨论)

(1)你在勺子的什么地方看到了自己?是什么样子?

(原来勺子里也有个哈哈镜)。

(2)勺子的凹面、凸面和勺柄照出的影像一样吗?有什么不同?

(3)从勺子里的哈哈镜看到的自己与镜子里的一样吗?为什么?

小结：勺子的凹面与凸面对光反射的'不同，等幼儿进一步探
究其中的奥妙。

1、带领幼儿到室外，借助阳光玩镜子，探究光的折射。

2、请幼儿互相说说在镜子里看见了什么?

3、幼儿在玩镜子中结束活动。

孩子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很高。可能是因为镜子是我们的生
活用品，生活中很多时候都需要镜子，每个人都照过镜子，
认识镜子。孩子们虽然认识镜子，喜欢照镜子，但对镜子的
了解还不是很多，而且镜子的世界真的很奇妙，而且镜子的
种类繁多，用途也广泛，孩子们能通过这一科学活动了解很
多科学知识。

探索学习是帮助幼儿形成直接经验的有效方式。幼儿在活动



中带着问题和已有经验自主操作材料、亲身感受与直接体验、
发现并自己得出结论，形成对事物的感性认识，这种学习方
式对幼儿科学教育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教师在教学活动中
一定要激发幼儿这种自主学习的兴趣，敢于让幼儿发表意见，
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在本次活动的前期试教中，在了
解镜子在生活中的应用的环节，我总怕幼儿说不到位，总是
急于要求幼儿按照我的思路走而妨碍了幼儿的思考，活动中
就缺乏了幼儿自主探究的氛围。经过众多老师的指出后，我
认识到了这一点，教师在活动中应适当的引导幼儿，要帮助
幼儿回忆自己的生活经历，激发幼儿大胆表达，才能提高幼
儿参与活动的兴趣，形成很好的科学探索氛围。

总之，科学探究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教师在活动前的精心
准备，只要教师充分考虑到各个环节进行，怎样引导幼儿，
活动就会成功一半。

小班科学谁的影子教案反思篇四

1、让幼儿知道南北两极的特殊生态环境，了解生活在南北两
极的动物种类。

2、让幼儿知道企鹅与北极熊的外形特征，知道它们是不怕冷
的动物。

地球仪一个，北极熊生活在北极及企鹅生活在南极的图片各
一张。

2、小结南北两极的生态环境，告诉幼儿企鹅生活在南极，北
极熊生活在北极。

1、出示南北极的图片，请幼儿边看边说说南北极的气候。

2、说说图片中企鹅、北极熊长得什么样？它们在干什么？



3、请幼儿思考：为什么企鹅、北极熊住在冰天雪地里却不怕
冷？

4、描述企鹅、北极熊的外形特征、生活方式，并解释它们不
怕冷的原因，即身体的特殊构造。

5、请幼儿模仿北极熊走路。

分别请男孩、女孩子扮演北极熊、企鹅，模仿它们这两种动
物走路，并走到老师规定的“南极”、“北极”的.家里。

科学活动重点在于幼儿的探索过程，可以提供一些故事录音、
图片、书籍等丰富的相关知识材料，在开始时我设置了一个
自由宽松的，能让幼儿自己探索获得知识的环境，在这样的
环境中，能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使幼儿自然地习得知识，
接下来的讨论过程会激烈，相关经验也会更加丰富，同时也
增强了幼儿讲述时的自信心。

小班科学谁的影子教案反思篇五

1、遇到事情懂得讲文明、懂礼貌的道理。

2、学会用不同的声音、语气表演儿歌情节。

1、经验准备：幼儿已经知道敲门的文明礼仪。

2、物质准备：奶奶、雷公公、啄木鸟的头饰，背景音乐，啄
木鸟和雷公公的声音，ppt。

3、资源利用：事先请两名幼儿排练敲门情境，一名幼儿敲门
很粗野、很急促，另一名的幼儿比较轻柔、和缓。

1、以情景表演的形式引题



(1)师：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三位神秘人物，小朋友想不想
知道是谁呀?好~我们先请三位新老师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故事，
大家认真看、认真听，看看谁对谁错。

(2)看新老师表演一遍。

(3)幼儿分组讨论：你们看完故事了，那么故事里都有谁呢?
如果你是老奶奶，你会怎么做?你们自己讨论，等等来告诉大
家。

(4)引导幼儿说一说，怎样的敲门方式是有礼貌的，怎样的敲
门方式是没礼貌的.。

(5)谁在敲门啊?你觉得他敲门的声音像什么?你们平常是怎么
敲门的?小陈老师现在请三位小朋友上来表演。

2、小结：

刚刚小朋友说的真好，到别人家里做客要学会用轻轻的好听
的声音敲门，笃笃笃……(老师边说边做示范轻轻敲门的动
作)，小朋友要懂得做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小客人。

3、播放诗歌音乐，教师示范朗读，播放ppt。

(1)教师示范朗读，强调常规幼儿认真倾听。

师：现在老师朗诵，你们要认真听哦。

4、幼儿学习朗诵引导幼儿用不同的声音、语气来学习朗读儿
歌。

提问：

(1)雷公公的声音的怎样的?(很大声)，同时播放打雷的声音，



啄木鸟啄树的声音是怎样的?(轻轻的声音)，同时播放啄木鸟
啄树的声音。

(2)朗读"我装雷公公"这一段时应该用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
的语气?(语气很急，敲门时"轰轰轰"的很大声)

(3)朗读"我装啄木鸟"这段时应该用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的
语气?(语气比较柔和，敲门时"笃笃笃"的声音比较轻)

5、组织幼儿分组表演《雷公公和啄木鸟》，让幼儿从中进一
步体验作品。

幼儿分组表演，第一组幼儿表演"雷公公"，第二组幼儿表演"
啄木鸟"，教师扮演奶奶。突出语气的变化。

6、小结：

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像啄木鸟一样轻轻地有礼貌地敲门，在日
常生活中不仅仅是敲门要有礼貌，时时刻刻都要做个懂文明
讲礼貌的小朋友。

1、将雷公公、啄木鸟、奶奶的头饰投在表演区，鼓励幼儿表
演儿歌。

2、在日常生活中启发幼儿要学啄木鸟讲文明、懂礼貌。

附儿歌：

《雷公公和啄木鸟》我装雷公公，"轰轰轰!"去敲奶奶的门。
敲了老半天，敲的越是响呀，里面越是没声音。我装啄木鸟，
"笃笃笃!"请奶奶给我开开门。奶奶奔出来，像闪电一样，欢
欢喜喜打开门。

活动中，孩子们在表达时不会自觉地用完整的语言回答问题，
但分组讨论模仿时，孩子们的情绪已经开始激动了，在还没



听清楚我交代的要求就开始讨论，在让孩子们学习诗歌时，
我有些操之过急，掌握诗歌的情况下，就急切的转换到下一
个环节，以至于有些孩子们模仿时出现不会模仿的情况，这
也是我没有考虑周全，不能只看到那些能力强的孩子，而要
顾全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