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公开课教案设计(精选11篇)
在本节课结束时，教师对学生的表现进行了全面评价，以便
更好地指导他们的学习进程和提供个性化的帮助。下面是一
些经过多次实践和不断改进的幼儿园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

幼儿公开课教案设计篇一

本次教育活动，选取幼儿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空气作为载
体，让幼儿运用多种感官感觉空气的活动，让他们充分感知
空气，通过实际感受，体验空气对于生命的重要性，使幼儿
知道空气是所有生命存在的重要条件，以激发幼儿对周围事
物的探索兴趣。

1、让幼儿通过各种感官感知空气的存在，知道空气是看不见、
摸不着、没有颜色、没有味道的气体。

2、激发幼儿的好奇心理，培养幼儿发现事物、探索事物的习
惯。在探索的过程中，进一步感受空气的存在和重要性。

3、知道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空气，初步了解空气污染的情况及
其危害性，培养幼儿关心和保护环境的意识。

重点：让幼儿通过各种感官感知空气的存在。

难点：知道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空气，培养幼儿关心和保护环
境的意识。

1、气球、白色塑料袋、玻璃杯、纸、一盆水、蜡烛、打火机

2、自制多媒体课件

教师出示气球，请一位小朋友来把气球吹起来。小朋友们现



在看一下气球鼓起来了，那哪位小朋友知道气球里面是什么
呀？（空气）下面老师就和小朋友们一起看一看空气的秘密。

杯子里面放进去了一张纸，把杯子放进水里纸却不湿，为什
么？

老师找一位小朋友再将玻璃杯口倾斜，出现了气泡，为什么？

教师把蜡烛点燃，然后找一位小朋友用玻璃杯把蜡烛罩上，
看蜡烛怎么了？并讨论蜡烛为什么会灭。

得出结论：火的燃烧需要空气。

教师用塑料袋变个魔术，让塑料袋鼓起来，并讨论鼓鼓的塑
料袋里有什么？

请幼儿看一看塑料袋里的空气，摸一摸、闻一闻身体周围的
空气，让幼儿自主讨论空气是什么样的。

小结：空气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没有颜色、没有味道的。

小结：人离不开空气，没有空气，人会死的，动物也一样。

讨论：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污染的空气的事，这些事对人类
有什么危害？

小结：如果我们吸入被污染的空气，就容易得感冒、气管炎、
哮喘病，严重的还会导致肺癌，对我们身体危害很大。

教师：小朋友们平时的时候要怎么减少空气污染，保护我们
的身体健康呢？

小结：种植花草树木、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不随便乱扔垃
圾、让爸爸妈妈少开车、不要骑摩托车等等。



鼓励幼儿争当“环保小卫士”，制止那些污染空气的行为，
让空气变得更洁净。

教师：现在每人拿一个塑料袋，咱们到外面找空气去！

让幼儿继续玩塑料袋装空气的游戏，以巩固对空气的认识。

幼儿公开课教案设计篇二

好奇心是小班幼儿典型的特征表现，而漂亮、鲜艳的颜色总
是吸引着幼儿的注意和兴趣。本节活动《神奇的瓶子》就是
结合幼儿对颜色的喜爱，利用魔术、故事这些幼儿喜欢的方
式，运用了启发提问法、直观教学法、总结归纳法等方法，
加深幼儿对颜色的认识。使幼儿感受到颜色的变化多端，知
道红黄、黄蓝、红蓝三种颜色两两混合就能变出橘红色、绿
色、紫色的颜色常识。

1、认识红，黄，蓝色，并根据色彩标记匹配相应的瓶子。

2、感知两种颜色混合后变出新颜色的现象，体验发现的乐趣。

1、装有小半瓶水的透明瓶子人手一个，在瓶盖里面分别涂有
红黄蓝颜料。

2、红黄蓝颜色标记分别固定在塑料筐上

1、师：今天，老师带来了一样东西，我们数一、二、三，把
它请出来!

哇，是什么呀?我们来看看，瓶子里有什么?这个水有没有颜
色?

师小结：水是没有颜色的，是透明的，而不是白色的。



老师准备了好多瓶子，听好，每个宝宝拿一个瓶子，我们一
起学老师摇瓶子，要说："水宝宝水宝宝，变变变哦"。

1、请幼儿自行取一个瓶子，用力摇，使其变色。(老师鼓励
孩子用点力，再加加油)师："你们变出来了吗?变出什么颜色
了?"

2、颜色对应师：水宝宝要休息了，请给它找个家(与框子对
应放)

我们的瓶子怎么能变颜色呢?

请一幼儿上来尝试摇动没有颜料的瓶子，再换上有颜料的瓶
子再次试验师：这个怎么都变不出来，那个却变得出?好奇怪
哦!

师小结：哈哈，其实老师把一个秘密放在了瓶盖里。这个盖
子里有什么?盖子里有颜料，水宝宝就可以变出颜色了。

1.老师手里有一瓶_颜色的水，现在我要请另一个颜色和它做
好朋友，两种颜色加在一起会怎么样呢?你们想知道吗?我们
一起来仔细观察。

2.幼儿交换瓶盖，尝试将两种不同的颜色混合在一起，观察
色彩的变化。

(1)引导幼儿观察瓶子的颜色，再取不同颜色的盖子，换上。

(2)幼儿换好瓶盖后，摇晃瓶子。

(3)教师：瓶子里的水有变化吗?变成什么颜色了?哇，颜色可
真有趣，不同的颜色混在一起还会变成另一种新的颜色呢!

一个活动下来，自我感觉幼儿对此活动非常得感兴趣，教师
带动起幼儿，使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很浓厚，这是非常开心



的，每个环节也初步达到预设的目标。但也有不足之处：最
后环节对于小班幼儿来说过于困难，需要改进。

幼儿公开课教案设计篇三

理解故事大意，学习故事中的对话并能根据故事内容回答问
题。

学习词汇：血盆大口、全身发抖、报答。

懂得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的道理。

狮子和老鼠布偶。

1.请幼儿模仿狮子和老鼠的叫声动作。

提问：请小朋友猜一猜狮子能跟小老鼠做好朋友吗？我们一
起来听一听故事《狮子和小老鼠》。

2.利用布偶，讲述故事《狮子和小老鼠》。

提问：故事的名字叫什么？故事里头狮子和小老鼠成为好朋
友了吗？

3.教师分段讲述故事《狮子和小老鼠》的内容。

提问：

1.小老鼠走上的小山丘其实是什么？（狮子的'头。）

2.狮子发现是小老鼠，它是怎么做的？（狮子张开血盆大口，
请幼儿学习表达并用动作模仿。目的是提升幼儿的语言能力）

3.小老鼠发现原来是狮子的头，吓得什么样子？（小老鼠吓
得浑身发抖，同理。）



4.为什么狮子不把小老鼠给吃掉?(小老鼠请求狮子放过它并
说将来一定会报答你的。)

5.为什么小老鼠要从陷阱里头救出狮子？（自由回答）

4.幼儿完整地欣赏故事。

提问：如果你是小老鼠，你会救狮子吗？为什么？

5.结束部分。

请幼儿到图书区看《狮子和小老鼠》的书，进一步熟悉故事。

四．教师小结

幼儿公开课教案设计篇四

活动目标：

1、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感知音乐的性质，初步学会做游戏。

2、培养幼儿听音乐的兴趣和习惯，遵守游戏规则。

活动准备：兔子、大灰狼头饰若干、歌曲磁带、录音机。

活动过程：

一、律动：小兔跳

兔宝宝们，今天天气多好啊，妈妈要带上宝宝们去游玩啦！
跟着妈妈一边念着儿歌一边出发吧！（念儿歌2遍：小小兔子
跳跳跳，跳到树林里，竖起耳朵仔细听，风儿呼呼吹，树叶
沙沙响，嘿呀，小心狼来了。）

二、熟悉旋律，学唱歌曲。



1、啊！我们到了，宝宝们，森林美丽吗？（出示大森林图片）

2、妈妈把刚才念的儿歌编成了一首歌曲呢！宝宝想不想听？

3、妈妈清唱一遍，宝宝竖着耳朵仔细听妈妈是怎样唱的。

4、宝宝跟着妈妈一起在座位上唱2遍（可以配上动作）。

5、在草地上一边做动作一边唱歌（幼儿即兴随机做动作）。

6、宝宝，听！什么音乐？谁要来了？（弹奏2句狼的音乐）

7、狼的音乐听上去是快的还是慢的？是粗的还是细的？（让
幼儿感知狼的可怕）

8、听着音乐学做狼的动作，启发幼儿做出狼可怕、凶狠的样
子。

三、游戏《小兔和狼》。

1、妈妈和宝宝玩《小兔和狼》的游戏，注意！当听到狼来了，
宝宝要想个办法不让狼发现，宝宝不能发出声音。

2、教师扮演狼，幼儿扮演兔子玩游戏（2遍）。

3、幼儿戴上头饰扮狼玩游戏2遍。

四、启发幼儿想出躲避狼的不同方法：

刚才宝宝用了逃跑、躲起来的方法对付老狼的，你还能再想
想，还能用什么方法对付老狼？

五、结束部分。

宝宝们真聪明，狼啊！没捉着一只小兔，灰溜溜的走了，我



们又可以高高兴兴的到别的地方去玩了！

音乐声中，幼儿边唱边跳出活动室

幼儿公开课教案设计篇五

风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也是幼儿非常感兴趣的一种自然
现象。从风的形成、风的种类到风的作用，其中包含着非常
丰富的科学知识。让幼儿浅显地了解这些知识，可以开阔视
野，丰富知识，增强科学素养。通过动手“制造风”，还可
以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思维能力、协调能力等，从而开发
幼儿的潜能。

1．了解风产生的原因、风的特征和风的种类。

2．动手“制造风”。

3．感受风的力量和等级。

1．请家长与孩子一起观察一些与风有关的现象：挂在室内的
装饰小花、小鸟挂件在飘动；树的摇动；水中的浪等。

2．物品准备：注射器、气球、扇子、羽毛、吹管、细绳、喷
雾器、电吹风、蚊香、风扇、碎纸屑、纸板、饮料瓶等。

3．知识准备：风的谚语；寻找不同的风等。

幼：变大了。

师：为什么变大了?

幼：因为有“气”进入气球。

师：“气”从哪儿来?



幼：从针筒中来。

师：针筒中的“气”从哪儿来?

幼：从空气中来。

小结：我们周围都是空气(为下面认识风产生的原因打下基
础)。

2．教师打开电风扇，让幼儿感受到“风”。

师：现在将风扇关闭，小朋友还能感觉到风吗?

幼：没有风了。

小结：当打开电风扇时，由于空气流动，我们感觉到了风，
当关闭电风扇时，空气不流动，所以就没有风了。因此，风
是由于空气流动产生的。

1．各组小朋友从自己的工作台上选出自己喜欢的物品，试一
试如何让空气动起来产生风。请幼儿说一说自己是怎么玩
的(各组选出代表)。

2．教师将吹起的气球发给幼儿，请他们两人一组，将气球里
的气放出，感受空气被压迫出来的动力，是否形成了风。

3．羽毛比赛。(1)羽毛放在桌子上，提问：如果让羽毛动起来
(不用手触到)怎么办呢?(扇，吹动)(2)幼儿分两组，老师同
时从高处放下两片羽毛，看哪一组的羽毛在空中停留的时间
长。

(幼儿共同向羽毛吹气，运用手中的物品扇动空气)

4．分组讨论：你在日常生活中，还能在什么时候发现风或制
造风(骑车，汽车开动，快跑的时候)。



现在就请大家来说一说，你们都找到了哪些风。

(1)空调吹凉风；(2)刮大风时很冷；(3)打开冰箱有凉
风；(4)台风；(5)妈妈洒完香水后有香风；(6)电吹风里的风
很热。

教师小结：生活中有许多不同的风，小朋友用不同的方法在
不同的地方找到了这些风。风是一个大家族，大自然中还有
许多类型的风可以按等级分，按季节分，按风向分。如一级
炊烟随风偏，二级风来吹脸面，三级风吹叶动彩旗飘，四级
风吹飞纸片；夏季的风温暖潮湿，冬季的风寒冷干燥。

请幼儿根据儿歌判断现在室外风的等级。

用风扇将喷出的水雾吹向孩子，让大家感受风潮湿的感觉，
并引导孩子回忆下雨时风的特点(有点凉，吹在身上有湿的感
觉)。再用电吹风吹向幼儿的头，感觉风很热很干燥!

点燃蜡烛，让孩子拿着站在窗口、门口和走廊上，观察火苗
的方向，并说出风是从哪儿吹来的。

教师总结：小朋友了解了判断风的等级、风向和风的干湿的
方法，这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些经验
对你们以后的生活有重要的作用。

进一步提问：你们知道负责天气预报的科学家是怎么预测风
的等级和风向的吗?(风向标，测风仪)

(1)将红蜡光纸条两头对折剪出头，粘在细木棍儿上。

(2)将吸管插入装有沙子的饮料瓶中，再将细木棍儿插入吸管。

鼓励幼儿展示自己制作的风向标，最后把孩子们的作品摆放
起来集中展示。



幼儿公开课教案设计篇六

1、认识数字5、6、7，能找出它们能表示相应数量的物体;

2、初步了解数、量之间的关系;

3、体验数学在生活中的用处。

ppt、操作材料。

一、《小王子历险记》故事导入，引起幼儿兴趣。

师：小王子一个人的力量不够，请我们小朋友帮帮忙，那么
我们就要开始小王子历险记了。

二、3关挑战，认识数字5，6，7。

1、小猫引出5;(听一听)

师：请小朋友闭上你们的眼睛，用你的耳朵听一听，小猫叫
了几声。那么这个数字就是密码。

2、苹果引出6;(数一数)

师：请小朋友认真看好图片，数一数掉了几个苹果?那么这个
答案就是密码。

3、城堡引出7;(看一看)

师：用放大镜找一找，这个隐形的密码是几?

小结：我们刚刚找到了三个数5、6、7就是这把锁的密码了。

三、给数字排序，输入正确密码。



按得到数字的顺序，把5、6、7排好队输入密码框。

四、幼儿操作《数一数》。

数一数，将森林里的小动物找出来，并将对应的点数画在旁
边的框中。(提醒幼儿找小动物的方法)

师：请小朋友们仔细地找一找，森林里有几个小动物。

五、讲评幼儿作业。

师：请小朋友一起看着老师这里的图片，数一数小动物到底
有几只。请没找对的小朋友游戏结束后再改正。

幼儿公开课教案设计篇七

1．在观察图片、探索与讨论的过程中理解故事，初步学习用
较完整的语言讲述故事。

2．能大胆想象并积极表达自己的见解，并知道从同伴的交流
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经验。

3．懂得遇到事情要多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

活动准备：教学挂图四幅。

(1)观察教学图片，自由讲述。

指导语：这些图片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讲的是谁的故事?故
事发生在哪里?

看一看、想一想，和你旁边的小朋友说一说。

(2)在教师的引导下逐一观察图片并理解故事的内容。



(3)和教师共同讲述故事内容。

(1)大胆想象、猜测故事中老爷爷解决问题的方法。

(2)观察图片并讲述。

指导语：在这个故事中，老爷爷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呢?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说一说。

(1)看图讲述故事。

(2)给故事起名字。

延伸活动：师生共同制作道具，尝试进行表演活动。

故事：猴子学样

有位老公公挑着一担草帽到城里去卖。他走累了，坐在大树
底下睡着了。一群猴子看见老公公戴着草帽，就学他的样子，
都拿起草帽戴在头上。

猴子在树上又叫又跳，把老公公吵醒了。他睁开眼睛一看：
哎呀，草帽不见了!老公公抬头一看：原来，草帽都给猴子拿
走了。

老公公急得伸出双手，说：“快把草帽还给我!”猴子也学老
公公的样，伸出手来，“吱吱喳喳”地叫着，就是不肯把草
帽还给他。老公公急得脱下草帽，搔着脑袋想办法。猴子也
学着老公公的样子，脱下草帽，搔起脑袋来。老公公看到猴
子又在学他的样了，忽然想出个好办法!他把草帽往地上一扔，
猴子见了，也都把草帽往地上一扔。老公公赶快拣起草帽，
挑起担子就走了。



幼儿公开课教案设计篇八

一、活动目标：

1、能按颜色标记帮花朵分类。

2、学习根据点数和花朵匹配。

3、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能够完整的表述一句话。

二、活动准备：

1、花园场景，并贴上颜色标记以及画上各种形状并在形状中
间画上点数。

2、幼儿已认识各种颜色的花以及各种标记。

3、红、黄、蓝、绿四种颜色的花若干，装花的礼盒人手一个。

三、活动过程：

一、 讨论活动

1、导入

2、幼儿讨论

哇！我有了好多漂亮的花！有红的、黄的。

你们也可以和好朋友说一说：“你有什么颜色的花？有几
朵？”

4、请个别幼儿说一说

幼儿a：我有红颜色的花，有三朵！还有绿颜色的花，有两朵！



幼儿b：我有一朵黄颜色的花，还有三朵蓝颜色的花

二、认识花园

我们收到了这么多漂亮的鲜花，可真开心！

三、种花

1、认识标记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花园是什么样子的？这里有些什么？

我们要怎么种花才最好呢？

幼儿：这里有个红颜色标记、绿颜色标记、黄颜色标记、还
有蓝颜色标记。

师：这些标记有什么用呢？告诉我们什么呢？

幼儿：我们可以把红颜色的花种到红颜色标记的地方。

师：那绿颜色的花，我们要种在那里呢？

幼儿：绿颜色的花种到绿颜色标记的地方。

小结：对了，我们要看一下花是什么颜色的，然后把花种到
和它一样颜色标记的地方。

师：在花园里你还发现了什么？

幼儿：我发现有方形、圆形、三角形。

幼儿：方形里面有三个圆点点，还有三角形里也有圆点点。

幼儿：一个圆点点种一朵花，两个圆点点种两朵花。



请幼儿示范，把老师的花种到花园里去。

小结：我们种花的时候要找一找你的花是什么颜色，然后到
这个颜色标记的地方，再数数这个颜色的花有几朵，和哪个
图形里的圆点点一样多，最后把花种上去就可以了。

2、幼儿操作

四、赏花

和小朋友一起检查鲜花有没有种对。

五、结束活动

我们小朋友种的花可真漂亮，有红的、绿的、黄的、兰的，
我们请其他小朋友也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公开课教案设计篇九

活动目标：

1、了解同一种东西在水里可能会浮也会沉。

2、学习寻找让东西浮起来的方法。

3、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活动准备：

胶泥若干、玻璃弹珠、卡纸、屈别针若干、桂圆若干、水、
水杯、盆、小空塑胶瓶若干、吸管若干、盐、糖。

活动过程：

一、故事导入



教师讲述故事：从前，有一位魔法师，他住在一座魔法城堡
里。他的城堡四周围着一条水沟，使城堡和外界隔离，不准
外人进入，可是总有许多人慕名而来找这位魔法师。所以在
城堡的水沟外，每天都有一堆人等候，希望有一天魔法师能
够大发慈悲，可以收他们做徒弟。

现在，老师就按照魔法师的方法设立了三道关卡，请小朋友
来进行闯关，看看谁是最聪明的宝宝。

二、介绍材料，提出操作要求

1、在教室两边设立三个关卡

（1） 水盆中有沉在水里的玻璃弹珠，旁边有纸、胶泥等魔
法物。

（2） 水盆中有沉在水里的屈别针，旁边有空塑胶瓶、吸管
等魔法物。

（3） 水杯中有沉在水里的桂圆，旁边有糖、盐等魔法物。

2、将幼儿分成两组分别在两边的关卡。

请幼儿开动脑筋看如何让沉在水底的物品浮起来，你可以利
用旁边的魔法物进行帮助。哪一组闯关成功就是“聪明宝宝
队”。

三、幼儿操作，教师巡视，确认物体是否浮起来 ，是否闯关
成功。

操作后谈话：你闯关成功了吗？过了几关？你是如何做的？

让闯关成功的幼儿介绍其方法。

四、鼓励幼儿再次操作



听了小朋友的介绍，你再去试一试好吗？

五、老师带上魔法师面具给每位闯关成功的幼儿贴上奖牌
：“恭喜小朋友闯关成功，小朋友真聪明，魔法城堡欢迎你
们，你们将在这里学到更多本领。”

幼儿公开课教案设计篇十

风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也是幼儿非常感兴趣的一种自然
现象。从风的形成、风的种类到风的作用，其中包含着非常
丰富的科学知识。让幼儿浅显地了解这些知识，可以开阔视
野，丰富知识，增强科学素养。通过动手“制造风”，还可
以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思维能力、协调能力等，从而开发
幼儿的潜能。

1．了解风产生的原因、风的特征和风的种类。

2．动手“制造风”。

3．感受风的力量和等级。

1．请家长与孩子一起观察一些与风有关的现象：挂在室内的
装饰小花、小鸟挂件在飘动；树的摇动；水中的浪等。

2．物品准备：注射器、气球、扇子、羽毛、吹管、细绳、喷
雾器、电吹风、蚊香、风扇、碎纸屑、纸板、饮料瓶等。

3．知识准备：风的谚语；寻找不同的风等。

一、动手实验，了解风产生的原因

幼：变大了。

师：为什么变大了?



幼：因为有“气”进入气球。

师：“气”从哪儿来?

幼：从针筒中来。

师：针筒中的“气”从哪儿来?

幼：从空气中来。

小结：我们周围都是空气(为下面认识风产生的原因打下基
础)。

2．教师打开电风扇，让幼儿感受到“风”。

师：现在将风扇关闭，小朋友还能感觉到风吗?

幼：没有风了。

小结：当打开电风扇时，由于空气流动，我们感觉到了风，
当关闭电风扇时，空气不流动，所以就没有风了。因此，风
是由于空气流动产生的。

二、幼儿实验，加深对风产生原因的认识

1．各组小朋友从自己的工作台上选出自己喜欢的物品，试一
试如何让空气动起来产生风。请幼儿说一说自己是怎么玩
的(各组选出代表)。

2．教师将吹起的气球发给幼儿，请他们两人一组，将气球里
的气放出，感受空气被压迫出来的动力，是否形成了风。

3．羽毛比赛。

(1)羽毛放在桌子上，提问：如果让羽毛动起来(不用手触到)



怎么办呢?(扇，吹动)

(2)幼儿分两组，老师同时从高处放下两片羽毛，看哪一组的
羽毛在空中停留的时间长。

(幼儿共同向羽毛吹气，运用手中的物品扇动空气)

4．分组讨论：你在日常生活中，还能在什么时候发现风或制
造风(骑车，汽车开动，快跑的时候)。

三、归纳总结，分析风的种类

1．根据活动准备，寻找生活中不同的风。

现在就请大家来说一说，你们都找到了哪些风。

(1)空调吹凉风；

(2)刮大风时很冷；

(3)打开冰箱有凉风；

(4)台风；

(5)妈妈洒完香水后有香风；

(6)电吹风里的风很热。

教师小结：生活中有许多不同的风，小朋友用不同的方法在
不同的地方找到了这些风。风是一个大家族，大自然中还有
许多类型的风可以按等级分，按季节分，按风向分。如一级
炊烟随风偏，二级风来吹脸面，三级风吹叶动彩旗飘，四级
风吹飞纸片；夏季的风温暖潮湿，冬季的风寒冷干燥。

请幼儿根据儿歌判断现在室外风的.等级。



2．实验风的干湿、风向。

用风扇将喷出的水雾吹向孩子，让大家感受风潮湿的感觉，
并引导孩子回忆下雨时风的特点(有点凉，吹在身上有湿的感
觉)。再用电吹风吹向幼儿的头，感觉风很热很干燥!

点燃蜡烛，让孩子拿着站在窗口、门口和走廊上，观察火苗
的方向，并说出风是从哪儿吹来的。

教师总结：小朋友了解了判断风的等级、风向和风的干湿的
方法，这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些经验
对你们以后的生活有重要的作用。

进一步提问：你们知道负责天气预报的科学家是怎么预测风
的等级和风向的吗?(风向标，测风仪)

3．动手制作风向标。

(1)将红蜡光纸条两头对折剪出头，粘在细木棍儿上。

(2)将吸管插入装有沙子的饮料瓶中，再将细木棍儿插入吸管。

四、作品展示

鼓励幼儿展示自己制作的风向标，最后把孩子们的作品摆放
起来集中展示。

幼儿公开课教案设计篇十一

1、认识和书写数字“0”，初步理解“0”所表示的含义。

2、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认识和书写数字“0”，初步理解“0”所表示的含义。



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头饰各一个，一个盘子（内有3个寿桃），情景表演。

一、进行情景表演，初步理解数字“0”的含义。

1、出示铅笔：老师手里有几支铅笔？可以用数字几表示？朱
老师拿给xx一支，还剩几支铅笔？用数字几表示？朱老师又
拿给xx一支，还剩几支铅笔？用数字几表示？老师又拿给xx
一个，有没有铅笔了？用什么表示？（启发幼儿思考“没有
了”可以用什么来表示。）

2、出示数字“0”，告知幼儿“0”也是一个数字，“没有
了”可以用数字“0”来表示。

3、说说生活中还有哪些情景需要用数字“0”来表示。（演
示出生活中各种可以用数字“0”表示的情景，让幼儿判断，
然后让幼儿自己举出实例，如，黑板上的粉笔字都擦干净了，
饼干盒里的饼干吃完了，玩具箱里的玩具全被拿走了……）

二、认识数字“0”的外形特征，培养幼儿想象力和创造力。

1、启发幼儿大胆想象，说一说“0”像什么？

2、游戏：“我会变0”，发散幼儿思维，启发幼儿运用各种
方式编出数字“0”的造型。（绘画方式：画出一个“0”；
身体动作的方式：用一只手的食指和拇指围成一个小0的造型，
用两只手的食指和拇指围成一个大0的造型；材料摆放的方式：
用毛线圈出一个0的造型；剪切的方式：用一张纸剪出数字0
的造型。）

三、认识数字“0”的其他含义，感知数字“0”在生活中的
用处。



1、发散幼儿思维，启发幼儿说说“0”的其他含义：盘子里
没有东西可以用数字“0”来表示，你们还在什么地方见到过
数字“0”呢？它用来表示什么？（摇控器、电话键、微波炉
的刻度等。）

四、进一步拓展幼儿对数字“0”的认识。

1、在黑板上出示算式：1-1=（)、2-2=（）、3-3=
（）、4-4=(）。请幼儿算出答案写在作业纸上，并说出理由。

2、小结：任何两个相同的数相减，得数都为“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