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科学活动认识水果教案(精
选8篇)

高一教案不仅关注学科知识的传授，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
方法和思维能力。下面是一些经过专家评审和认可的初中教
案标杆，希望能够为您的教学工作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中班科学活动认识水果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了解马铃薯的生长过程，激发探究植物奥秘的欲望。

2、知道到马铃薯的食用方法，喜欢吃马铃薯。

活动准备

1、图片：食用马铃薯的图片，生长的马铃薯，发芽的马铃薯。

教学过程

一、出示薯片，引起幼儿的兴趣

教师：这是什么?你们吃过吗?这是用什么做成的?

幼儿讨论

教师：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土豆”，它还有一个名字
叫“马铃薯”。今天我们来认识马铃薯。

二、认识马铃薯及其生长过程

1、出示图片：马铃薯



教师：这是什么?它还有一个名字呢，知道叫什么吗?

2、出示发芽的马铃薯图片。

请小朋友看看这个马铃薯有什么不同?

教师：仔细观察，看看马铃薯哪里最容易长出小芽?

猜猜把长芽的埋到土里会不会长出叶子，会结出新的马铃薯
吗?

3、了解马铃薯的生长过程

(1)让幼儿讨论：发了芽的马铃薯切成几块，切口朝下埋在土
里会发生什么事情?

(2)教师：马铃薯的`根和芽一天天长出来。

马铃薯的根是从有芽的地方长出来的，你知道芽朝哪里长吗?

往地里长还是往有阳光的地方长?

幼儿讨论后知道，芽朝着有阳关的地方长。

(3)教师：什么时候长出叶子了，看到露出地面长出嫩嫩的叶
子，

你就会知道在这个地方有一棵马铃薯了。

(4)教师：叶子越长越多，地底下发生什么事呢?

(幼儿自由讨论。)

(5)教师：马铃薯宝宝要长出来了，知道宝宝长在哪里吗?



原来是长在根的最前端。宝宝在地下长，地上面开出漂亮的
花了!

(6)提问：我们什么时间才能把马铃薯从土里挖出来?

(7)出示图片，观察地里成熟后的马铃薯。

教师：花谢了，叶子也枯萎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挖出长
大的马铃薯了。

4、教师小结马铃薯生长的过程：

把发芽的马铃薯切成块，切面朝下埋在土里，有充足的阳光
和水分，在土里发芽长根，

等到花和叶子枯萎了，马铃薯就长大了，我们就可以吃了。

三、马铃薯的食用

1、提问：是不是所有的马铃薯都可以吃?长芽的，已经变绿
了的可以吃吗?

教师：长芽的，已经变绿的马铃薯有毒素是不可以可以吃的。

2、提问：马铃薯可以怎么吃呢?

幼儿讨论

3、出示马铃薯制成的食物图片

教师和幼儿一起归纳做法：可以炸，炒，煮，烤。切成块，
丝，整个，土豆泥等。

教师：想不想吃马铃薯啊?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做美味的马铃
薯食品吧!



活动总结

中班科学活动认识水果教案篇二

设计意图：

新《纲要》告诉我们，幼儿的科学探究应从身边的事物开始，
引导幼儿关注周围生活和环境中常见的事物，发现其中的有
趣和奇妙，有益于保持幼儿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探究热情，
使他们从小就善于观察和发现。“科学并不遥远，科学就在
身边”。“肚脐眼”对于幼儿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而对
于“怎么会有肚脐眼？肚脐眼有什么用？”幼儿了解的比较
少。本次活动结合动态的.课件，让幼儿直观形象的了解人类
肚脐眼的特征和作用。

从而引发胎生、卵生动物有没有肚脐眼的兴趣，养成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

活动目标：

1.了解人类肚脐眼的特征和作用。

2.探索胎生动物和卵生动物肚脐眼的秘密。

3.养成积极地看待问题的态度。

活动准备：

1.教具准备：白板课件《肚脐眼的秘密》、记录卡、字卡：
胎生、卵生。

2.学具准备：操作卡片人手一套。

活动过程：



（一）了解人类肚脐眼的特征和作用。

1.了解人类肚脐眼的特征。

教师：这是什么？是什么样的？

教师：还有谁也有肚脐眼？

2.观看多媒体课件，了解肚脐眼的作用。

教师：肚脐眼是哪里来的？有什么用？

3.如何保护肚脐眼。

（二）猜测动物是否有肚脐眼。

1．出示四种小动物，请幼儿猜测是否有肚脐眼。

教师：小动物有肚脐眼吗？

2．教师记录幼儿的猜测情况。

（三）操作验证，探索胎生动物和卵生动物肚脐眼的秘密。

1.动物们是如何出生的，请幼儿操作排序。

2.集中展示交流，验证幼儿的猜测。

教师：你发现小动物是怎样出生的？

3.教师根据动物不同的出生方式归纳为胎生动物和卵生动物。

4.看多媒体课件，了解胎生动物和卵生动物肚脐眼的秘密。

教师：胎生和卵生的小动物到底谁有肚脐眼？



（四）游戏“快乐大转盘”，巩固拓展动物肚脐眼的知识经
验。

1.介绍游戏规则，判断还有一些动物是否有肚脐眼。

师：这是谁？它有肚脐眼吗？为什么？

2.讨论还有哪些动物也有肚脐眼。

活动延伸：

区域活动：语言区投放绘本《是谁的肚脐眼》；科学区：继
续寻找植物“肚脐眼”的秘密。

活动建议：

继续探索胎生动物与卵生动物有哪些？并寻找植物的肚脐眼。

中班科学活动认识水果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了解萝卜的特征与用途，并能进一步探索萝卜的外部特征
与内在颜色之间的关系。

2、乐于探索，能大胆表述，在活动中感受萝卜的有趣，产生
爱萝卜、喜欢吃萝卜的情感。

活动准备

1、绿色叶子的花茎人手一根（花茎上有萝卜标记、并有数
字）。教师示范用大花茎一根（也有萝卜标记和数字）

2、一把，切菜板一块。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教师：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许多礼物，你们看看是什么？

你可以去看一看，摸一摸，然后和小伙伴说一说你看到的萝
卜是什么颜色，什么样子的？

2、请小朋友选个自己最喜欢的'萝卜

二、表述萝卜特征

交流：谁愿意向大家介绍一下你喜欢的萝卜是什么萝卜？什
么颜色？什么样子的？

三、切开来、看一看

1、小朋友，请你猜一猜，如果把你手里的萝卜切开来，里面
的肉会是什么颜色的呢？（幼儿猜）。

2、老师前面有一些篓子，上面有各种颜色的标记，请你猜一
猜，然后把你手中的萝卜放进相应标记的篓子里。

（帮助幼儿分类）把各种颜色分到小盒子里。

3、教师：你猜得对不对呢？切出来就知道了。

教师先后切白萝卜、红萝卜、胡萝卜、青萝卜（长的）、青
萝卜（圆的）

提问：同样都是青萝卜，为什么切出来的颜色会不一样呢？

小朋友，仔细看一看，什么样



的青萝卜切出来是绿色的？什么样的青萝卜切出来是红色的
呢？

幼儿观察

4、引导幼儿比较发现其中的秘密，重新摆放。

如果刚才摆放错的话，现在你再来重新摆一摆吧！

四、萝卜的用途

教师：今天我们发现了萝卜的许多秘密，那你知道萝卜有什
么用？（吃）

可以怎么做呢？你吃过或者看过萝卜做的食品呢？（幼儿回
答）

五、制作萝卜插花

2、欣赏萝卜雕刻

小朋友，你们想不想也来做个小小艺术家呢？我们今天来玩
个萝卜插花游戏吧！

3、教师出示范例

这是个漂亮的萝卜插花，花茎上有萝卜标记和数字，小朋友
要看清楚是什么萝卜，插几片？

然后插在长长的花茎这边，插好后，你还可以给花茎摆个造
型，使它变得更漂亮。

最后，你可以把你的作品插到旁边的花盆里。

4、幼儿开始操作，教师提醒有看清楚标记和数字。



5、教师小结：小朋友，你们看，这些萝卜插花怎么样？呀！
我们小朋友真了不起，

每个小朋友都变成了小小艺术家，好，一起表扬一下自己。

六、活动延伸

把我们插花作品带到教室去装扮一下我们的教室，让我们的
教室变得更漂亮，好吗？

中班科学活动认识水果教案篇四

1、认识部分红皮或红心的水果。

2、体验共同制作的乐趣。

1、选择红皮或红心的水果(干果)，如：红苹果、西瓜、西红
柿、火龙果、栗子、山楂等。

2、每桌放一盆已做好的水果沙拉，塑料小勺若干，另有色拉
酱、果酱、水果刀(带齿、钝头)、调羹等。

3、幼儿在区角中已学会使用切割工具。

1、尝尝水果沙拉。

――出示水果沙拉，猜猜这是用什么做成的。

――幼儿品尝水果沙拉。

――品尝后，说说里面有哪些水果。(幼儿说出一种水果，教
师就出示这种水果实物)

――这些水果有什么相同的`地方?(都有红色)



――除了水果自己的味儿，还有什么味道?(沙拉酱)

2、做做水果沙拉。

――你知道水果沙拉是怎样做的吗?(让幼儿自由讲述)

――教师介绍所提供的材料。

――每组幼儿自己选择材料或工具，自制沙拉。

3、互相品尝水果沙拉。

――幼儿自由品尝水果沙拉。可尝尝本组的，也可尝尝其他
组做的。

――说说哪一组做的水果沙拉味道最好。请这一组幼儿介绍
是怎样制作的。

1、本活动试图让幼儿在互相交流、协作、探索的过程中了解
制作沙拉的方法，在与材料、学习伙伴的交互过程中建构制
作技能。在制作沙拉这一环节，教师不要刻意将制作方法告
诉幼儿，而应尽量让幼儿自己去尝试、去体验，实际上学习
沙拉的制作方法已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2、制作沙拉的过程中，教师的巡回观察非常重要。

3、活动可根据条件或分组制作或幼儿每人制作一份。

中班科学活动认识水果教案篇五

1、了解晴、雨、阴、多云等四种天气类型的特点，认识天气
预报中几种常见的天气图标。

2、学习按要求播报天气预报。



3、感知天气与人们日常活动的关系，能主动关注天气预报。

1、经验准备:

幼儿已有简单的关于动物习性与天气变化方面的知识。

2、材料准备:

多媒体课件

一、视频导入

教师播报天气预报视频，导入活动内容

二、认识天气预报

（一）认识天气图标。

1、播放第一张天气图片，幼儿观察。

总结：太阳图标表示晴天。

2、播放第二张天气图片，幼儿观察。

总结：云遮住太阳的图标表示多云天气。

3、播放第三张天气图，幼儿观察。

总结：云的图标表示阴天。

4、播放第四张图片，幼儿观察。

总结：云下面有雨滴的图标表示有雨。

5、播放第五张图幼儿观察。



总结：云下面有雪的图标表示有雪。

（二）认识温度，尝试朗读气温。

1、认识摄氏度符号，零下符号。

总结：摄氏度，读作摄氏度，零下读零下，表示很冷。读零
下四摄氏度。

2、尝试按要求朗读气温。

总结天气预报员播报天气的模式。地点+天气+温度，并按正
确模式播报北京的天气。

三、播报天气情况

小朋友们做天气预报员按正确模式播报：白杨村、彼得兔村、
狗熊岭、佩琪村、小兔村的天气。

四、复习天气图标

五、认识能预测天气的小动物

六、认识天气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总结语：天气对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不同的天气，人们
选择的衣物不同，选择的出行方式也不同，需要做的事情也
不同。我们要养成关注天气预报的好习惯，根据不同的天气
选择合适的衣物。

中班科学活动认识水果教案篇六

（一） 请配班老师持镜子从户外反射阳光到室内，鼓励幼儿
寻找亮光，引出活动主题。



根据需要可做以下提问：亮光是从哪儿来的？它是怎么进来
的？

小结：亮光是从外面来的，是镜子反射的太阳的光。

（二）引导幼儿探索镜子反光的现象。

1、请幼儿手持镜子到户外，自由探索如何将光反射进活动室。

2、引导幼儿交流讨论：你是怎样将太阳光反射到活动室的？
并做一做。

请没做成功的小朋友演示一下是如何做的，并找出不成功的
原因。

小结：只有镜面对着阳光才会反光，没有阳光照在镜子上就
不能形成光斑。

小结：反射的光大小形状是不一样的，改变镜子的角度，光
会来回移动，它的方向也变了。

4、请幼儿再次操作，并相互交流经验。

（三）引导幼儿探索还有哪些东西能反射光？

1、鼓励幼儿结合生活经验说一说，还有什么东西也可以象镜
子一样在太阳光下能反射光？

2、请幼儿选择提供的其他材料，自由探索哪些东西也能反射
光？

3、鼓励幼儿探索这些反射出的光有什么不同？

小结：能反射光的东西都是亮亮的，都能照见人；亮度强的
物体，反射的光的亮度也强；小的东西反射出的光也小；不



锈钢茶杯、脸盆反射的光是一圈一圈的；有图案或文字的镜
子反射出的光也有图案或文字。。。

（四）玩游戏“捕光捉影”。

1、出示帖有飞机镂空图案的镜子，让幼儿猜猜会反射出什么。

2、教师介绍游戏玩法：两人一组，一幼儿手持飞机镂空图案
的镜子，用镜子反射到墙面上的光追逐、“轰炸”另一幼儿
用平面镜反射到墙面上的光，覆盖一次得1分，几分钟后幼儿
互换镜子，游戏继续进行，覆盖次数多的为胜。

3、师幼一起玩游戏“捕光捉影”。

中班科学活动认识水果教案篇七

1、师：“小朋友，前几天我们认识过什么蔬菜?你们平时还
见过什么蔬菜?吃过什么蔬菜?请你们说出它的名称来”

2、出示芹菜，师：“谁认识这种蔬菜吗?它叫什么名称?”

老师说出芹菜的名称后，分给幼儿一人一棵芹菜，请幼儿仔
细观察芹菜的外形特征。

“芹菜都有那些部分?是什么形状、颜色?”引导幼儿认识芹
菜的根、茎、叶子。

3、幼儿通过看、摸、闻、了解芹菜的外形特征。

教师小结：“芹菜有根、茎、叶子，茎很粗，叶子长在叶柄
上，叶子是绿色的、一片一片的、边缘不光滑，有一种很浓
的味道，芹菜的茎是从根部长出来的。”

(1)让幼儿了解芹菜的用途：芹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它的营



养价值很高，即能做菜又能作配料用。

(2)出示菠菜，用同样的方法，让幼儿认识菠菜的外形特征。

4、教幼儿学会比较芹菜和菠菜的不同点。

分给幼儿每人一根芹菜和菠菜，让幼儿自己先比较，再和身
边的小朋友小声交流意见。先请几个幼儿说出芹菜和菠菜的
不同点。

师作总结：“现在我们一起来比较芹菜和菠菜在根、茎、叶
子上的不同点：芹菜棵高，菠菜棵矮：菠菜根是红色，有甜
味，芹菜根是白色，菜味道浓：芹菜茎粗大，菠菜茎细小：
芹菜有叶柄，菠菜没有;芹菜叶是园的，菠菜叶是尖的。”且
营养价值很高，是人体必需的营养。

5、教育幼儿菜农种菜不容易，炊事员做菜也不容易，小朋友
要尊重他们的劳动，吃饭是不能挑食的，多吃蔬菜才有营养，
身体才能长得好。请幼儿品尝炒好的菠菜和芹菜。

6、游戏《买菜》。

老师说游戏规则：请四名幼儿扮演菜档的售货员，其他幼儿
来买菜，只要说对波菜和芹菜的外形特征和名字，才能把菜
卖给他。

7、幼儿都买到菜后，教师和幼儿一起把菜送给厨房的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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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科学活动认识水果教案篇八

(1)幼儿自由操作材料，初步感知弹性。



a.幼儿操作，观察用力拉或压弹簧及有弹性的物体时它们的
外形变化。

小结：当用力拉或压时，弹簧.松紧带.海绵等都发生了变化，
有的变长，有的变短，有的变形;不再压时，这些物体都能恢
复原来的形状。这就是弹性。

(2)幼儿再次操作材料，发现许多物体都有弹性，但弹性大小
不一样。提问：还有哪些物体有弹性?这些物体的弹性有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小结：许多物体都有弹性，但弹性的大小不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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