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好玩的泥土教案中班科学(模板7篇)
六年级教案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合作能力和创新能
力。教案模板范文一：《文言文阅读教学设计》

好玩的泥土教案中班科学篇一

设计意图：

“数的排序”对于中班幼儿来说已有一定的认识,他们也正是
学习、认识排序概念的时候,他们喜欢探究问题,并用适当的
方式表达、交流探索的过程和结果。《纲要》中指出：教育
活动内容的选择“既贴近幼儿的生活来选择幼儿感兴趣的事
情和问题，又有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活动《好玩的吸管》
通过幼儿日常生活中的`吸管展开，幼儿在活动中不但能够进
一步掌握数的排序，而且通过活动了解吸管的另一种玩法。

活动目标：

1.尝试学看图纸并有规律排列材料。

2.喜欢参加数学活动活动。

3.积极参与数学活动，体验数学活动中的乐趣。

4.了解多与少的相对性。

活动准备：

彩色吸管（2cm），彩色胶皮细电线，图纸，音乐。

活动过程：

1.创设情境，引起幼儿兴趣



（2）出示项链,引导幼儿观察，探索规律。

师：项链是用什么做的呀？好玩吗？

师：你们会做吗？

师：你们都会做呀，那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串项链是怎样穿
起来的？

（3）引导幼儿说出排列规律，教师将其画成规律图。

师：哦，原来他们是有规律的。

教师将其画成规律图。幼儿说规律。

2.画图纸。

（1）这里有许多空白项链的图纸，请小朋友先来为自己设计
一条项链。

（2）幼儿介绍设计图纸，说规律。

3.介绍材料，幼儿操作。

（1）请幼儿根据自己设计的图纸，然后再到筐里找需要的吸
管用胶皮电线穿起来。

（2）幼儿操作，老师指导。

教学反思：

数学活动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个很愉快的课程，因为整节活动
中游戏的时间多，而且小朋友动手操作的机会比较多，但是
要让孩子们能真正的理解这节教学活动的内容，并做到熟练
掌握、灵活运用却不是那么容易。



小百科：吸管，英文straw，或称饮管，是一条圆柱状，中空
的塑胶制品，其主要功用是用来饮用杯子中饮料，也有用来
吸食一些烹饪好的动物长骨的骨髓。一般直径在0.5cm左右，
但是用来吸食酸奶、珍珠奶茶等饮品时，会用较粗的吸管，
有的直径有1.2cm。一些较少见，直径极小的吸管用作饮热饮。

好玩的泥土教案中班科学篇二

活动目标：

1、让幼儿懂得随便乱吃东西的.危害性。

2、提高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准备：

儒灵童教材

活动过程：

一、活动导入

1、带领幼儿随着儒灵童歌曲做律动。

2、带领幼儿向孔夫子行三鞠躬礼仪。

二、新授课程

1、“听”故事提问导入：小朋友你见过五颜六色的蘑菇吗？
请听故事《蓝蘑菇，红蘑菇》。

2、安静听《儒灵童》故事，情境导入。

教师提问：宝宝豆豆和萌萌喝了美味的蘑菇汤为什么会哭？



故事总结：宝宝豆豆和萌萌到山上采蘑菇，他们把颜色漂亮，
形状特别的蘑菇先煮了吃，可是他们的小脸蛋都变了颜色，
原来都是有毒的蘑菇。小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定要记
住不能随便的乱吃东西。

3、“看”动画提问导入：乱吃东西会带来危险吗？

4、认真看《儒灵童》动画，启发思考，教师提出如下问题：

（1）妈妈为什么不愿意给宝宝买路边摊的食物？

（2）宝宝为什么会肚子痛？

（3）儒灵童告诉我们吃东西时应该注意什么？

5、幼儿有疑问可再次观看动画，老师根据本班级幼儿共性特
征及个体差异，对动画进行暂停或播放，结合剧情节点，在
幼儿已有经验上进行选择性互动提问教学。

三、图谱演示，判断对错教师出示两张图片让幼儿判断对错。

教师看图总结：小朋友在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先询问大人，吃
了有危险或不干净的食物就会像图中的小朋友一样肚子痛还
要去医院打针吃药，我们要学宝宝做听话的好孩子。

四、游戏互动，巩固主题名称：乱吃东西有危险准备：各种
食物的图片（如果冻、街边小吃、小摊）以及一些不正确的
吃东西的行为图片。

规则：教师将所有图片放在一个神秘袋子里，请幼儿拿出一
张图片，并说一说图片内容，说说这些食物能否吃应注意事
项等等。例如：小朋友一边走一边喝水，容易呛到。游戏结
束后，教师针对游戏进行小结。

五、活动延伸，主题内化



（1）带领幼儿唱读《儒灵童》儿歌。

（2）督促幼儿不随便将玩具、积木放进嘴里，以防危险。

（3）和家长联系，习惯养成延续至家庭中落实。

好玩的泥土教案中班科学篇三

幼儿园中班社会教案《水很重要》(附反思)

活动目标

1、使幼儿知道水能解渴，应多喝开水。

2、让幼儿讲述水与人们的密切关系，了解自来水的来源。

3、教育幼儿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初步培养幼儿节约的行为。

活动准备

1、ppt课件：水的作用。

2、ppt课件：如果没有水。

活动过程

一、情景导入活动

1、教师拿着水杯喝水。

教师：小朋友，你们想喝水吗？



2、请幼儿拿水杯喝水。

提问：喝完水有什么感觉？我们喝的`是什么水？

二、了解自来水的来源。

1、我们喝的水是从哪里来的？

出示自来水净水过程图片，向幼儿介绍自来水的净水过程

2、江河里的水我们能直接取出来饮用吗？

江河里的水不清洁，不能直接饮用，自来水厂把江河里的水
抽上来进行加工、净化、消毒，变成自来水，通过自来水管
道输送到各个地方，我们打开水龙头，自来水就会哗哗地流
出来。

三、水与人们的密切关系。

1、ppt课件：水的作用，了解水对人们的作用

2、ppt课件：如果没有水我们人要喝水，要洗衣服、洗菜、洗
米做饭，没有了水，我们就没有水喝，就会口渴，没有了水
我么就不能生活。

3、节约用水，爱护水资源。

（1）教育幼儿要珍惜水资源，节约用水，不要随便把水浪费
掉。

（2）水的用处那么多，我们应该怎样节约用水？

（让幼儿自由讨论，教师提示幼儿讲出：

我们洗手时不要把水龙头开得太大，看到水龙头滴水应马上



关起来

四、活动结束

1、教育幼儿多喝开水。

2、水对人体有好处，对人们也有很多用处，所以，水是我们
的好朋友，我们要节约用水，好好保护水资源。

活动反思

水是人类及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质，中国
水资源总量约为2.8124万亿立方米，占世界径流资源总量
的6%；又是用水量最多的国家，1993年全国取水量（淡水）
为5255亿立方米，占世界年取水量12%，比美国1995年淡水取
水量4700亿立方米还高。由于人口众多，当前中国人均水资
源占有量为250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排名百
位之后，被列为世界几个人均水资源贫乏的国家之一。

好玩的泥土教案中班科学篇四

作为一名教师，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累
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应该怎么写教案呢？以
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幼儿园中班社会活动教案《好玩的沙发
垫》含反思，欢迎阅读与收藏。

1、鼓励幼儿大胆尝试，探索沙发垫的多种游戏方法

2、在游戏中发展幼儿合作交往能力，启发幼儿的创新思维

3、发展幼儿的观察、分析能力、动手能力。

4、养成敢想敢做、勤学、乐学的良好素质。



小动物沙发垫若干;录音机等。

一、进入活动场地：教师与小朋友边走边唱进入活动区(地上
散放着沙发垫)

二、认识沙发垫，激发游戏兴趣

1、小朋友你们看(指沙发垫)活动室里有什么?

2、这叫沙发垫，你们想不想有一个这样的沙发垫――脱掉鞋
子，到地毯上来吧!

3、你们手里有几个沙发垫?压一压、拍一拍有什么感觉?

4、请幼儿坐在地毯上“这是什么样的沙发垫?”(启发幼儿从
形状、颜色、图案等多方面观察)

5、你还见过什么样的沙发垫?在哪里?

6、沙发垫可以用来做什么?我们试一试(靠、抱、躺、坐等)

三、游戏：

1、沙发垫不但可以抱、靠、躺，还可以玩，看谁玩得最开心。

2、幼儿伴随欢快的音乐进行游戏，教师适时的.参与并鼓励
幼儿大胆尝试多种方法，在游戏中与同伴合作、交流、学习。

四、介绍游戏方法，互相学习，共同游戏。

“老师发现小朋友们玩得非常开心，谁来说一说你是怎么玩
的?(鼓励幼儿大胆说出各种游戏的方法，引导幼儿互相学习)

例如：骑大马、跳房子、学小乌龟爬等可以单独游戏;走小桥、
盖房子等可以合作进行。



五、结束：

沙发垫作为一种家居用品，既轻巧美观又安全舒适，适合小
班幼儿摆弄，漂亮童趣的沙发垫又可以营造一种家的氛围，
让孩子们在自由、宽松的环境里动手、动脑、学习、游戏。

好玩的泥土教案中班科学篇五

活动目标：

1、在”清凉商店“的情景中，了解一些夏令用品的用处,谈
谈使用夏令用品的感受。

2、尝试运用观察、对比等方法，从影子的整体或者局部轮廓
大胆猜测夏令用品，具有一定的观察能力和想象能力。

3、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4、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活动重点：

从影子的整体或者局部轮廓大胆猜测夏令用品，了解夏令用
品的用处。

活动难点：

根据每个层次难度的不断递进猜测正确的夏令用品。

活动准备：

ppt课件、教师演示”清凉商店“背景教具、幼儿操作材料。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1、小朋友，现在是什么季节?夏天的感觉怎样?有什么办法能
够使我们凉快起来?(开放式的提问使幼儿思维开阔，大胆交
流)

2、教师总结。

二、观看课件，幼儿观察猜测：

1、森林里，大象伯伯开了一家”清凉商店“，清凉商店是卖
什么的呢?为什么?(幼儿猜测，教师总结”夏令用品“)

2、清凉商店吸引了许多客人来，会有哪些客人来?(幼儿猜
测)

4、第一层次(全部图片显示，有夏令用品也有冬令用品)--客
人们要选购夏令用品了，第一位客人是谁?(幼儿根据阴影猜
测是小兔)大象伯伯为小兔准备了许多商品，小兔想请小朋友
们帮它选一下哪些是夏令用品呢?(幼儿从众多用品中选择夏
令用品，幼儿谈谈使用夏令用品的感受，教师帮助幼儿提升
经验)，我们帮小兔选对了夏令用品，小兔非常满意。

5、第二层次(夏令用品用一半图片一半阴影显示)--第二位来
的客人是谁?(幼儿根据阴影猜测是刺猬)小刺猬想考考小朋友
们来猜猜它要选购的是哪些夏令用品呢?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小刺猬夸小朋友们真聪明!

8、小朋友们真聪明，在你们的帮助下，小动物们都买到了满
意的商品，谢谢你们。

三、幼儿操作：

1、大象伯伯的`清凉商店刚才被客人们买走了许多商品，商



店里空空的，许多商品都缺货了，怎么办?(补货)

2、要补一些什么清凉商品呢，请小朋友们仔细看一看，帮助
大象伯伯来选择合适的商品。(教师在清凉商店的背景图上根
据刚才活动中的四个层次摆放了一些夏令商品，幼儿在桌子
上众多商品中选择清凉商品并黏贴在背景图中正确的位置上)

四、延伸：

1、师生共同检查核对。

2、我们帮大象伯伯补货成功，大象伯伯谢谢你们。

3、在区域活动中设置相关内容。

活动反思：

这节活动符合中班孩子的年龄特征和生活经验，活动中我采
用了一些合适的开放性提问活跃了孩子们的思维，活动过程
有集机体也有个别尝试操作，调动了孩子的积极性。通过大
象伯伯开清凉商店的情景来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在活动中，
我引导孩子运用多种方法主动尝试、积极开动脑筋，大胆思
考和猜测。

活动中孩子猜错了我会再引导孩子观察夏令用品的特征，以
鼓励表扬为主，这节活动的特色就是层层递进难度有挑战性，
激发了孩子的想象力和观察力，在活动中我也注意了注重活
动过程，支持幼儿的发展。

好玩的泥土教案中班科学篇六

教学目标：

1、感受传声的秘密。



2、对科学活动有兴趣，愿意探索。

3、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4、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教学过程：

一、幼儿自由根据兴趣玩空心纸棒

1、引导幼儿观察纸棒。

教师：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做了一个玩具，你们拿起来看一看
是什么样子的'？（幼儿发现纸棒是长长的圆圆的，中间是空
心的）。

2、幼儿玩纸棒

教师：你们每人拿一根纸棒当玩具，让老师看看，你们是怎
么玩的？

二、引导幼儿把纸棒当“传声筒”，自由结伴玩游戏

2、幼儿两人一组地玩了起来。

3、提问：小朋友听到你的好朋友说的话了吗？

4、教师小结：这个长长的、圆圆的空心纸棒，能把我们说的
话传出去，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传声筒。

三、发现问题，和小问号交朋友

1、提出疑问：

2、出示小问号（？）引导幼儿观察这几根传声筒有什么不同？



既然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传出来的声音不清楚呢？这个传声
筒我要送一个标记给它（出示小问号卡片）知道这是什么符
号吗？这根传声筒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3、幼儿再次玩传声筒（传声筒换成实心的）

幼儿发现听到的声音不清晰了，这是为什么呢？幼儿自然产
生疑问，这时引导幼儿也给这些传声筒贴上问号。

四、观察比较，解决问题

1、引导幼儿对比观察小问号的传声筒和没有小问号的传声筒
有什么不同？让他们发现有小问号的传声筒里有纸团堵着。

2、教师小结：原来有小问号的传声筒为什么传的声音听不清
呢？原来里面塞满了纸团，纸团堵住了传过来的声音，所以，
从这样的传声筒里传过来的声音就不清楚了。

五、教学延伸

幼儿自己动手制作小小的传声筒，进行连接传声筒，使之变
成一个长长的传声筒。

教学反思：

本次活动，通过对探究过程与结果的表达和交流，孩子们由
于有亲身的经历和体验，就乐于表达和交流。

本次活动的成功之处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活动环境体现自由性。幼儿在看一看、玩一玩、比一比中
自由探索，从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活动内容凸现生活性。活动中的内容都是来自幼儿生活中
的内容。



3、活动过程呈现轻松性。幼儿在整个活动中都比较轻松，打
破了以往的教于学的模式。

4、活动策略的多样性。

5、教师的角色转变。在以往的活动中，我主要是以引导者、
组织者的角色来进入活动并开展活动的，感觉与孩子们还是
有一定的距离。

在今天的活动中，我尝试着以孩子们的玩伴这一角色进入活
动，和孩子们一起玩，一起发现，让孩子们感到我是他们的
大朋友，从而进一步激发孩子的探索兴趣，使孩子们能大胆
地来提问。在实施的过程中我发现孩子们和我走的很近，每
个幼儿都愿意说、乐于说，而且效果较好。

文档为doc格式

好玩的泥土教案中班科学篇七

活动目标：

1、在活动中感受力的连续性和阻断性的现象，体验游戏的乐
趣。

2、在尝试中，掌握摆放的技巧：如直线时积木的距离、拐弯
时积木的`距离。

活动准备：

积木，卖当劳广告。

活动过程：

一、欣赏广告，引发活动兴趣。



1、提问：“刚才广告中，积木怎样了？我们一起用身体动作
学一学。”

2、“想不想和同伴一起试一试？”

二、幼儿操作。搭直线

1、教师主要观察幼儿的合作情况。在此环节帮助幼儿建立合
作意识。

2、个别指导：“你们的积木倒下去了吗？”“中间发生什么
问题，等会请你们这组派一个代表发言，和大家一起交
流。”

三、第一次讨论。

1、提问：“刚才你和谁合作的？怎样完成的？”“在排直线
的时候，你们发现哪些有趣的事？”

2、小结：用幼儿的语言总结在搭直线的时候应该注意的问题。

四、第二次操作。

“刚才请小朋友练习搭直线，现在请小朋友和伙伴任意搭，
想排什么形都可以。”

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要推倒。

五、幼儿操作。

1、教师注意观察幼儿，不做技术指导。

2、提醒动作慢的幼儿提高效率。

六、第二次讨论。



1、每组分别上来把积木推倒，大家一起分析原因。在推之前，
教师提醒幼儿观察拐弯时积木间的距离。

2、每组请幼儿自己总结。

七、游戏：共同完成一项任务结束。

“刚才我们分小组玩的真开心。想不想大家一起搭。时间关
系，我们就搭卖当劳的m好吗？”

活动反思：

教师因势利导地引导幼儿发现，有利于他们真正理解科学、
热爱科学，感受到“科学就在我们身边”，孩子们在与同伴
的交流互动中主动建构了新的知识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