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年级科学摸一摸教案(通用8篇)
初一教案的编写需要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教材内容进行合
理的调整和安排。一份好的小班教案可以为教师提供宝贵的
经验和启发，帮助他们提升教学水平。

一年级科学摸一摸教案篇一

让幼儿用手感知几种不同物品的特性（软硬、光滑、粗糙、
冷热等和各种形状）。训练幼儿的触觉感受力。

1、摸箱若干个。制作方法是：将纸盒子四周用彩色纸贴封好，
在每个面上挖一个孔（大小刚好伸进一只手）。

2、不同质地、形状的材料。如积木、海绵、棉布、丝绸、钥
匙、玻璃球等，冷、热水袋各一个。

1、辨别不同质地的物品

（2）游戏《盲人摸物》。让幼儿闭上眼睛（或用布蒙上眼
睛），然后用手摸桌子上的物品。摸到一个物品要说出它是
什么。说对了的幼儿应受到表扬。

2、摸箱游戏

（l）随意摸出物品：将一些小物品放进摸箱中，让幼儿从箱里
随意摸出一样东西，并说出摸到了什么。然后把物品拿出来
给大家看看，检验摸者说得对不对。

（2）摸相同的物品：教师拿出一样东西，请幼儿在摸箱中摸
出相同的东西；让幼儿将两只手分别伸进两个摸箱中，摸出
两个相同的东西。

（3）按指令摸物：让幼儿按照教师的要求在摸箱中找出东西。



如“摸出一个正方体的积木”、“摸出一个软的东西”等。

1、教师要尽量多为幼儿提供一些材料。

2、活动结束后，可将摸箱摆放到活动区，让幼儿自由地玩
（摸一摸》的游戏。要不断变换摸箱中的材料。

本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让幼儿通过触摸物体，获得简单的感性
认识，在操作活动中，体验触摸游戏带来的快乐。本次活动
教师采取了游戏教学法，以三个触摸游戏贯穿全过程，游戏
最符合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最能激发幼儿探索欲望，同时
也能保持长久的活动兴趣，学法有：触摸法、观察法、讨论
法、运用多种感官，探索事物得出经验。整个活动幼儿始终
保持着积极地学习态度，对提供的各种材料有着强烈的好奇
心，都争着去摸一摸、说一说，活动内容紧紧围绕着教学目
标，使幼儿在知识的积累与情感的体验得到双重发展。

一年级科学摸一摸教案篇二

１、感知柔软、坚硬、光滑、粗糙的感觉。

２、能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感觉。

准备

１、一个纸盒，上面挖一个小洞(大小能保证幼儿把手伸进里
面并能从里面拿出东西)。

２、纸盒内放入海绵玩具、玻璃球、布娃娃、板刷等物，数
量与幼儿人数基本相等。

１、猜猜宝贝。

怎么才能知道里面有什么宝贝呢?



２、摸摸百宝箱。

鼓励幼儿上来摸一摸，并告诉大家自己摸到的宝贝可能是什
么，摸上去的感觉怎么样。

把这个宝贝拿出来让别的幼儿摸一摸，看一看。

这是一件什么宝贝?有什么用?

请幼儿玩一玩自己摸到的宝贝，想出多种玩的方法。

鼓励幼儿互相交换观察各自摸到的物品，感知它们的特点。

１、百宝箱内的物品尽可能是多种质地的，且数量要多。

２、幼儿摸宝贝时不能看，待说出自己的感觉并猜想是什么
后，方能拿出来验证。

整节课幼儿始终保持着积极地学习态度，对提供的各种材料
有着强烈的好奇心，都争着去摸一摸、说一说，活动内容紧
紧围绕着教学目标，使幼儿在知识的积累与情感的体验得到
双重发展。

一年级科学摸一摸教案篇三

1、百宝箱

2、纸箱内放入质地柔软或坚硬的物品。

3、几个分类用的空盒子。

1、猜一猜:请幼儿猜一猜，纸箱内会有什么宝贝，激发幼儿
摸一摸看一看兴趣。

2、摸摸宝贝：引导幼儿猜猜摸到的是什么，有什么感觉，拿



出来验证。摸一摸手感，是软软的还是硬硬的，软软的'是什
么物品，硬硬的是什么物品。

3、将宝贝进行分类。教师准备两个空的物品盒子。请幼儿进
行分类，把手感软软的物品放进标有小三角的物品盒子里，
把质地坚硬的物品放进标有小圆形的物品盒子里。

4、在操作的过程中，引导幼儿用完整的语言说明操作的方法。
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本次活动运用摸一摸的方法，给活动的带上了神秘色彩，进
一步调动了幼儿的学习、探索、操作的兴趣。教师在活动中
设计了三个环节，猜一猜宝贝，摸摸宝贝，将宝贝进行分类
三个环节，帮助幼儿理解活动知识点。以此来达到目标。

一年级科学摸一摸教案篇四

感官是幼儿接触世界的第一门户，小班幼儿正处于感知能力
迅速发展时期，冰块、热水袋、石头、毛线这些东西是我们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东西，幼儿比较熟悉。（。来源班干部老
师教案网）有目的地了解事物、认识世界需要有意识地运用
感官而进行的。感官运用的灵敏度、感官运用的技巧都需要
通过练习、培养才能提升。于是开展了此次活动《摸一摸》。
让幼儿通过自己的双手触摸物体，初步感知物体的冷热、软
硬特征，培养幼儿的感知能力，促进幼儿智力全面发展。

1、通过摸物游戏，体验皮肤的触觉功能。

2、说出摸各种物体的不同感受，体验触摸游戏的快乐。

3、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冰块、毛线、石头、热水袋（内装40°左右的热水每组一份

活动重点难点：

乐意用手来感知各种物体。

用语言描述触摸各种物体的不同感受。

一、游戏“摸人”感知手的触摸功能

1、请两名幼儿进行表演，一名幼儿蒙上眼睛，用手摸另一名
幼儿身体，边摸边说摸到部位的名称。

2、刚才小朋友的眼睛蒙上看不见了，为什么还能知道摸到的
是什么？（幼儿讨论）

二、触摸游戏（感知物体的冷热）

1、教师出示冰块，问：这是什么？出示热水袋，问：这是什
么？

2、请幼儿用手摸一摸，感觉它们有什么不一样？（鼓励幼儿
大胆发言并给予充分肯定）

3、教师小结：热水袋摸起来热热的，冰块摸起来是冷的、凉
的。】

三、触摸游戏（感知物体的软硬）

1、教师出示毛线：这是什么？

教师出示石头：这是什么？



2、请幼儿摸一摸，说说感觉。

3、教师小结：毛线摸起来软软的，石头摸起来硬硬的。

四、游戏“找一找，摸一摸”

请幼儿在活动室找一找、摸一摸。以组为单位进行讨论这些
东西摸起来的感觉。

准备多种材质的物品让幼儿多做触摸练习，在此基础上进
行“摸一摸、猜一猜”游戏，体验触摸游戏带来的快乐。

本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让幼儿通过触摸物体，获得简单的感性
认识，在操作活动中，体验触摸游戏带来的快乐。本次活动
教师采取了游戏教学法，以三个触摸游戏贯穿全过程，游戏
最符合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最能激发幼儿探索欲望，同时
也能保持长久的活动兴趣，学法有：触摸法、观察法、讨论
法、运用多种感官，探索事物得出经验。整个活动幼儿始终
保持着积极地学习态度，对提供的各种材料有着强烈的好奇
心，都争着去摸一摸、说一说，活动内容紧紧围绕着教学目
标，使幼儿在知识的积累与情感的体验得到双重发展。

一年级科学摸一摸教案篇五

摸一摸

让幼儿用手感知几种不同物品的特性(软硬、光滑、粗糙、冷
热等和各种形状)。训练幼儿的触觉感受力。

发展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

培养幼儿动手操作能力，在活动中大胆创造并分享与同伴合
作成功的体验。



1.摸箱若干个。制作方法是：将纸盒子四周用彩色纸贴封好，
在每个面上挖一个孔(大小刚好伸进一只手)。

2.不同质地、形状的材料。如积木、海绵、棉布、丝绸、钥
匙、玻璃球等，冷、热水袋各一个。

1.辨别不同质地的物品

(2)游戏《盲人摸物》。让幼儿闭上眼睛(或用布蒙上眼睛)，
然后用手摸桌子上的物品。摸到一个物品要说出它是什么。
说对了的幼儿应受到表扬。

(3)随意摸出物品：将一些小物品放进摸箱中，让幼儿从箱里
随意摸出一样东西，并说出摸到了什么。然后把物品拿出来
给大家看看，检验摸者说得对不对。

(4)摸相同的物品：教师拿出一样东西，请幼儿在摸箱中摸出
相同的东西;让幼儿将两只手分别伸进两个摸箱中，摸出两个
相同的东西。

(5)按指令摸物：让幼儿按照教师的要求在摸箱中找出东西。如
“摸出一个正方体的积木”、“摸出一个软的东西”等。

1.教师要尽量多为幼儿提供一些材料。

2.活动结束后，可将摸箱摆放到活动区，让幼儿自由地玩(摸
一摸》的游戏。要不断变换摸箱中的材料。

本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让幼儿通过触摸物体，获得简单的感性
认识，在操作活动中，体验触摸游戏带来的快乐。本次活动
教师采取了游戏教学法，以三个触摸游戏贯穿全过程，游戏
最符合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最能激发幼儿探索欲望，同时
也能保持长久的活动兴趣，学法有：触摸法、观察法、讨论
法、运用多种感官，探索事物得出经验。整个活动幼儿始终



保持着积极地学习态度，对提供的各种材料有着强烈的好奇
心，都争着去摸一摸、说一说，活动内容紧紧围绕着教学目
标，使幼儿在知识的积累与情感的体验得到双重发展。

一年级科学摸一摸教案篇六

一、教师先请幼儿举起手来拍一拍、摸一摸书本或者自己的
脸蛋。并让幼儿说一说摸书本跟自己的脸有什么不一样的地
方，借此提乡幼儿手的功能。

二、课堂活动一：

1.拿毛线让幼儿摸一摸，并让幼儿请轻轻地用手压一压。

2.拿石头让幼儿摸一摸，并让幼儿请轻地压一压。

3.让幼儿说一说有什么不同。如果幼儿说不出来，老师可以
直接说明：毛线摸起来软软的，石头摸以来硬硬的。

4.让幼儿摸摸书本再摸摸绒毛玩具。

5.引导幼儿说出书本是硬硬的，绒毛玩具是软软的。

三、课堂活动二：

1.拿一面镜子让幼儿摸一摸。

2.拿出一块洗碗布让幼儿摸一摸。

3.让幼儿说一说摸镜子跟摸洗碗布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4.如果幼儿说不出来，教师可以直接说明：镜子摸起来很平
滑，洗碗布摸起来很粗糙。

四、课堂活动三：



1.拿出一杯凉水和一个热水袋。

2.让幼儿用手摸一摸凉水，再摸一摸热水袋。

3.让幼儿说一说摸这两样东西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4.如果幼儿说不出来，教师可以引导：凉水是凉凉的，热水
袋是热热的。

五、课堂活动四：

1.拿毛线、石头再让幼儿摸一摸，让幼儿回忆软软的与硬硬
的感觉差异。

2.同样的方法回忆平滑和粗糙、热热的`和冷冷的感觉。

3.当幼儿都可以体会这些感觉的时候，教师可以让幼儿在教
师内用手摸桌子、墙壁、衣服等，让幼儿说说自己的感觉。

一年级科学摸一摸教案篇七

计划意图

运动包罗两个方面：一是熟悉、感知面料的特色，二是在运
动中生长幼儿的触摸感受。幼儿对打扮面料没有相干履历，
更缺少较为仔细的触摸、感知，特殊是跟着气候的渐渐转凉，
幼儿的着装也渐渐增厚，这恰是一个可操纵教诲资本。本次
运动旨在让幼儿感知打扮面料的特征，并由面料扩大到对其
他事物、观点的熟悉。在探求、发明的同时，故意让幼儿打
仗、不雅察、比力，引发幼儿的探讨精力。

运动目的

1、感知打扮差别面料的特色。



2、有较敏感的触摸感受。

运动预备

1、家长和幼儿一路到阛阓摸种种打扮，感知打扮面料的`差
别。

2、用棉、皮、毛制成的打扮配置博览会。

历程发起

1、参不雅展览，感知打扮面料的差别。各人自由参不雅，西
席引诱孩子们摸一摸、看一看、掂一掂，发明其差别。

2、感知、触摸、比力。

(2)与四周种种物体的比拟感知：摸摸本身的脸、课堂的墙，
说说比拟感受的差别（墙硬、皮肉柔嫩）。

3、相识面料的用处及与人的干系。

(1)思索评论辩论：为什么要用差别的面料做衣服?(季候、喜
欢、人的身材差别部位、情况、事情等)

(2)开导孩子报告本身穿过的衣服。

延长提醒

游戏：请你帮帮我。冬天来了穿什么?炎天到了穿什么?

一年级科学摸一摸教案篇八

1、感知柔软、坚硬、光滑、粗糙的感觉。

2、能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感觉。



1、一个纸盒，上面挖一个小洞（大小能保证幼儿把手伸进里
面并能从里面拿出东西）。

2、纸盒内放入海绵玩具、玻璃球、布娃娃、板刷等物，数量
与幼儿人数基本相等。

1、猜猜宝贝。

——怎么才能知道里面有什么宝贝呢？

2、摸摸百宝箱。

——鼓励幼儿上来摸一摸，并告诉大家自己摸到的宝贝可能
是什么，摸上去的感觉怎么样。

——把这个宝贝拿出来让别的幼儿摸一摸，看一看。

——这是一件什么宝贝？有什么用？

——请幼儿玩一玩自己摸到的宝贝，想出多种玩的方法。

——鼓励幼儿互相交换观察各自摸到的物品，感知它们的特
点。

1、百宝箱内的物品尽可能是多种质地的.，且数量要多。

2、幼儿摸宝贝时不能看，待说出自己的感觉并猜想是什么后，
方能拿出来验证。

整节课幼儿始终保持着积极地学习态度，对提供的各种材料
有着强烈的好奇心，都争着去摸一摸、说一说，活动内容紧
紧围绕着教学目标，使幼儿在知识的积累与情感的体验得到
双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