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夏天的声音中班教案 怎样让纸发
出声音大班科学教案(大全8篇)

教学步骤是指教学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和顺序，用于引导学生
逐步掌握知识和技能。这些六年级教案范文涵盖了各个学科
和教学内容，适用于不同的教学环境和教学需求。

夏天的声音中班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了解面巾纸的纤维走向特性。

2、感受面巾纸的神奇，萌发对科学现象的兴趣。

3、培养观察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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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

面巾纸若干，带拎把的`瓶子（里面装水）人手一个。

活动过程：

一、游戏：拎一拎

2、幼儿试一试、玩一玩，教师巡视。

3、组织交流，邀请幼儿展示拎法，教师讲评。

4、幼儿再次游戏。



5、组织交流：为什么有的能拎起来，有的在拎的时候面巾纸
就断了呢？

6、分男女角色尝试面巾纸不同方向的卷法，再拎一拎。

男：顺着短边卷。

女：顺着长边卷。

再互换尝试。

7、组织交流：你发现了什么秘密？（长边的承受力大）

二、游戏：撕一撕

2、幼儿游戏，教师巡回指导。

3、组织交流：有什么不一样？（沿长边能撕成条条，沿短边
撕成碎片。）

4、揭示纸纤维的走向特性：面巾纸里藏着的秘密是纸的纤维
走向（边讲边用记号笔做上纸纤维的走向记号）。我们顺着
纤维走向把面巾纸拧成绳，纸的纤维结合在一起，就能共同
抵御外界拉的力量，这样纸绳就能拎起瓶子了。

三、游戏：拉大锯

1、介绍游戏玩法：抽一张面巾纸，先在纸的边边上撕一撕。
找准纸的纤维方向，再卷一卷，做成面巾纸绳与桌子对面的
好朋友勾一勾、拉一拉，边玩边念儿歌：“拉大锯。拉大锯，
姥姥家门口去看戏，你也去，我也去，大家一块儿去看
戏。”

2、幼儿游戏。



四、联系实际，拓展思维

1、师：面巾纸里有纸纤维，还有什么纸也有纸纤维呢？（幼
儿自取报纸、白纸、皱纹纸，寻找里面的纤维走向，并用笔
做上记号。）

2、师：这些纸里有纤维，你还能找到有纤维的其他东西吗？
（出示布，请幼儿回家跟家人一起玩布，找一找布的纤维走
向。）

夏天的声音中班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通过倾听、感知、表现夏夜里各种小动物的声音让幼儿感
受夏夜的热闹。

2、能通过各种的声音想象探索各种消暑、解渴的方法。

3、探索各种灭蚊蝇的方法，让幼儿感受灭蚊蝇的快乐与有趣。

活动准备：

1。各种声音资料（蟋蟀声、蛙声、蚊蝇声、知了声、雷声、
喝饮料声、电风扇、拍蚊声等）。

2。蟋蟀、青蛙、蚊蝇、知了等图片。

3、各式蚊蝇拍、硬纸板、皱纹纸、软皮线、废旧饮料罐等。

活动过程：

1、创设夏夜的草坪情境，激发幼儿兴趣。师：听，这是什么
声音？快找它在哪儿？（让幼儿倾听各种声音，寻找小动物。



）

2、让幼儿感受夏夜的草丛中热闹的声音。

（1）通过歌表演、创编等活动自由模仿表现各种小动物的声
音。（通过此环节来激发幼儿的表现欲，发展幼儿的表演能
力和创编能力。）

（2）让幼儿交流自己喜欢什么声音？不喜欢什么声音？为什
么？

（3）让幼儿正确处理各种小动物。（让幼儿凭借以为以往的
生活经验来，区分益虫与害虫加深对个各种虫子的认识。）

3、利用雷声将幼儿引入室内场景。

4、通过倾听各种声音让幼儿想象、讨论、探索各种消暑解渴
的方法。（通过提供各种室内的声音，给幼儿提供一个自由
充分想象、表述的空间，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及语言能力。）

5、针对蚊蝇声让幼儿讨论如何来消灭蚊蝇。

（1）让幼儿运用多种材料来制作各种灭蚊蝇的工具。（给幼
儿提供多种材料让幼儿自由选择，充分发挥了幼儿的自主性，
创造力，提高幼儿的动手能力。）

（2）幼儿进行灭蚊蝇活动，感受灭蚊蝇的有趣，在劈啪劈啪
声中感受灭蚊蝇的热闹。

6、在灭蚊蝇后，让幼儿随着悠扬的音乐安静的入睡。（动静
交替，使幼儿享受到热闹的灭蚊行动之后那份独特的安宁，
体验无比的成就感。）



夏天的声音中班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初步知道大自然中几种简单的声音。

2、培养幼儿正确坐姿，并有良好的聆听习惯。

活动形式：在电脑区中进行。

活动准备：神气龟的vcd盘一张；美工区材料音乐、头饰

设计意图

师幼互动

教育反思

与幼儿一同探索声音的不同。

1、与幼儿一同参与电脑区游戏。

王君临：这是什么声音？

孙朴：听听它的声音？

杨润林：让我试一试？水的声音。

2、引导幼儿听到这些声音你会想到什么

蔡嘉皓：树的声音像大灰狼

王君临：我给你们听一听青蛙叫

杨芷一：闪电好可怕呀！



3、用各种方式来表现

江孟奇：画了下雨的场面景

翔：粘贴了下雨的场景

祁源：画了一只青蛙

未未：撕了一朵乌云。王凌翼：闪电人，带头饰

夏天的声音中班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在游戏中引导幼儿初步感知、体验身边各种不同的声音。

2、引导幼儿了解哪些声音对我们有危害。

活动形式：集体形式

活动准备：班中玩具与投放的废旧物品；录有生活中的声音
若干；电脑及vcd

设计意图

活动过程

教育反思

1、带领幼儿到班中找声音

王凌翼：到美工区找了一个易拉罐往地上打。

诚诚：这书打在桌子上也有声音



未未：这两个易拉罐也有声音。

2、听声音模仿

琛琛：这是笑声。

小涂：这是电话铃。

王凌翼：妈妈炒菜的声音3、哪些声音不好听

麻天博：打桌子声不好听。

杨润林：装修的声音不好听。

妞妞：大声叫不好听。

4、哪些声音好听

杜畅：大家唱歌好听。

杨芷一：打鼓声音好听。

孙朴：汽车的声音好听。

幼儿对各种各样的声音非常感兴趣。当一听到神气龟里的小
朋友发出尖叫声时许多幼儿都自然的捂上了耳朵。通过游戏
幼儿知道什么声音好听，什么声音不好听。在喝水的环节时
幼儿还互相说一说。

夏天的声音中班教案篇五

主题生成：

幼儿近段时间经常大声说话，使用工具不会轻拿轻放，弄出
很大的噪音，为了让幼儿有一个良好、安静的生活、学习环



境，我们就进行了声音的主题活动，与幼儿一起探讨声音的
利与弊。

活动目标：1、引导幼儿了解声音的产生，初步知道声音是由
振动引起的。

2、了解声音的作用及噪音对人类、自然界的祸害，初步懂得
减少噪音的方法。

活动一：寻找声音1、谈话：我听到的声音

幼儿的话：

“我听到火车呜呜的声音”、

“我听到汽车笛笛的声音”、

“我听到冰箱发出的声音”

“我听过老虎的叫声”

“我听到打雷的声音”

“我听过高山流水的声音”

“我听过下雨的声音，滴答滴答，哗啦哗啦”

2、绘画：我听到的声音

活动二：人是怎样听到声音的？

通过图片讲解，引导幼儿认识耳朵的结构，从而了解到人是
怎样听到声音的。

活动三：实验探讨1、怎么会有声音？



（1）提供多样的材料让幼儿在实验中探索声音产生的原理-
物体震动就会产生声音，不同的物体就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2）提供记录材料让幼儿记录实验结果，并让幼儿讲述记录
结果。

2、声音是怎样传播的.？

提供不同的材料让幼儿进行实验，从而知道不同的材料声音
传播的速度不同。

3、怎样减少噪音

提供不同的材料让幼儿进行实验，使幼儿知道减少噪音的方
法。

活动四：分享-声音的秘密1、统计：幼儿用绘画的形式表现
自己对声音的了解。

2、游戏：通过竞赛的形式让幼儿用语言表达自己对声音的了
解。

3、展示幼儿设计的作品：净化（减少）声音器。

主题小结：通过主题探讨活动，幼儿对声音有了更深的认识，
知道声音对我们的利与弊，都会说出保护我们耳朵，保持环
境安静的方法与措施；日常生活中幼儿也能注意降低自己说
话的音量，轻拿轻放的习惯也正在慢慢形成，整个生活学习
环境也比主题活动前有了较大的改观。

夏天的声音中班教案篇六

学生都是维吾尔族，平时肉食居多，容易导致身体营养不均
衡，所以要教育学生养成荤素搭配合理的饮食习惯，有利于



身体健康。

活动目标

1、知识与技能：能分清楚荤、素食物，知道简单的荤素搭配
饮食。

2、过程与方法：初步了解同种物体，由于数量的多少，发出
的声音也不同。

3、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操作兴趣。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重点、难点

重点：会饭菜搭配，不挑食。

难点：良好的生活习惯。

活动准备

《小手爬》音乐、喝水杯子、大米。

活动过程

一、引导学生说出平时吃的食物。

出示各类食物图片。(讲解肉食和素食)

教师出示图片学生回答是什么食物？

最后老师强调以后吃饭要荤素搭配着吃。



二、引导幼儿让杯子出声音。

出示空的杯子，“今天小杯子想和我们小巴郎做游戏。”

教师摇动空杯子，“小巴郎你们听，怎么没声音？”

1、教师设问：

你有什么办法让小桶发出声音？（在小桶里装上东西）

“我们一起动手让杯子发出好听的声音，在你的小桶里装上
一样东西，用手盖好，摇一摇、听一听。”

幼儿探索、操作。

2、集体探索：

你们的杯子发出声音来了吗？让我听听。（幼儿集体摇动套
桶。）

你的套桶为什么会发出声音？

3、交流、分享：你在杯子中放了什么？（个别回答）

三、探索比较，知道不同的物体在杯子里发出的声音不同。

1、分组活动：

让幼儿尝试换一种东西放在小桶中，摇一摇，听一听。

2、教师指导幼儿分辨不同的声音。

让幼儿比较前、后两种声音有什么不同。

“你第一次放了什么？这一次放了什么？它们发出的声音一



样吗？”

教师让两个幼儿比较，“你们俩的杯子里发出的声音一样
吗？”

3、给杯子里放不同物品，声音有什么变化？

请三位幼儿示范。

“小朋友，你们听，他们的杯子里发出的声音一样吗？”

“请你们猜一猜，小朋友的杯子里装的是什么？”

得出结论：不一样的东西，在套桶中发出的声音不一样；同
样的东西数量不一样声音也不同。

四、观察、比较同种物体在小桶里发出不同的声音。

教师演示两个装有同种物体的，数量不同的小桶，让幼儿比
较。

“我这里也有两个杯子，你们听一听，他们发出的声音一样
吗？”

“你们来猜一猜，这个杯子里装的是什么？”（幼儿猜测后，
打开让幼儿验证）两次。

“为什么一样的东西，在套桶里发出的声音不一样呢？”
（一个多、一个少）

得出结论：一样的东西，放的多少不一样，声音也不一样。

五、结束活动。

集体用会响的杯子为乐曲伴奏。



小朋友的小杯子发出这么好听的声音，那我们来为乐曲《小
手爬》伴奏。

教学反思

整个活动从孩子们的表现来看，有两个地方还是令我比较满
意的。一是孩子们很快分清了肉食和蔬菜。二是孩子们观察
比较仔细，孩子们很快就发现了东西不同声音不同。

本节课衔接不是很好，或许我的设计还需要调整。其次，没
有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所以课堂显得不够活跃，同时对于这
一点跟自己在讲述时的处理有关，在讲述时不能把语调和动
作神态很好的结合是导致这一原因的问题之一。

总之，这节课不是很满意，今后要继续加强自己的综合能力，
改进和提高自己的教学方法。

夏天的声音中班教案篇七

活动目标：

1．使幼儿了解耳朵、鼻子的用处，知道耳朵能分辨不同的声
音，鼻子能呼吸和闻气味。

2．掌握一些保护耳朵、鼻子的方法，培养幼儿积极运用感官
的习惯。

活动准备：

耳朵、鼻子剖面图。

活动重点：

让幼儿知道怎样保护自己的耳朵、鼻子。



活动难点：

掌握止鼻血的方法。

活动过程：

1、稳定幼儿的情绪，通过谈话引出课题

2、结合鼻子、耳朵剖面图了解耳朵、鼻子的用处。

耳朵的基本构造和作用：

（1）请幼儿观察耳朵的基本构造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
说说耳朵的基本构造和作用（幼儿小组讨论）

（2）教师小结耳朵的基本作用和构造

耳朵可以帮助人们听到各种声音，耳朵里有鼓膜，鼓膜破了
就听不到声音了。

（3）请幼儿观察鼻子的基本构造，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说
说鼻子的基本构造和作用（幼儿小组讨论）

（4）教师小结鼻子的基本构造和作用

鼻子可以呼吸和嗅出各种气味。鼻腔内有许多细细的血管，
如常挖鼻子或被碰撞，鼻子会出血。鼻腔里还有一些小孔与
颅腔相连，因此，患鼻炎时头会疼痛。

3、对耳朵、鼻子的保护。

既然耳朵鼻子这么重要，我们应该怎样保护他们呢？（引导
幼儿自由讨论，通过讨论掌握一些保护耳朵；鼻子的常识和
具体方法。）



教师小结耳朵鼻子的保护方法：

(1)教育幼儿不随便挖耳朵、鼻子。不把异物塞入耳朵、鼻子。

(2)患感冒和鼻炎时应及时治疗。

(3)洗头、洗澡或游泳后要用于毛巾擦干耳朵。遇到很响的声
音如：打雷、火车鸣笛、爆米花、飞机起飞等要捂起耳朵，
张开嘴巴，以保护耳膜。如小虫进入耳朵可用香味、灯光等
引它出来。

(4)教幼儿学会正确的止血方法。教育幼儿鼻出血时不要慌张，
不要害怕，用手指捏住鼻翼两侧约10分钟，同时用冷毛巾敷
前额、鼻部，用药棉塞住鼻腔，必要时请家长或老师处理，
严重的要到医院治疗。止血后2～3小时内不做剧烈、活动。

4、游戏：《听一听，闻一闻》采用听声音、嗅气味的方法让
幼儿知道耳朵、鼻子的重要作用。

(1)听听是什么声音：教师在遮布后面，先后敲小铃、积木，
及吹哨子、倒水等发出声音，让幼儿辨别是什么声音。

(2)请一个幼儿到活动室门外，再请一个幼儿站到教师身旁闭
上眼睛。教师拿着手表让身旁孩子听。收起表，请他睁开眼
睛。再请室外的幼儿进来，问他刚才听见什么声音，再问身
边的孩子听见什么声音。又请第一个幼儿到室外，教师敲鼓，
然后请他进来，问他听见什么声音。启发幼儿思考：为什么
听不见表的声音而听见鼓的声音？让大家来试一试。

（3）闻一闻是什么气味：教师出示不同的气味，请幼儿闻一
闻

5、活动结束，教师小结：



活动结束

组织幼儿做“听听是谁小游戏。

夏天的声音中班教案篇八

思路：

夏夜本来就是迷人的，夏夜更是丰富的。每当一缕夏风伴着
和谐美妙的蛙声、蟋蟀声萦绕于耳畔时，便会激发起孩子们
对夏夜的探究兴趣。为了让孩子更进一步地发现夏夜的有趣
与热闹，我们从夏夜里的声音着手，让幼儿感知夏夜里的各
种声音包括(室内、室外)，从而激发孩子的好奇心。我们通
过为孩子创设一个美妙有趣夏夜的情境，在宽松自由的氛围
中，让孩子们从感知声音——表演声音——想象声音——营
造声音，通过表演、想象、动手动脑等多种游戏活动使孩子
感受到夏夜的热闹与有趣。

活动目标：

1.通过倾听、感知、表现夏夜里各种小动物的声音让幼儿感
受夏夜的热闹。

2.能通过各种的声音想象探索各种消暑、解渴的方法。

3.探索各种灭蚊蝇的方法，让幼儿感受灭蚊蝇的快乐与有趣。

4.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5.培养幼儿勇敢、活泼的个性。

活动准备：

1.各种声音资料(蟋蟀声、蛙声、蚊蝇声、知了声、雷声、喝



饮料声、电风扇、拍蚊声等)。

2.蟋蟀、青蛙、蚊蝇、知了等图片。

3.各式蚊蝇拍、硬纸板、皱纹纸、软皮线、废旧饮料罐等。

活动过程：

1.创设夏夜的草坪情境，激发幼儿兴趣。师：听，这是什么
声音?快找它在哪儿?(让幼儿倾听各种声音，寻找小动物。)

2.让幼儿感受夏夜的.草丛中热闹的声音。

(1)通过歌表演、创编等活动自由模仿表现各种小动物的声音。
(通过此环节来激发幼儿的表现欲，发展幼儿的表演能力和创
编能力。)

(2)让幼儿交流自己喜欢什么声音?不喜欢什么声音?为什么?

(3)让幼儿正确处理各种小动物。(让幼儿凭借以为以往的生
活经验来，区分益虫与害虫加深对个各种虫子的认识。)

3.利用雷声将幼儿引入室内场景。

4.通过倾听各种声音让幼儿想象、讨论、探索各种消暑解渴
的方法。(通过提供各种室内的声音，给幼儿提供一个自由充
分想象、表述的空间，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及语言能力。)

5.针对蚊蝇声让幼儿讨论如何来消灭蚊蝇。

(1)让幼儿运用多种材料来制作各种灭蚊蝇的工具。(给幼儿
提供多种材料让幼儿自由选择，充分发挥了幼儿的自主性，
创造力，提高幼儿的动手能力。)

(2)幼儿进行灭蚊蝇活动，感受灭蚊蝇的有趣，在劈啪劈啪声



中感受灭蚊蝇的热闹。

6.在灭蚊蝇后，让幼儿随着悠扬的音乐安静的入睡。(动静交
替，使幼儿享受到热闹的灭蚊行动之后那份独特的安宁，体
验无比的成就感。)

活动反思：

1、设计活动时，我对教材的特点、目标的制定、材料的提供
等有了充分的考虑，但是缺乏对幼儿在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多
种情况的预设，缺乏随机性的教育，幼儿每次朗诵到“夏天
的歌，在哪里?蝈蝈蝈，在绿绿的草丛中(里)。”孩子每次都把
“中”讲成“里”，我应该尊重幼儿的学习方式，让幼儿按
照自己的方式来朗诵诗歌。

2、图标虽然在我园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得到了推广，但当它到
了一个新的环境，面对不同的幼儿，教师该如何引导幼儿通
过图标来学习，这是我缺乏考虑的。

3、整个活动的过程可以再开放一些。有些环节的主动权可以
交给孩子。

小百科：声音（sound)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声波。是通过介质
（空气或固体、液体）传播并能被人或动物听觉器官所感知
的波动现象。最初发出振动（震动）的物体叫声源。声音以
波的形式振动（震动）传播。声音是声波通过任何介质传播
形成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