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科学有趣的膨胀教案反思(通
用12篇)

幼儿园教案是教师教学的依据，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五年级教案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大班科学有趣的膨胀教案反思篇一

1、通过寻找西瓜虫的家，了解其生存环境。

2、激发孩子们的探索兴趣。

1、活动过程：

（1）寻找西瓜虫的家。

（2）喂养西瓜虫。

（3）小实验：拯救西瓜虫。

（4）给西瓜虫设汁新家。

2、活动实录：

（1）教师提供小木棍、小瓶子、小罐子，引导幼儿寻找西瓜
虫。孩子们在水泥墙和草坪之间的缝隙里找到了许多西瓜虫，
但在草坪上却很少找到。有的孩子过来问我，这是为什么？
教师要引导幼儿自己去发现、去探究。

（2）小朋友挖到西瓜虫以后放在大碗和小玻璃瓶子里，过了
几天，大碗里的`西瓜虫有的不会动了，而小瓶子里的西瓜虫
却爬得很欢。教师引导幼儿观察、触嗅两种不同器皿里的沙
土情况，鼓励幼儿说出比较结果：碗里的沙土干巴巴的，瓶



里的沙土湿乎乎的。西瓜虫是被太阳晒死了。教师再引导幼
儿回忆捉虫时缝隙里多、草坪上少的原因，并鼓励幼儿查阅
资料，请教家长，并将结果相互交流。

（3）教师引导幼儿做实验如何救活碗里的西瓜虫。有的幼儿
往碗里放饼干、巧克力等吃的东西，有的幼儿往碗里倒水。
结果发现，倒水后的西瓜虫没有再死去。教师引导幼儿总结：
西瓜虫的生活环境是阴暗潮湿的地方。

（4）教师鼓励幼儿发挥想像力，为西瓜虫设计新家。

1、能用各种方式自然真切地表达对西瓜虫的认识。

2、相互分享新经验。

1、活动过程：

（1）创编、展示有关西瓜虫的儿歌、故事、歌曲。

（2）泥工制作、绘画：西瓜虫。

（3）游戏：西瓜虫变变变。

2、活动实录：

（1）教师和幼儿刨编的儿歌：西瓜长，西瓜圆，西瓜爬爬洞
里钻。创编的谜语有：有个小虫虫，身穿黑衣褂，遇到危险
来，变成小西瓜。请你猜一下，它名字叫个啥。

（2）孩子们利用土豆、地瓜及橡皮泥制作了大小不一、形状
各异的西瓜虫。利用蜡笔绘画出不同形态、不同姿态的西瓜
虫。



大班科学有趣的膨胀教案反思篇二

l、通过寻找西瓜虫的家，了解其生存环境。

2、激发孩子们的探索兴趣。

1、活动过程：12

（1）寻找西瓜虫的家。

（2）喂养西瓜虫。

（3）小实验：拯救西瓜虫。

（4）给西瓜虫设汁新家。

2、活动实录：

（1）教师提供小木棍、小瓶子、小罐子，引导幼儿寻找西瓜
虫。孩子们在水泥墙和草坪之间的缝隙里找到了许多西瓜虫，
但在草坪上却很少找到。有的孩子过来问我，这是为什么？
教师要引导幼儿自己去发现、去探究。

（2）小朋友挖到西瓜虫以后放在大碗和小玻璃瓶子里，过了
几天，大碗里的西瓜虫有的不会动了，而小瓶子里的西瓜虫
却爬得很欢。教师引导幼儿观察、触嗅两种不同器皿里的沙
土情况，鼓励幼儿说出比较结果：碗里的沙土干巴巴的，瓶
里的沙土湿乎乎的。西瓜虫是被太阳晒死了。教师再引导幼
儿回忆捉虫时缝隙里多、草坪上少的原因，并鼓励幼儿查阅
资料，请教家长，并将结果相互交流。

（3）教师引导幼儿做实验如何救活碗里的西瓜虫。有的幼儿
往碗里放饼干、巧克力等吃的东西，有的.幼儿往碗里倒水。
结果发现，倒水后的西瓜虫没有再死去。教师引导幼儿总结：



西瓜虫的生活环境是阴暗潮湿的地方。

（4）教师鼓励幼儿发挥想像力，为西瓜虫设计新家。

小知识西瓜虫

西瓜虫属多足纲昆虫，身体分为头部和去干两部分。头部有
一对触角，单眼数个。驱干部偏扁而长，有多数体节合成，
每个体节有一对足，用来爬行。呼吸器官时气管，生活在潮
湿、疏松、有机物丰富的土壤里。

为什么西瓜虫会被晒死？

1、能用各种方式自然真切地表达对西瓜虫的认识。

2、相互分享新经验。

1、活动过程：

（1）创编、展示有关西瓜虫的儿歌、故事、歌曲。

（2）泥工制作、绘画：西瓜虫。

（3）游戏：西瓜虫变变变。

2、活动实录：

（1）教师和幼儿刨编的儿歌：西瓜长，西瓜圆，西瓜爬爬洞
里钻。创编的谜语有：有个小虫虫，身穿黑衣褂，遇到危险
来，变成小西瓜。请你猜一下，它名字叫个啥。

（2）孩子们利用土豆、地瓜及橡皮泥制作了大小不一、形状
各异的西瓜虫。利用蜡笔绘画出不同形态、不同姿态的西瓜
虫。



大班科学有趣的膨胀教案反思篇三

科学《有趣的膨胀》

1、了解一些物体遇水膨胀的现象。

2、通过观察、比较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

3、培养幼儿探索周围科学奥秘的兴趣。

1、温水、茶叶、胖大海、木耳、紫菜、串珠、积木、贝壳若
干，供幼儿操作的透明杯子、垃圾筐、毛巾等操作材料若干。
（每组两份操作材料，每种都放在一个透明杯子里。）

2、幼儿呈环形坐在教室前面，后面摆四个桌子，幼儿操作时
分组，桌上操作材料分组放好。

一、导入

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位小客人（出示泡大珠），你们认
识吗？（有一部分幼儿认识）有的小朋友认识，说叫泡大珠。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泡大珠长什么样啊？（没泡过水
的泡大珠放到透明的杯子里），先来看一看，像什么？再请
小朋友摸一摸，有什么感觉？经过小朋友们认真地观察，我
们发现，泡大珠非常小，像米粒一样，颜色很漂亮，摸上去
有点硬。

有的小朋友说把他泡在水里就会变大，昨天，老师就把它放
到水里了，他发生了非常神奇的变化（出示泡好的泡大珠）。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放到水里泡一泡，它变成了什么样？
（请小朋友看一看，摸一摸）

总结：他变得像玻璃球一样大了，而且还特别漂亮，摸上去
软了。



二、活动

1、猜想：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小筐里都有什么啊？（带幼儿一起认识
小筐里的东西：积木、串珠、贝壳、茶叶、紫菜、木耳、胖
大海）可是小筐里的东西这么多哪个才是他的好朋友呢？泡
大珠说只要和他一样，放到水里会膨胀的东西就是他的好朋
友。

2、填写记录表第一行

老师给每组小朋友都准备了这些东西，现在就请你先仔细看
一看，轻轻地摸一摸，再和你们组的小朋友一起猜一猜，谁
会是泡大珠的好朋友，把你们组猜的结果记录在记录卡的第
一行上。在你操作的时候，老师要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和你
的好朋友讨论的时候小点声音，摸的时候更要轻轻的，可千
万不能太用力，他们都在安安静静的睡觉，我们可千万不要
吵醒它们。（幼儿进行猜想的环节，教师适当指导。）

好了，大部分的小朋友都已经填好了记录表，现在老师就请
小朋友说一说，你们猜想的泡大珠的好朋友是谁？我们一起
把黑板上的大记录表填写完整。（幼儿自由发言，老师根据
幼儿的猜想填写大记录表）

3、验证猜想

4、验证操作并填写记录表第二行

老师给每组小朋友准备了两份材料，一份放水，一份不放水，
你要仔细观察泡在水里的和不泡在水里的有什么不一样？发
生什么变化？哪些变大了，哪些没有变大，找出泡大珠的好
朋友。并记录在你们组的记录表的第二行。记住，你操作的
时候，只能轻轻的摸，不能用力，更不能用手去撕，如果这



样你就永远也找不到泡大珠的好朋友了。（幼儿开始操作，
教师指导）

好了，大部分的小朋友都已经操作完了并填好了记录表，现
在老师就请小朋友说一说，你们发现的泡大珠的好朋友是谁？
和你们刚才想的一样吗？（幼儿自由发言，老师填写大记录
表）

三、总结

小朋友你们可真棒，把泡大珠的好朋友都找到了，为我们自
己鼓鼓掌吧！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东西像泡大珠一
样遇水会变大膨胀，谁知道还有什么遇到水会膨胀呢？（豆
粒、花生等）

四、分享爆米花，活动结束。

大班科学有趣的膨胀教案反思篇四

科学《有趣的膨胀》班级：大班

1、了解一些物体遇水膨胀的现象。

2、通过观察、比较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

3、培养幼儿探索周围科学奥秘的兴趣。

1、温水、茶叶、胖大海、木耳、紫菜、串珠、积木、贝壳若
干，供幼儿操作的透明杯子、垃圾筐、毛巾等操作材料若干。
（每组两份操作材料，每种都放在一个透明杯子里。）

2、幼儿呈环形坐在教室前面，后面摆四个桌子，幼儿操作时
分组，桌上操作材料分组放好。



一、导入

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位小客人（出示泡大珠），你们认
识吗？（有一部分幼儿认识）有的小朋友认识，说叫泡大珠。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泡大珠长什么样啊？（没泡过水
的泡大珠放到透明的杯子里），先来看一看，像什么？再请
小朋友摸一摸，有什么感觉？经过小朋友们认真地观察，我
们发现，泡大珠非常小，像米粒一样，颜色很漂亮，摸上去
有点硬。

有的小朋友说把他泡在水里就会变大，昨天，老师就把它放
到水里了，他发生了非常神奇的变化（出示泡好的泡大珠）。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放到水里泡一泡，它变成了什么样？
（请小朋友看一看，摸一摸）

总结：他变得像玻璃球一样大了，而且还特别漂亮，摸上去
软了。

二、活动

1、猜想：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小筐里都有什么啊？（带幼儿一起认识
小筐里的东西：积木、串珠、贝壳、茶叶、紫菜、木耳、胖
大海）可是小筐里的东西这么多哪个才是他的好朋友呢？泡
大珠说只要和他一样，放到水里会膨胀的东西就是他的好朋
友。

2、填写记录表第一行

老师给每组小朋友都准备了这些东西，现在就请你先仔细看
一看，轻轻地摸一摸，再和你们组的小朋友一起猜一猜，谁
会是泡大珠的好朋友，把你们组猜的结果记录在记录卡的第
一行上。在你操作的时候，老师要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和你



的好朋友讨论的时候小点声音，摸的时候更要轻轻的，可千
万不能太用力，他们都在安安静静的睡觉，我们可千万不要
吵醒它们。

好了，大部分的小朋友都已经填好了记录表，现在老师就请
小朋友说一说，你们猜想的泡大珠的好朋友是谁？我们一起
把黑板上的大记录表填写完整。

3、验证猜想

4、验证操作并填写记录表第二行

老师给每组小朋友准备了两份材料，一份放水，一份不放水，
你要仔细观察泡在水里的和不泡在水里的有什么不一样？发
生什么变化？哪些变大了，哪些没有变大，找出泡大珠的好
朋友。并记录在你们组的记录表的第二行。记住，你操作的
时候，只能轻轻的摸，不能用力，更不能用手去撕，如果这
样你就永远也找不到泡大珠的好朋友了。（幼儿开始操作，
教师指导）

好了，大部分的小朋友都已经操作完了并填好了记录表，现
在老师就请小朋友说一说，你们发现的泡大珠的好朋友是谁？
和你们刚才想的一样吗？（幼儿自由发言，老师填写大记录
表）

三、总结

小朋友你们可真棒，把泡大珠的好朋友都找到了，为我们自
己鼓鼓掌吧！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东西像泡大珠一
样遇水会变大膨胀，谁知道还有什么遇到水会膨胀呢？（豆
粒、花生等）

四、分享爆米花，活动结束。



大班科学有趣的膨胀教案反思篇五

1．能运用多种感官、感知不同食物遇水膨胀的现象。

2．能够积极思考、大胆探索，并用完整的语言描述食物遇水
前后的变化。

3．愿意动手、动脑，感受探究活动的趣味。

重点：运用多种感官感知不同食物遇水膨胀的现象。难点：
用比较的方法观察食物遇水前后的变化。

干木耳、银耳、胖大海、紫菜、菊花、水壶、温水、记录表、
水彩笔、透明杯、盘子、

一、导入部分：感知木耳的特征。

1．出示干木耳

（2）幼儿充分表达自己的发现.

（3）小结：我们小朋友通过用眼睛看，小手摸，鼻子闻的方
法，知道了木耳现在看起来黑黑的、小小的、摸起来干干的、
硬硬的、有点扎手，闻起来还有一股味道。

2．迁移生活经验

（1）教师：怎么才能把干木耳变成我们吃的样子？

（2）教师：有很多的小朋友说，泡在水里就会变成我们吃的
样子，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试试吧！

二、基本部分：幼儿实验体验膨胀现象。

（一）幼儿第一次实验，感知木耳遇水膨胀。



1．幼儿实验

（1）讲解实验要求：以小组的形式将木耳放入温水碗中，仔
细观察木耳的变化并用完整的语言表述自己的发现，提示幼
儿保持桌面清洁。

（2）教师：把泡过的木耳夹到盘子里，看一看、摸一摸、闻
一闻，比较泡过的木耳和干木耳有什么不一样？用完整的语
言描述干木耳泡水后的样子。

（3）幼儿运用各种感官感知木耳遇水前后的变化。

（4）小结：泡过水的木耳看起来颜色浅了一些、个子变大了，
摸起来软软的、湿湿的，闻起来还是有味道的。

2.膨胀现象

（1）教师：为什么木耳会有这样的变化？木耳里面什么样子？

（2）幼儿讨论，尝试用完整的语言描述原因。

（3）教师：木耳吸水会变大，这种变大的现象叫做膨胀，木
耳膨胀变大后，可以做菜和汤，吃起来不仅有营养而且口感
会很好，那就把我们泡好的木耳送到厨房去做美味的食物吧！

2.出示材料：银耳、胖大海、菊花、紫菜（观察认知）

3出示记录表并介绍使用方法：全班集中猜想，然后幼儿个体
实验，最后在分享中全班记录结果。

4.幼儿选择材料进行实验，提示幼儿观察物体泡水前后的变
化，体验探索的乐趣。

6.小结：食物遇水变大膨胀，水的温度和泡水的时间对膨胀
的快慢也是有影响的，我们可以在科学区活动的时候进行探



索。

三、结束部分：拓展经验——探索水温和时间对膨胀速度的
影响。

（1）继续观察自然角里自己所泡的操作材料。观察一下它们
有什么新变化？

（2）在科学区探索同一种食物不同的水温，膨胀的速度是怎
样的？

（3）整理操作材料。

大班科学有趣的膨胀教案反思篇六

1、学习查找资料、收集信息、整理信息的方法。

2、初步了解蚯蚓。

3、会按节奏行走，体验合作游戏的快乐。

经验：

家长与幼儿一起收集蚯蚓的相关资料，丰富幼儿的经验。

家长与幼儿查找并收集蚯蚓的相关资料；音乐《找朋友》、
播放器。

1、谈论蚯蚓的话题，导入活动

（1）幼儿自由交流自己收集的信息。

（2）教师与幼儿集中分享交流。

提问：你收集了蚯蚓的哪些资料？在收集的过程中，你知道



了关于蚯蚓的哪些知识。

2、引导幼儿了解并交流查找、收集资料的方法。

（1）引导幼儿分类整理资料

（2）教师与幼儿共同布置我知道的.蚯蚓展板

4、邀请同年段的幼儿参观、分享我知道的蚯蚓展板。

大班科学有趣的膨胀教案反思篇七

膨胀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每位幼儿在生活中都会遇见的，
但是幼儿一直不会用一个合适的词语来说明这个现象。例如：
在班级的植物角中，我用水泡了一些黄豆、绿豆，让幼儿观
察这些植物生长需要哪些条件。这些豆子用水泡过后，就变
大了，幼儿看见后就说它们都鼓起来了，而不知道黄豆、绿
豆是因为遇水产生了膨胀。另外在新《纲要》中也明确指出
了，科学的教育内容因从身边取材，这样就有益于孩子们真
正地理解科学、热爱科学。孩子们会感到“科学并不遥远，
科学就在身边”。针对幼儿这方面知识比较贫乏，以及新
《纲要》的精神，选择了此次活动。本次活动中为幼儿提供
了丰富的材料，引导幼儿通过小组操作和小组讨论的方式，
感知物体的膨胀现象，初步了解物体膨胀的条件。从而激发
幼儿学会用比较观察的方法。萌发对物体膨胀现象的.兴趣和
探索欲望。

1、感知物体的膨胀现象，初步了解物体膨胀的条件。

2、会用比较的方法观察事物。

3、萌发对物体膨胀现象的兴趣和探索欲望。

4、在交流活动中能注意倾听并尊重同伴的讲话。



5、通过实际操作，培养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

大班科学有趣的膨胀教案反思篇八

1、海带每组一份。

2、紫菜、木耳、压缩海绵、银耳每组分别一份。

3、瘪的乒乓球每人一个。

4、录像资料。

一、激发幼儿探索欲望。

教师出示海带，引导幼儿初步感知膨胀的现象。

二、感知物体遇水膨胀的现象。

1、幼儿操作并观察海带遇水膨胀的现象。

2、请幼儿交流操作结果。

3、教师小结：干海带放进水里有，体积慢慢变大了，这种现
象叫吸水膨胀。那么你在生活中还看到哪些物体吸水后体积
变大，产生了吸水膨胀的现象。

4、请幼儿讲述生活中的吸水膨胀的现象。

5、幼儿分组操作，观察所提供的物体吸水膨胀的现象。

6、分组派一名幼儿来介绍实验结果

7、教师小结：海带、紫菜、木耳、压缩海绵、黄豆、红枣、
茶叶等这些物体放到水里后，体积就慢慢大了，它们都产生
了吸水膨胀的'现象。



三、感知物体遇热膨胀的现象。

1、教师出示一个瘪的乒乓球，请幼儿想想怎样才能让它恢复
原样?

2、幼儿操作并观察、比较。

四、幼儿观看录像资料，了解生活中的吸水和遇热膨胀的现
象。

五、结束活动。

教师：今天，我们一起发现了生活中有许多吸水膨胀和遇热
膨胀的现象，下次活动我们再来一起找找生活中哪些地方出
现了遇冷膨胀的现象。

幼儿回家后，继续寻找哪些物体遇水、遇热会产生膨胀的现
象，并请幼儿将寻找到的物体投放到班级的科学角中，从而
产生资源共享。

本次活动，教师给幼儿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引导幼儿大胆想
象、自主操作，充分体现了幼儿在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幼儿
的想象能力和动手能力都得到了提高，调动了幼儿的学习积
极性。教师的教学从严格掌控到逐步放开，幼儿探索的思维
空间和学习自主权逐渐扩大，也体现了教师教学的规范性和
严谨性，更体现了幼儿在做中学、试中学、想中学的主体性。

大班科学有趣的膨胀教案反思篇九

1、观察虫子的外型特征，发挥想像力，为虫子起一个险当的.
名字。

2、初步学会调查，并能讲述调查结果。



3、激发对虫子的兴趣。

1、活动过程：

（1）观察虫子，起名字。

（2）学名、俗名的调查活动。

（3）关于虫子名字的口头报告。

2、活动实录：

（1）教师适时提供放大镜，引导孩子观察、讲述。孩子们把
虫子放在手里，拿着放大镜观察、引逗。激烈地争论其名字：

一动，就变成小球，像个地球，叫它地球虫吧；

不对，像个皮球，叫皮球虫；

身上有7条花纹，叫七纹虫；

有十四条腿，应该叫多腿虫；

特像个小西瓜，叫它西瓜虫吧

孩子们经过商讨，达成统一意见，暂且称为西瓜虫。

（2）教师引导孩子调查西瓜虫的学名、俗名。入园、离园时，
孩子们纷纷将家长请进幼儿园，一同观察西瓜虫，并向爷爷、
奶奶、爸爸、妈妈请教西瓜虫的学名和俗名。

星期天，让家长陪同去新华书店、图书馆、上网查询有关西
瓜虫的资料。

（3）教师鼓励孩子积极地口头表述调查情况。



苑金浩说：奶奶不叫它西瓜虫，而叫它衣毛虫，，因为它生
长在烂草里、长毛毛的地方。老家是东北的刘威全说：它叫
潮虫，我妈妈叫它潮湿虫。

关于西瓜虫的学名查了许多资料未查着。

3、延伸内容：

（1）查阅西瓜虫为什么会变成西瓜，让孩子们讨论西瓜虫的
特征假死性。

（2）采访西瓜虫为什叫潮湿虫，让幼儿探讨西瓜虫的生活习
性生存环境。

在为西瓜虫起名字这一活动中，教师要给予幼儿充分观察、
表达的机会。幼儿对西瓜虫的外型已经有了初步认识，同时
产生了新的疑问西瓜虫为什么会变成西瓜、为什么又叫潮湿
虫。教师应及时将问题列出，激发幼儿的探究兴趣，将活动
丰富多样化。

大班科学有趣的膨胀教案反思篇十

1、学习查找资料、收集信息、整理信息的方法。

2、初步了解蚯蚓。

3、会按节奏行走，体验合作游戏的快乐。

家长与幼儿一起收集蚯蚓的相关资料，丰富幼儿的经验。

家长与幼儿查找并收集蚯蚓的相关资料；音乐《找朋友》、
播放器。

1、谈论蚯蚓的话题，导入活动



（1）幼儿自由交流自己收集的信息。

（2）教师与幼儿集中分享交流。

提问：你收集了蚯蚓的哪些资料？在收集的过程中，你知道
了关于蚯蚓的.哪些知识。

2、引导幼儿了解并交流查找、收集资料的方法。

（1）引导幼儿分类整理资料

（2）教师与幼儿共同布置我知道的蚯蚓展板

4、邀请同年段的幼儿参观、分享我知道的蚯蚓展板。

大班科学有趣的膨胀教案反思篇十一

1、感知磁铁两端与中间磁力的不同，发现条形、u型及断开的
磁铁都是两端的磁力大。

2、能用较准确的语言描述自己的操作和发现。

1、磁铁；在每种磁铁的两端和中间贴上颜色不同的小标志，
表示磁铁的不同位置。

2、铁制品若干。

3、《科学》下p29。

一、经验重温。

请幼儿回忆磁铁能吸起什么东西，不能吸起什么东西。

二、猜测探究。



2、按照画册《哪儿的'磁力大》，试一试磁铁离曲别针多远
就不能吸起来了。

4、实验中培养幼儿通过结果获得认识科学的态度。

三、交流讨论。

1、教师和幼儿共同讨论，说说自己的发现和实验结果。

2、小结：条形、u形和断开的磁铁都是两头的磁力大。

大班科学有趣的膨胀教案反思篇十二

1、观察虫子的`外型特征，发挥想像力，为虫子起一个险当
的名字。

2、初步学会调查，并能讲述调查结果。

3、激发对虫子的兴趣。

1、活动过程：

（1）观察虫子，起名字。

（2）学名、俗名的调查活动。

（3）关于虫子名字的口头报告。

2、活动实录：

（1）教师适时提供放大镜，引导孩子观察、讲述。孩子们把
虫子放在手里，拿着放大镜观察、引逗。激烈地争论其名字：

一动，就变成小球，像个地球，叫它地球虫吧；



不对，像个皮球，叫皮球虫；

身上有7条花纹，叫七纹虫；

有十四条腿，应该叫多腿虫；

特像个小西瓜，叫它西瓜虫吧

孩子们经过商讨，达成统一意见，暂且称为西瓜虫。

（2）教师引导孩子调查西瓜虫的学名、俗名。入园、离园时，
孩子们纷纷将家长请进幼儿园，一同观察西瓜虫，并向爷爷、
奶奶、爸爸、妈妈请教西瓜虫的学名和俗名。

星期天，让家长陪同去新华书店、图书馆、上网查询有关西
瓜虫的资料。

（3）教师鼓励孩子积极地口头表述调查情况。

苑金浩说：奶奶不叫它西瓜虫，而叫它衣毛虫，，因为它生
长在烂草里、长毛毛的地方。老家是东北的刘威全说：它叫
潮虫，我妈妈叫它潮湿虫。

关于西瓜虫的学名查了许多资料未查着。

3、延伸内容：

（1）查阅西瓜虫为什么会变成西瓜，让孩子们讨论西瓜虫的
特征假死性。

（2）采访西瓜虫为什叫潮湿虫，让幼儿探讨西瓜虫的生活习
性生存环境。

在为西瓜虫起名字这一活动中，教师要给予幼儿充分观察、
表达的机会。幼儿对西瓜虫的外型已经有了初步认识，同时



产生了新的疑问西瓜虫为什么会变成西瓜、为什么又叫潮湿
虫。教师应及时将问题列出，激发幼儿的探究兴趣，将活动
丰富多样化。

小知识

为什么西瓜虫变成西瓜

如果发现了西瓜虫，只要稍稍动它一霞，它就会把身字蜷缩
滚成一团，非常有趣。这种现象称为昆虫的假死。

假死是昆虫躲避敌害的一种方法，这是西瓜虫自我保护呢！
查阅《十万个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