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科学教案(优质10篇)
三年级教案需要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掌握程度进行合理的
设计和调整。接下来是一份以培养学生语文兴趣为目标的一
年级教案。

小班科学教案篇一

根据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他们对周围环境充满好奇，他们
总是不停的看、听、摸，见到新奇的东西总会去探索，去了
解感兴趣的事物。生活中各种声音无处不在，所以在本次活
动中创设了去动物园情境，让幼儿听一听声音，动手制造声
音，到最后的感知声音，充分让幼儿感知声音的有趣，激发
幼儿探索的欲望。

1.能够利用生活中不同的材料制造声音，感受声音的乐趣。

2.初步感知声音与物体材质的关系。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充分体验“科学就在身边”，产生在生活中发现、探索和
交流的兴趣。

5.激发幼儿乐于探索科学实验的乐趣。

能够利用生活中不同的材料制造声音，初步感知声音与物体
材质的关系。

1. 生活中各种声音ppt,各种纸、杯子、瓶子。

2. 六个透明的瓶子装有不同数量的软硬糖果。

一、 以去动物园的情境导入



让幼儿听各种车、各种动物、自然界的声音，感受声音的乐
趣。

二、 幼儿自己动手制造声音

为幼儿提供各种纸、杯子、瓶子等材料，让幼儿自己动手制
造声音。

小结：教师以幼儿制造声音时拍的照片进行小结，材料不一
样发出的声音不一样，用的方法不一样声音也是不一样的。

三、 根据糖果的软硬与数量不同，探索声音的不同

1.装有两罐数量不等的硬糖，让幼儿猜测声音的大小。

2.装有两罐数量一样多的软硬糖，让幼儿通过摸一摸感知声
音的不同。

3.装满的两罐软硬糖，让幼儿了解装满了没有声音。

整个环节层层深入，注重激发幼儿的探究兴趣，引导幼儿从
生活中熟悉的声音入手，再去发现声音、感知声音，而后启
发幼儿探究声音产生的原因，了解物体振动就会产生声音，
每个环节始终抓住幼儿的“兴趣点”进行游戏活动，让幼儿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奇妙的声音，帮助幼儿不断积累
生活经验，培养了幼儿良好的科学探究能力及学习品质。

小班科学教案篇二

1、通过操作活动，能够分辨黄豆和米粒发出的不同声音。

2、愿意表达自己的发现。

3、体验探索声音的乐趣。



二、活动准备：黄豆、米粒、木糖醇罐子人手两份。

音乐《大鼓和小鼓》

一、情境导入，引发兴趣。

1、森林里要开音乐会了，看小动物们都带来了好多乐器，他
们还缺少沙锤，让我们小朋友一起来帮忙吧。

2、出示瓶子，教师交代要求。

-------瓶子会发出声音吗？

二、第一次探索：装黄豆

1、分享交流：黄豆发出了怎么样的声音？摇的重了，轻了声
音有什么变化？

2、教师小结。

三、第二次探索：装米粒

1、分享交流：米粒发出了怎么样的声音？摇的重了，轻了声
音有什么变化？

2、教师小结。

四、比较黄豆和米粒发出的不同的声音。

1、自由探索黄豆和米粒发出的不同声音。

2、教师小结：声音响的'是黄豆，声音轻的是米粒。

五、森林音乐会。



1、出示大小鼓，教师示范。

2、幼儿一起参加森林音乐会。

小班科学教案篇三

1、感知声音，尝试分辨一些不同的声音。

2、初步懂得保护自己小耳朵的一些方法。

幼儿自带的玩具、录制噪声、多媒体制作

感知声音

分辨不同的声音

（一）听音游戏，感知声音

1、多媒体演示：

猜猜这是谁发出的声音？用什么听到的？

2、你们的小耳朵真灵。

3、过渡：

再用你的小耳朵听一听，它们发出的声音是怎么样的？

（二）操作练习，分辨声音

1、幼儿按自己意愿选择玩具，摆弄玩具，分辨声音。

2、交流讨论：

（1）你玩的是什么玩具？



（2）试一试：你是用什办法让玩具发出声音来的？

（3）它们发出的声音是怎么样的？

3、仔细分辨：这两个罐子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发出的声音不
一样呢？

4、小结：

原来啊，里面放的东西不一样，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哦。

（三）经验交流，保护耳朵

1、播放噪音：什么声音啊？快来快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了？

2、你们为什么都捂住自己的小耳朵？（幼儿讲述）

3、小结：

保护自己的小耳朵，所以平时我们小朋友之间要轻轻的说话。

4、除了轻声说话，我们小朋友还有什么好办法，也可以保护
我们的小耳朵？（平时妈妈是怎样保护我们的小耳朵的？联
系幼儿生活经验）

5、小结：

我们小朋友和妈妈都有那么多的好办法，以后要好好保护好
耳朵，让我们的小耳朵变得灵灵的，能听得更清楚。

小班科学教案篇四

1、通过操作活动，能够分辨黄豆和米粒发出的不同声音。

2、愿意表达自己的发现。



3、体验探索声音的乐趣。

二、活动准备：黄豆、米粒、木糖醇罐子人手两份。

音乐《大鼓和小鼓》

一、情境导入，引发兴趣。

1、森林里要开音乐会了，看小动物们都带来了好多乐器，他
们还缺少沙锤，让我们小朋友一起来帮忙吧。

2、出示瓶子，教师交代要求。

-------瓶子会发出声音吗？

二、第一次探索：装黄豆

1、分享交流：黄豆发出了怎么样的声音？摇的重了，轻了声
音有什么变化？

2、教师小结。

三、第二次探索：装米粒

1、分享交流：米粒发出了怎么样的声音？摇的重了，轻了声
音有什么变化？

2、教师小结。

四、比较黄豆和米粒发出的不同的声音。

1、自由探索黄豆和米粒发出的不同声音。

2、教师小结：声音响的`是黄豆，声音轻的是米粒。



五、森林音乐会。

1、出示大小鼓，教师示范。

2、幼儿一起参加森林音乐会。

小班科学教案篇五

1、感知声音，尝试分辨一些不同的声音。

2、初步懂得保护自己小耳朵的一些方法。

幼儿自带的玩具、录制噪声、多媒体制作

感知声音

分辨不同的声音

1、多媒体演示：

猜猜这是谁发出的声音？用什么听到的？

2、你们的小耳朵真灵。

3、过渡：

再用你的小耳朵听一听，它们发出的声音是怎么样的？

1、幼儿按自己意愿选择玩具，摆弄玩具，分辨声音。

2、交流讨论：

（1）你玩的是什么玩具？

（2）试一试：你是用什办法让玩具发出声音来的？



（3）它们发出的声音是怎么样的？

3、仔细分辨：这两个罐子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发出的声音不
一样呢？

4、：

原来啊，里面放的东西不一样，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哦。

1、播放噪音：什么声音啊？快来快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了？

2、你们为什么都捂住自己的小耳朵？（幼儿讲述）

3、：

保护自己的小耳朵，所以平时我们小朋友之间要轻轻的说话。

4、除了轻声说话，我们小朋友还有什么好办法，也可以保护
我们的小耳朵？（平时妈妈是怎样保护我们的小耳朵的？联
系幼儿生活经验）

5、：

我们小朋友和妈妈都有那么多的好办法，以后要好好保护好
耳朵，让我们的小耳朵变得灵灵的，能听得更清楚。

小班科学教案篇六

1、体验探索声音的乐趣，乐于表达自己的经验和感受。

2、能辨别生活中不同的声音。

3、在为乐曲伴奏中，感受声音的轻响。



4、对科学活动感兴趣，能积极动手探索，寻找答案，感受探
索的乐趣。

5、发展合作探究与用符号记录实验结果的能力。

1、宝宝生活中声音的。

2、录音带： 大鼓和小鼓音乐。

3、每人一只塑料小瓶，小盆4个，黄豆若干，三瓶软硬不同
的糖果，大鼓小鼓各一个（图片）。

1、鼓励幼儿依据生活经验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2、在听听、玩玩、尝尝中感受声音，激发幼儿对探索声音轻
响的兴趣。

（一）、生活中的声音听声音：（以宝宝早晨的生活背景）
笑声--鸡鸣--盥洗--汽车--问候（老师好）。引导幼儿说出
笑声、动物的叫声、听水声进行猜想、说出马路上的汽车声
等。

（二）、让小瓶发出声音，为大鼓小鼓伴奏。

1、让空瓶子发出声音宝宝来到幼儿园，老师要和宝宝一起玩
啦。这里有一个瓶子，你能让它发出声音吗？（幼儿每人取
一小瓶子，探索用各种办法让它发出声音）。

2、用瓶子装豆让它发出声音这里有许多豆子，小豆和瓶子在
一块能发出声音吗？

3、（放录音）引导幼儿跟着音乐摇瓶子：用儿歌"你的小瓶
子，有声音吗？有有有"有节奏地引导幼儿感受音乐。

4、出示大鼓和小鼓图片，引导幼儿用瓶子摇出大鼓和小鼓的



声音，感受用力大小不同，发出的声音轻响不同；装的多少
也影响瓶子发的声响（太少声音小，装满没声音，感受事物
的相对性）

（三）、幼儿通过尝一尝，咬一咬，区别糖果的软硬不同，
知道装硬糖果的瓶子摇起来会发出大鼓的声音，装软糖果的
会发出小鼓的声音。

（四）、为"大鼓小鼓"唱歌，边摇瓶子配乐曲边唱歌。

出示装棉花糖的瓶子，提出：棉花糖与软糖发出的声音，谁
更像大鼓、谁像小鼓？请幼儿到教室去吃吃看就知道了。

一次科学活动的开始，应该来自幼儿已有的经验，一次科学
活动的结束，并不是真正的结束，应使幼儿有进一步的探索
可能，成为获取经验的开始。幼儿是学习的主人，所以我们
老师要尽其所有、创设各种学习环境，让幼儿能够用眼看、
用耳听、用嘴说、用脑思考，全身心地积极地投入到探究中
去，给幼儿自由展现的空间。让幼儿在游戏中、快乐中获得
知识，学得经验。

小班科学教案篇七

1、能辨别生活中不同的声音。

2、在玩玩、摇摇瓶子过程中,发现声音的不同。

3、发展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

4、乐意与同伴合作游戏，体验游戏的愉悦。

1、课件《有趣的声音》。

2、图片:大鼓和小鼓。



3、小瓶人手一个,小盆每组一个,黄豆若干。

一、辨别生活中的声音。

1、今天我们来比一比，谁的小耳朵最灵敏，你听!(播放宝宝
笑声)这是什么声音呀?你知道是谁的笑声吗?你们猜对了，这
是小宝宝夜里睡觉做梦发出来的笑声。

2、可是天亮了,妈妈要请一个小动物叫醒宝宝，你听听是哪
个小动物来叫醒宝宝的?(播放公鸡叫声音，幼儿：大公鸡!)
大公鸡怎么叫的?(喔喔喔喔)那除了大公鸡会叫，还有什么动
物也会叫呢?会叫的`小动物有很多很多,不过这次妈妈只请了
大公鸡来叫醒小宝宝。

3、宝宝被叫醒了,你们听听,现在小宝宝在干什么?(播放洗手
声音)洗手的时候会有什么声音啊?(哗啦啦)

4、洗漱完,吃完早饭,宝宝准备坐上爸爸的大汽车去上幼儿园
啦!汽车在马路上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播放汽车的声音)
马路上除了汽车发出声音声音之外，还有什么车也能发出声
音?(摩托车,自行车)马路上的声音有很多很多，我们下次再
去慢慢听。

二、让空瓶子发出声音

1、到了幼儿园里,老师要和小朋友一起玩游戏啦,看看今天老
师带来了什么好玩的呢?(出示空瓶子)听听这个瓶子有声音
吗?(没有),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能让瓶子发出声音呢?(幼儿尝
试让瓶子发出声音的方法:碰碰手、碰碰椅子、放东西到瓶子
里等。)师小结：瓶子碰到某个地方就能发出声音。

2、用瓶子装豆让它发出声音师：我们在瓶子里装点豆子,瓶
子能发出声音吗?我们一起来试试看。(提醒幼儿盖紧瓶盖)



3、幼儿集体装黄豆

4、表演大鼓和小鼓师：现在我们的瓶子宝宝有都有声音了
吗?老师想请小朋友们用自己的瓶子来学学这两样东西,看看,
这是什么?(大鼓和小鼓)现在我们的瓶子宝宝就来学大鼓和小
鼓的声音:

大鼓--我是一只大鼓,我的声音很大,咚咚咚咚咚。

小鼓--我是一只小鼓,我的声音很小,咚咚咚咚咚。

师：大鼓的声音很大,它是怎么发出来的呢?小鼓呢?(大鼓力
气用的大,小鼓用的力气小)小结:原来,大鼓要用大一点的力
气,小鼓要用小一点的力气。

5、探究大小鼓的声音与装豆多少有关师:小朋友们看,老师这
里有两个瓶子宝宝,一个瓶子里面装了很少的豆子,我们来听
听看像大鼓的声音还是小鼓的声音。另外一个里面装了很多
的豆子,我们也来听听看。

小结:原来豆子要多放些,但是不能放满,力气大一些就是大鼓
的声音了。

三、结束部分:

师:刚才我们听了各种声音,我们也自己动手让瓶子宝宝发出
了不同的声音,原来我们的小耳朵能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声音,
但是有小朋友不爱惜自己的小耳朵,让自己的耳朵很受伤。以
后小朋友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耳朵,也不要大声的喊叫,这样
我们的小耳朵就可以听到各种好听有趣的声音了。

幼儿园科学活动的核心是“激发幼儿探究兴趣，体验探究过
程，发展初步的探究能力”，教师要善于发现孩子的好奇心
和求知欲，为幼儿探究活动提供丰富的教育环境和充分条件，



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动手操作”获取知识
的需要。

小班科学教案篇八

设计思路：听觉是人的主要感官，人通过听觉去感知周围世
界、认识周围世界。小班的孩子对周围世界充满无限的好奇，
喜欢摆弄又是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对任何自己感兴趣的东
西都会玩玩、试试、摸摸、看看，对能发出声响的东西就尤
为感兴趣。对他们来说声音是美妙的，为了进一步让幼儿感
知和区别生活中的各种声音，我设计了这节以声音为主题的
小班活动《有趣的声音》。教育策略：在活动中，利用倾听、
操作等环节引导幼儿主动去探索，去发现，尝试用不同的材
料制造声音，并感知声音的不同，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
知道声音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有的声音会给大家带来烦恼。
知道生活中要用优美的声音和别人交流。活动目标：1、能用
生活中不同的材料制造出声音。2、体验自制声音带来的乐趣。
活动准备：声音录音（生活中的.马路上的.自然界的），各
种材料人手一筐，空塑料瓶一人2个，黑豆，小米，音乐《沙
沙沙》活动过程：一、感知各种有趣的声音（1）倾听生活中的
（笑公鸡叫流水声）、马路上的（自行车摩托车救护车）、
自然界中的（鸟叫打雷下雨）声音，让幼儿听一听、猜一猜。
（2）你还会学什么声音？幼儿模仿。（3）你的身体会发出
声音吗？二、探索用不同材料制造声音（1）请小朋友玩不同
的材料，尝试用不同的材料制造出声音。小结：摇一摇，敲
一敲，碰一碰。捏，撕，搓、吹等都能发出声音。（2）探索
怎样让空瓶子发出声音。（3）幼儿往空的塑料瓶子里装豆子，
感知用力晃瓶子和轻轻晃瓶子发出的声音不一样。（4）老师
的塑料瓶里装一颗豆子和孩子们的许多豆子比较，知道一颗
豆子和许多豆子发出的声音不一样。（5）幼儿往空的塑料瓶
里装小米，感知同一种材料装上不同的东西，发出的声音不
一样（6）用自制的小乐器给曲子伴奏。三辨别乐音和噪音为
曲子伴奏的声音很好听，是乐音；播放孩子吵闹的声音，是
噪音，知道噪音的危害，生活中要轻轻的说话，不要制造噪



音。

小班科学教案篇九

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声音无处不在，而小班的小朋友对倾听很
感兴趣，他们对大自然的声音充满着好奇和探索，而孩子语
言能力的发展又是以倾听为基础的，因此，我选择了这一内
容设计本次活动。

（一） 活动目标。

1、幼儿学习听辨各种东西发出的声音，培养幼儿的倾听能力。

2、通过探索、操作活动，激发幼儿对各种声音的兴趣。

（二） 活动准备。

1、各种饮料瓶子人手一份，分别装着硬币、玻璃球、沙子、
雪花片。

2、打击乐器若干。

3、活动室的四处分别布置成小兔、小猫、小狗、小鸡的家。

4、会发声音的玩具及录音机一台。

（三）活动过程：

1、听声音引出课题。

（1）引导幼儿进入活动室，请配班老师启动“会发声的玩具
狗”。

师：哎呀，活动室里真安静。听，谁在叫？



幼：是小狗，它在叫“汪汪汪”。

师：哈哈，原来是玩具狗叫了，你们的耳朵真灵！为了奖励
小朋友，今天，我带你们到小动物家去做客吧！

幼：太好了！

师：那么我们做客时要怎么样呢？

幼：应该做一个有礼貌的小朋友。

（评析：在安静的环境中，以玩具狗的叫声吸引幼儿的兴趣，
同时，又以奖励的方式带小朋友去做客。更加激起了幼儿的
兴趣，幼儿此时的情绪非常高涨，都有了迫不及待想去做客
的愿望。）

2、尝试让幼儿听辨硬币、玻璃球、沙子、雪花片在饮料瓶里
发出的声音。

（1）听辨硬币在红茶瓶中发出的声音。

a、师：这是谁的家？

幼：小兔的家。

幼：小兔你好！……

师：小兔家有什么？

幼：红茶。

师：那里面装得是不是红茶呢？请小朋友不要去打开盖子，
自己去摇一摇、听一听，听出来马上告诉我，看谁最能干。

b、幼儿操作：



摇红茶瓶，听辨硬币发出的声音。

幼：老师，我好象听到一个硬硬的东西，是石头吗？

幼：不对，是硬币。

幼：对，是硬币。……

师：小朋友们真能干，这是硬币发出的声音。

请幼儿集体练习句子：这是硬币发出的声音。

（评析：通过让幼儿自己探索、操作，来感知瓶中的东西，
幼儿很感兴趣。）

（2）听辨玻璃球在旺仔牛奶瓶中发出的声音。

a、教师带幼儿到“小猫家”。

幼：小猫家到了。

幼：小猫你好……

师：小猫家里有什么？

小班科学教案篇十

1、能辨别生活中不同的声音。

2、在玩玩、摇摇瓶子过程中，发现声音的不同。

1、课件《有趣的声音》。

2、图片：大鼓和小鼓。



3、小瓶人手一个，小盆每组一个，黄豆若干。

一、辨别生活中的声音。

1、今天我们来比一比，谁的小耳朵最灵敏，你听！（播放宝
宝笑声）这是什么声音呀？你知道是谁的笑声吗？你们猜对
了，这是小宝宝夜里睡觉做梦发出来的笑声。

2、可是天亮了，妈妈要请一个小动物叫醒宝宝，你听听是哪
个小动物来叫醒宝宝的？（播放公鸡叫声音，幼儿：大公
鸡！）大公鸡怎么叫的？（喔喔喔喔）那除了大公鸡会叫，
还有什么动物也会叫呢？会叫的小动物有很多很多，不过这
次妈妈只请了大公鸡来叫醒小宝宝。

3、宝宝被叫醒了，你们听听，现在小宝宝在干什么？ （播
放洗手声音）洗手的时候会有什么声音啊？（哗啦啦）4、洗
漱完，吃完早饭，宝宝准备坐上爸爸的大汽车去上幼儿园啦！
汽车在马路上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播放汽车的声音）
马路上除了汽车发出声音声音之外，还有什么车也能发出声
音？（摩托车，自行车）马路上的声音有很多很多，我们下
次再去慢慢听。

二、让空瓶子发出声音1、到了幼儿园里，老师要和小朋友一
起玩游戏啦，看看今天老师带来了什么 好玩的呢？（出示空
瓶子）听听这个瓶子有声音吗？（没有），那你有什么好办
法能让瓶子发出声音呢？（幼儿尝试让瓶子发出声音的方法：
碰碰手、碰碰椅子、放东西到瓶子里等。）师小结：瓶子碰
到某个地方就能发出声音。

2、用瓶子装豆让它发出声音师：我们在瓶子里装点豆子，瓶
子能发出声音吗？我们一起来试试看。（提醒幼儿盖紧瓶盖）
3、幼儿集体装黄豆4、表演大鼓和小鼓师：现在我们的瓶子
宝宝有都有声音了吗？老师想请小朋友们用自己的瓶子来学
学这两样东西，看看，这是什么？（大鼓和小鼓）现在我们



的瓶子宝宝就来学大鼓和小鼓的声音：

大鼓--我是一只大鼓，我的声音很大，咚咚咚咚咚。

小鼓--我是一只小鼓，我的声音很小，咚咚咚咚咚。

师：大鼓的声音很大，它是怎么发出来的呢？小鼓呢？ （大
鼓力气用的大，小鼓用的力气小）小结：原来，大鼓要用大
一点的力气，小鼓要用小一点的力气。

5、探究大小鼓的声音与装豆多少有关师：小朋友们看，老师
这里有两个瓶子宝宝，一个瓶子里面装了很少的豆子，我们
来听听看像大鼓的声音还是小鼓的声音。另外一个里面装了
很多的豆子，我们也来听听看。

小结：原来豆子要多放些，但是不能放满，力气大一些就是
大鼓的声音了。

三、结束部分：

师：刚才我们听了各种声音，我们也自己动手让瓶子宝宝发
出了不同的声音，原来我们的小耳朵能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声
音，但是有小朋友不爱惜自己的小耳朵，让自己的耳朵很受
伤。以后小朋友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耳朵，也不要大声的喊
叫，这样我们的小耳朵就可以听到各种好听有趣的声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