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雷和闪电教案反思 科学活动教案
大班教学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雷和闪电教案反思篇一

1、初步了解小动物的过冬方式，帮助幼儿理解动物和季节的
关系。

2、激发幼儿喜爱小动物和探索动物生活的兴趣，培养保护小
动物的情感。

3、理解词汇：冬眠、迁移、躲藏等。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使幼儿对探索自然感兴趣。

1、小动物图片若干。

2、小动物过冬课件。

3、《动物怎样过冬》挂图三张。

4、《动物怎样过冬》记录表一张。

1、激发幼儿兴趣,谈话导入课题：

小朋友们，现在是什么季节?你感觉怎样?(冬季，天气很冷)



冬天到了，人们是怎样过冬的?(穿上厚厚的棉衣、棉鞋)还有
呢?(安装取暖设备、开空调)除了刚才说的，我们还可以怎样
就不觉得冷呢?(跳绳、跑步、拍球、)。小朋友们想出了这么
多的过冬方法，真聪明。

2、引发课题动物是如何过冬的

谈话导入：人们有这么多好的过冬办法，那你们知道小动物
们在这样冷的天气里是怎样过冬的吗?今天，老师为小朋友们
带来了许多的小动物，请小朋友们看一看，你最喜欢谁?并把
它是怎样过冬的，告诉老师和小朋友们，好吗?播放课件(许
多的小动物)

(1)、幼儿根据日常观察进行自由回答，教师不予评论。

(2)、根据幼儿的回答，出示挂图《动物怎样过冬》(一)《动
物怎样过冬》(二)总结讲述动物的过冬方式。

(3)、播放课件，教师讲述故事，让幼儿了解动物们其他的过
冬方式。

(4)、幼儿合作完成《动物怎样过冬》记录表。

冬眠过冬迁移过冬换上厚厚的皮毛过冬储存食物过冬躲藏过
冬让卵过冬

3、看《动物怎样过冬》记录表，教师和幼儿共同回顾小动物
过冬的方法：

冬眠过冬的有：蛇、乌龟、青蛙、熊(刺猬);

迁移过冬的有：大雁、小燕子(丹顶鹤)

加厚皮毛或羽毛过冬的有：鹿、老虎、兔子、(鸡、鸭、猫、
狗、小兔子、狐狸)



储存食物过冬的有：蚂蚁、蜜蜂、(松鼠)

躲藏过冬的有：苍蝇、蚊子。

让卵过冬的有：螳螂、蝗虫

4、了解动物与季节的关系，知道动物有各种方法过冬，这是
保护自己生存的最好方式。

5、游戏：小动物过冬

介绍玩法：在教室的`6个角落贴上标记：分别是动物的6种过
冬方式，幼儿每人挑选一张自己喜欢的动物图片，然后到相
应的过冬方式区中，看谁做的又快又对。互换图片，继续游
戏。

6、教师小结，对幼儿进行保护动物，爱护大自然教育。

科学活动重点在于幼儿的探索过程，可以提供一些故事录音、
图片、书籍等丰富的相关知识材料，在开始时我设置了一个
自由宽松的，能让幼儿自己探索获得知识的环境，在这样的
环境中，能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使幼儿自然地习得知识，
接下来的讨论过程会激烈，相关经验也会更加丰富，同时也
增强了幼儿讲述时的自信心。

雷和闪电教案反思篇二

1、观察、记录牙齿的外形特征，了解牙齿的基本外形结构。

2、学习牙齿名称：切牙，尖牙，磨牙，了解牙齿外形与功用
的关系。

3、发现事物间的相互关系，提高观察、概括能力。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学习牙齿名称：切牙，尖牙，磨牙，观察、记录牙齿的外形
特征。

1、《小朋友的书我奇怪我发现》

2、幼儿换下的乳牙;牙齿模型;黑板上画好的两张张开的大嘴。

3、人手一个小镜子、电筒、笔。

请幼儿用小镜子自主观察自己的牙齿，了解幼儿在观察时使
用的不同方法。

1、运用提问引导幼儿学习正确的观察方法。

2、师：你能看到牙齿的几个面?

你看到的每个面是怎样的?用手摸摸有什么感觉?

幼儿边观察边记录在《小朋友的书我奇怪我发现》第4页上，
教师关注幼儿的发现方法，并进行个别指导，引导幼儿发现
外型特征、数量和位置关系。

在幼儿的换牙期，教师能及时地为幼儿提供跟牙齿有关的的
教学活动是有助于幼儿及时了解自己的牙齿。

通过观察发现等变化让幼儿有了充分了解，使幼儿有对保护
牙齿的意识。

用通过照镜子，观察等方法让幼儿观察自己的牙齿，从幼儿
生活中的自己来作为学习探究的对象提高幼儿学习的兴趣。



雷和闪电教案反思篇三

1.通过观察，发现，了解植物生长的向光性。

2.学习根据问题猜测原因，培养幼儿勤观察，爱动脑思考的
学习态度。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激发幼儿乐于探索科学实验的乐趣。

经验准备：按照幼儿用书上的方式种植豆芽。

材料准备：幼儿用书，每人一个小纸盒，1把剪刀。

一、引出课题。教师出示豆芽：小朋友们请看，老师手上的
豆芽是从菜场买来的，请小朋友记住它的样子，等会儿老师
要提问。

二、组织教学

1、引发幼儿回忆豆芽的种植情况。

教师：

(1)上次我们观察了泡过水的豆子的变化吗?都有哪些变
化?(大小、颜色、硬度)。

(2)后来我们将豆子种在哪里了?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看看吧。

2、引导幼儿讨论豆子不一样的生长情况。

(2)教师鼓励幼儿猜测原因。教师：想一想我们的种植方法一



样吗?怎么不一样?

3、教师总结：

教师：原来植物是需要阳光的。因为我们将中间的豆芽全部
盖在了一个小盒内，它见不到阳光，进行不了光合作用，所
以长的很慢。而且植物是向着阳光的地方生长的'，哪里有阳
光它就往哪里生长，所以当我们将盒子的口向旁边(或向上)
开时，叶子就会向着有阳光的地方往旁边(或向上)生长。

4、鼓励幼儿再次做植物生长试验，进行验证观察。

(1)教师：这里有一个纸盒，请你先想一想你向让豆子往哪个
方向长。然后动脑筋改造纸盒。

(2)幼儿思考并动手改造纸盒。

(3)教师在盒内铺好塑料袋，请幼儿自己把改造好的纸盒内铺
卫生纸，浇水种植豆芽。

1、我在组织幼儿观看植物生长时，充分表现了学生的主动学
习的积极性。

2、在教育教学中，我作为引导者去引导幼儿幼儿学习而不是
去包办。

3、在活动中，我运用了符合幼儿实际年龄的教学方法进行教
育教学，针对个别幼儿进行个别教育。

4、不足的是，在动手操作环节，我准备的操作材料有些不好
操作，影响了操作时间。



雷和闪电教案反思篇四

1、通过谈话、讨论交流自己喂养蚕宝宝的经历及对其生长、
活动过程的认识。

2、能够借助观察记录，较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察结果。

1、幼儿观察蚕宝宝的记录。

2、教学挂图：《蚕的一生》。

1、出示蚕宝宝产的卵，引发幼儿讨论的兴趣。

教师：这是什么？从哪里来的？

2、出示教学挂图，教师引导幼儿交流蚕宝宝的生长变化。

教师：蚕宝宝刚孵出来时是什么样子的？

3、教师引导幼儿交流自己的喂养经历，体验收获的快乐。

4、请幼儿用身体动作表现蚕宝宝的生长、活动过程。

教师：请小朋友以小组为单位用表演的形式来表现蚕宝宝长
大的过程，看哪组小朋友合作的好，表演的逼真。

请幼儿先商量，在进行表演，鼓励幼儿大胆用身体动作进行
表现。

由于自身经验的不足，在课程审议时将这一活动安排在了还
没有蚕宝宝饲养的季节。由于这次的活动安排的时间还不是
蚕宝宝饲养的季节。所以没有蚕宝宝可以让小朋友饲养，因
此对蚕宝宝的生长、活动等习性不熟悉。

农村本是家家户户都饲养蚕的，但是现在饲养蚕宝宝的家庭



越来越少。所以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没有接触过蚕宝宝，对于
蚕的生长过程一点都不了解。在出示蚕的生长过程图后，我
先让孩子们猜蚕宝宝最初的样子，小朋友都猜错了。但是由
于请小朋友自己自由的猜蚕的生长过程，小朋友对这个活动
非常的感兴趣。积极主动的参与活动、回答问题。还会因为
自己猜对蚕宝宝生长的一个环节而欢呼雀跃。孩子们对于蚕
宝宝在生长过程中会蜕皮充满了好奇。这些都只能留待到养
蚕的季节时再让孩子们进行观察。

主要采用了图片和教师讲解为主。如何让孩子们在本次活动
中主动、积极参与呢？我就让孩子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猜想
先讨论、讲述。我再进行纠正、补充，这样不仅让孩子参与
到活动中来还能让对所学知识映像更深刻。

在以后课程审议的过程中一定要更加注意到季节性活动的时
间安排。

雷和闪电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操作活动，让幼儿初步了解磁铁能吸铁的特性。

2、激发幼儿对磁铁吸铁现象的探索兴趣，发展观察力和语言
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1、每人一个小篮子、一块磁铁；积木、积塑、螺丝帽、钥匙、
回形针、硬币、纸张、布条、茶杯等物品。

2、带有磁铁的文具盒、书包等实物及一些图片。

活动过程：



1、小朋友，今天老师要带你们去寻宝，但是去寻宝时我们小
朋友都要带上一样东西才能寻到，我们看看我们要带什么东
西进去？"屈；老。师"（教师出示磁铁）。磁铁有什么用呢？
人幼儿自由说说。

2、现在小朋友们可以拿着磁铁进去玩了？你们看看会发生什
么事？老师巡回指导。师：小朋友看看为什么磁铁吸不住这
个东西啊？幼：因为它是木头的。师：朋友聪明，那你们看
看磁铁为什么又不能吸住这个东西呢？幼：因为它是塑料的
师：小朋友，你们玩好了吗？现在时间到了，你们去找个位
子坐下来，老师请小朋友说一说刚才磁铁都吸了什么东西啊？
幼：有钉子，有夹子，有瓶盖，有别针。

师：哇！磁铁的本领可真大啊！磁铁吸了这么多东西？那你
们看看磁铁吸得东西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啊？幼：他们都是铁
做的。教师小结：原来磁铁可以吸住铁的东西。

师：现在老师再请你们来玩一个游戏，现在每个小朋友一个
人拿一个纸板，把磁铁上面的东西拿下来放在纸板里，你们
再玩玩看会发生什么事？师：小朋友，你们说说看为什么这
些东西在纸板上动起来啊？幼：因为纸板下面有磁铁。老师
小结：小朋友真聪明！告诉你们磁铁还有一个秘密就是它还
可以隔着物体吸铁，但是这些物体不能太厚。

1、刚才老师不小心把很多的别针掉进了这些沙子里，你们能
不能帮助老师想想办法捡起来啊？但是用手捡太麻烦了，你
们有没有更好地办法啊？师：刚才我们刚刚学过了一个磁铁
的特点，你们可以不可以利用磁铁来把老师的别针捡起来啊！
谁来试试？啊！原来真的可以啊！

2、原来磁铁在我们生活中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方便啊！那我们
再来看看磁铁还有什么用处？教师出示铅笔盒，背包，磁性
玩具和图片引导幼儿观看了解。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自始自终都围绕着老师创设的环境进行，刚开始老
师让幼儿了解“发现”一词，循序渐进，让幼儿有一个过渡
的过程，这个活动基于幼儿在以往的活动中已有发现磁铁的
经验，启发幼儿回忆有何发现。在幼儿操作后，在记录纸上
画下自己用磁铁吸住的东西，记录纸下方注有“姓名”一栏，
但没有一个小朋友将自己的名子填上，没有起到作用。

在幼儿分别讲述自己用磁铁将什么东西吸起来的时候，老师
应引导幼儿是怎样把不是磁铁的东西吸起来的，在比赛前，
老师没有交待幼儿一定要吸不是铁的东西。

在小组活动时，老师应引导幼儿合作探究，在数数量时应让
幼儿自己数自己组的数量，再报出来，或者为了更好培养幼
儿的合作意识，可在比赛时引导幼儿进行分工，几个人拿东
西吸，一个人专门记录吸到的东西，并数数。

本次活动有静有动，有可操作性的由西，整个活动安排的比
较轻松。

本次活动中，每个幼儿都把自己当作一个主体，其它幼儿无
法参与进来，幼儿无法实现相互交流，无法实现互动，这个
环节值得老师思考。

“让幼儿与环境对话”表达了环境创设的一种新取向，实现
了环境创设的一种质的转变：变静态环境为流动环境，变单
一环境为整合环境、变局部环境为宏观环境，变物质环境为
心理环境，同时促进了幼儿、教师、家长的共同成长，发挥
了环境作为教育资源的最大利用价值，真正实现了环境与幼
儿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