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动物盖房子美术教案 科学活动教
案(优秀7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动物盖房子美术教案篇一

（1） 能积极参与探索活动和关心周围生活中的小科技产品；

（3） 在操作活动中仔细观察，善于发现问题，有初步的比
较分析能力。

纸折的杯子、纸杯，每人一个；不同质地的杯子；毛笔；白
纸；蜡烛若干。

（1） 了解纸吸水易变形、变烂的特点。a、 玩“饮料店”游
戏，请幼儿选一个杯子自己盛饮料；b、 请幼儿用纸折的杯子
盛水，观察纸折杯子的变化。提问：纸折的杯子怎么样了？
为什么会这样？小结：纸遇到水后会吸水，这样纸就会变软，
慢慢渗水、变形、烂掉。

（2） 发现两种不同纸杯盛水后的不同点并寻找原因。

b、 小实验：用蜡在纸上涂一层，再用毛笔蘸水涂，观察其现
象。提问：你发现了什么？蜡有什么作用？小结：蜡不吸水，
蜡涂在纸杯上就像给纸穿上了一件雨衣，纸在蜡的保护下，
遇到水也就不会变形了。

（3） 了解纸杯的优点。提问：你在哪里用过纸杯？纸杯有
什么优点？小结：让幼儿通过与其他材料做的杯子进行比较，



发现纸杯具有轻便、卫生、不吸水、不污染环境等优点。

小动物盖房子美术教案篇二

石头是石林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孩子们经常接触的石头作为
科学活动的探索对象，能使幼儿产生浓厚的兴趣，求知的欲
望。幼儿在教师的科学引导下，通过自身的活动，对石头进
行观察、感知、讲述、寻求答案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幼儿可以获取广泛的科学方法，并在玩中发展智力，体验接
触大自然的乐趣。

1、了解石头的基本特性。

2、愿意大胆表述自己的发现，并与教师、同伴交流、分享；

3、学会积累，记录不同的探索方法，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有
很多种。

4、体验解决问题的成就感。

重点：了解石头的基本特性。

难点：愿意大胆表述自己的发现，并与教师、同伴交流、分
享；

石头房子图片、颜色、大小不一的石头若干、鸡蛋

一、导入活动；

（1）、带领幼儿随音乐进入活动室；

（2）、出示彝族石头房子图片，激发幼儿兴趣；“这是什
么？”



（3）、设疑提问：“这些漂亮的房子是有用什么材料来建造
的？”

“彝族人为什么要选用石头作材料来盖房子？”

“石头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请小朋友找一个石头做朋友）

二、多种感官感知、多向交流、体验特性

1、看石头朋友，引导幼儿仔细观察石头朋友的形状、色彩、
花纹、大小等。

（1）“请小朋友仔细看看你的石头朋友是什么样子的？”

（2）“请你和旁边的小朋友比一比，两块石头一样吗？哪里
不一样？”

2、听石头朋友说话，引导幼儿仔细倾听，了解石头是否会发
声

“怎样才能让石头朋友发出声音呢？”（引导幼儿玩石头）

3、闻闻石头朋友，引导幼儿闻一闻，看看它是否有味道。

4、摸石头朋友，引导幼儿摸摸石头朋友的脸，再摸摸自己的
脸，比比谁的脸硬，认识石头硬的特性。

“石头朋友玩累了，让它坐在你的腿上休息一会儿吧。”

三、设疑、探索操作-----石头与鸡蛋谁硬？

1、出示鸡蛋，提出问题：石头与鸡蛋谁硬？

2、幼儿实验活动，用石头与鸡蛋相碰，得出结论：石头坚硬。



提出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和石头朋友玩？引导幼儿想出小朋
友玩石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乱扔防止打伤人的道
理。

四、教师小结：我们石林有很多石头，彝族人很聪明，知道
石头外型漂亮，没有味道、很坚硬，所以用石头来建造房子，
不仅美观、而且环保、又安全，真好！石头除了可以盖房子，
还可以制作工具、装饰品、首饰等，它的用处真大！

五、以送石头朋友回家结束活动；

小动物盖房子美术教案篇三

物体的上抛、下落现象是幼儿在日常生活活动中经常遇见的，
如何引导幼儿运用已有的经验去探索问题，我选择和设计
了“物体的上抛、下落”活动让幼儿通过操作、观察、分析、
探索主动获得物体上抛、下落的经验。在制作玩具的同时，
为了让不同水平幼儿都在各自基础上获得发展，我为幼儿提
供了难易不同的操作材料，让幼儿自己动手动脑自制玩具，
获得成功的喜悦。

1.感知不同质量的物体上抛、下落的不同现象，培养幼儿探
索精神。

2.激发幼儿自制玩具的兴趣，培养动手、动脑能力和克服困
难的精神，体验成功的喜悦。

1.塑料袋、沙包、纸张、夹子若干

2.难度不同的半成品材料，降落伞范样

一、操作、探索

1.探索塑料袋与沙包上抛的不同现象



2.让孩子运用已有的经验说出易抛与不易抛的物体

3.探索纸与夹子上抛不同现象

4.探索纸与夹子从同样高度下落的不同现象

5.探索怎样使纸能快一点落下的方法

6.留下余兴：让幼儿思考用什么办法能使夹子下落的速度慢
一些

二、幼儿自制玩具

1.讨论：怎样能使夹子下落的速度减漫

2.鼓励幼儿通过观察探索自己制作玩具

3.幼儿制作玩具，教师个别指导

三、玩玩具，体验成功的喜悦

小动物盖房子美术教案篇四

了解用不同材料所发出的声音的不同。

培养探索自然的兴趣。

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瓶子、米粒、豆子、图案贴纸（用于装饰瓶子）、背景音乐
《白龙马》、乐器幻灯片

一、童话故事导入。圣诞节到了，小企鹅和金丝猴收到了圣
诞老人送给他们的礼物。小企鹅受到了一盒巧克力，金丝猴
也收到了一个包装很漂亮的礼物，高兴地打开看，原来里面



装着一个普通的瓶子，他有点太失望了。圣诞老人笑呵呵地
说：“金丝猴，你可别小看这个瓶子，它叫“铃铛乐器”，
他很神奇呢！接着，圣诞老人唱起歌来，还不停地摇动瓶子
伴奏。金丝猴一看，原来这是用瓶子制作的“铃铛乐器”啊，
金丝猴开心地笑了起来。小朋友我们也来做一个吧！

二、认识材料：瓶子、漏斗、米粒、豆子、图案贴纸。

三、幼儿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实验。

1、先把瓶盖拧开，然后借助漏斗把大米倒进瓶子，然后拧上
瓶盖。听听声音。

2、再取一个瓶子打开瓶盖，借助漏斗把豆子倒进去，拧上瓶
盖。摇动几下，听听声音。

3、用图案贴纸装饰小瓶子，变成小乐器。

四、伴奏《白龙马》：组织小朋友用今天做好的铃铛乐器边
演奏，边聆听声音的变化。

五、播放乐器幻灯片让孩子认识一下：钢琴、古筝、小提琴、
架子鼓。

实验材料带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进行延伸：更换瓶中的不
同颗粒物，聆听声音的变化。

在整个活动中利用幼儿的好奇心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并且
达到了预期目标，效果非常好，甚至超过了预期效果。整个
活动既让幼儿体验了实验成功时的快乐、增强了自信心，也
知道了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同时也培养了幼儿的观察力及动
手操作的能力，这个活动在中班开展是非常有意义和有必要
的。



小动物盖房子美术教案篇五

1、初步指导瓶子和瓶盖的作用，能选择瓶口的特征（大小、
有无螺纹）选择适当的瓶子。（重点）

2、尝试拧紧瓶盖，获得用拧、按的技能，发展手部的动作。
（难点）

1、手偶巧虎。

2、收集的各式瓶子。

一、情境导入

2、幼儿讨论瓶盖的作用（没有瓶盖，东西会掉，不卫生，不
方便）

二、幼儿动手操作，尝试根据某种特性选择瓶盖。

1、我们一起来帮帮巧虎妈妈吧，帮她的瓶子找到合适的瓶盖。

2、幼儿操作完交给巧虎妈妈检查是否正确

师小结：瓶子和瓶盖正好是一样大小的。

三、幼儿尝试拧、盖的的方法去盖瓶盖。

1、师：我们换种方法，把瓶盖盖紧瓶子。你有什么好的方法
呢？

2、幼儿操作。（请一位该好的小朋友，你的瓶子盖住了吗？
怎么用小手把它盖住的？）

3、提问：你们发现瓶盖与瓶口之间的额小秘密吗？里面一圈
圈的是螺纹，有螺纹的要用拧。



4、请一位盖的小朋友。提问：你的瓶盖是拧上去的吗？那你
是怎么盖上的？没有螺纹的瓶子不用拧的方法，用盖。

四、游戏：送回家

现在小朋友们帮巧虎妈妈的`瓶子都找到了瓶盖，我们先把它
们送回家吧。巧虎妈妈谢谢各位小朋友。

教师引题还是较为成功，抓住幼儿的注意力。但当幼儿回答
瓶盖的有些作用后，教师的引导性不够，还是较为直接的告
诉幼儿瓶盖的其他作用，而且在这一环节师小结也不够科学、
到位，体现不出科学的严谨性。在第二环节幼儿自动操作的
时候，场面混乱，当教师抛出问题的时候，只有部分幼儿在
进行参与，个别幼儿已经开始玩自己的瓶子。如果教师能在
这里巧妙的说句话或者在设个环节，将幼儿的注意力在拉回
来，效果也许会好些。在第三环节，在老师的引导下，个别
幼儿回答了盖紧瓶盖的方法，教师也做了一定的小结。之后
应该再请幼儿试一试，加强幼儿掌握盖紧瓶盖的方法。

最后一个环节，教师请小朋友送回瓶子宝宝的时候，应该讲
清楚内容，交代清楚该怎么送回，秩序也会更好些，而不是
简单的一句送回家，结果幼儿就全部乱糟糟的往箩筐里乱放。

小动物盖房子美术教案篇六

1.让幼儿在实践中感知肥皂的主要特征，了解肥皂基本用途
和使用方法。

2.乐于参与活动，能大胆表述自己的发现。

3.体验成功带来的乐趣。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脏手帕一块、水四盆、大肥皂1块、小肥皂若干。

提问：

这块手帕干净吗？（不干净）手帕脏了怎么办？（要放在水
里洗一洗）

是不是放在水里洗一下就干净了呢？教师边问边把手帕放在
水里搓一下，然后拿出来给小朋友看：手帕洗干净了吗？
（启发幼儿观察手帕病没洗干净。）

教师接着问：那怎么办呢？（启发幼儿讲述要在手帕上擦点
肥皂。）

教师拿出一块干肥皂在手帕上擦了几下，可肥皂擦不上去。
（引导幼儿讲出肥皂要沾些水。）

教师在肥皂上沾了一点水，擦在手帕上，说：请小朋友看看，
现在手帕洗干净了吗？（如果幼儿说：“还要搓一搓，搓出
泡沫后再放到水里洗，手帕就会洗干净了。”教师可按照幼
儿说的，搓出泡沫，然后放在清水里洗净，再拿出来给幼儿
看，幼儿会发现手帕已变干净了。）

教师作启发性提问：手帕上的脏东西到哪儿去了？（引导幼
儿观察脏东西到水里去了。）

脏东西怎么会到水里去了呢？回答后让每个幼儿用手指触摸
沾上肥皂是怎么样的。（又粘又滑）

教师小结：肥皂碰到水后，就变得又粘又滑了。擦在手帕上，
经过揉搓就会产生泡沫，手帕上的脏东西就被粘住带到水里
去，所以手帕就变干净了，而盆里的水却变脏了。



教师让每个幼儿按照洗手帕的方法把自己的手洗干净，先把
手弄湿，擦上肥皂，双手互搓，搓出泡沫后，再放在清水里
边搓边洗。通过洗手的练习，使幼儿懂得肥皂的性质（遇水
后粘滑，搓动时有泡沫）和用途，并学会了正确使用肥皂的
方法。

教师做小实验：把一小块肥皂浸在热水里，让幼儿观察肥皂
块渐渐变小，直到变成肥皂水，使幼儿懂得肥皂会溶解于水
的特点。

肥皂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日用品，孩子们在洗手时只是草草
的使用，并不是想用它把手洗干净，而感兴趣的是搓出来的
泡沫。因此，仅用看看、问问、猜猜的方法认识肥皂，既不
能引起幼儿观察的兴趣，又不能达到发展幼儿思维的目的。

而这次活动，我把认识肥皂的教学和洗手帕结合进行，是从
幼儿的年龄出发，考虑幼儿的情绪、爱好和心里的因素，它
巧妙地利用了幼儿求知欲，好奇心强，喜欢自己探索、自己
动手等特点，让幼儿主动地了解实物的特点和规律，这于传
统的注入式相比，显然是好多了。

其次，本活动从“手帕脏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开始，逐步
打开幼儿思考是闸门。通过教师边提问边操作，边让幼儿自
己动手实践，使幼儿懂得手帕脏了要洗；要把手帕洗干净，
一定要擦上沾了水的肥皂，搓出泡沫；由于肥皂又粘又滑，
手帕上的脏东西就会被肥皂泡沫粘住带到水里去，成为一块
清洁的手帕。随着手帕由脏到干净，幼儿也随之掌握了肥皂
的性质，了解了其用途与使用方法了。

第三，次活动在让幼儿认识事物时所采用的方法是从形象到
抽象，从具体到概括。这样，幼儿通过各种形象和动作的刺
激与反射，所获得的知识便会记得牢，经久不忘。



小动物盖房子美术教案篇七

大班科学活动设计：杠杆

通过动手操作，使幼儿初步感知杠杆省力的原理，激发幼儿
探究的兴趣，培养幼儿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6岁幼儿。

动物头饰、木棒、积木、重物、记录卡、水彩笔、浆糊、抹
布、用力标志(大小不等的圆片)。

说一说，用什么办法来运材料。

(1)我用双手抱。

(2)我用手推。

(3)我用棒棒撬。

(4)我用手拉。

试一试，哪种方法用的力气小。

幼儿使用各种方法，把重物搬到指定地点。

(1)使劲用双手抱重物。

(2)弯下腰用手推重物。

(3)用棒棒撬重物。

(4)用手拉重物。

说一说我的发现。



(1)抱最费劲，汗都流出来了，拉有一点费劲，推只有一点点
费劲，撬很轻松。

(2)抱要流汗，拉要流一点点汗，推不费力，撬更不费力。

(3)抱要费力气一些，拉要稍微费力气一些，推费力要稍微好
一些，撬不费力气，轻轻一下就行了。

我的实验过程。

让幼儿用省力的办法帮小熊把材料全部运过去。

1．使用木棒时要提醒幼儿注意安全。

2．给幼儿提供的重物以不超过三名幼儿抬起的重量为宜。

3．提供作支点的积木高度要适宜。

4．在用木棒撬重物时，支点应随重物一起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