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声的利用教案教案(大全5篇)
教案模板是教师根据教材和学科要求，对每一堂课的内容、
目标、方法和评价等方面进行规划和组织的框架。[示例教
案3](链接)

声的利用教案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喜欢阅读知识类读本，愿意参与环保行动，保护环境；

2、知道生活垃圾回收的意义，理解标志和图示的意义；

3、能够将垃圾进行分类。

【活动准备】

ppt，视频，废旧塑料瓶塑料袋实物。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引出主题垃圾，寻找处理方法。

小朋友们看到地上有垃圾会怎么做？我们每天都会制造很多
垃圾，应该怎样处理它们呢？

出示ppt（焚烧垃圾）

提问：这种办法好不好？会有什么样的危害？

出示ppt（埋进土里的垃圾）

提问：这种办法有什么不好？



总结：焚烧垃圾会产生有毒的烟雾，污染空气；埋进土里的
垃圾则会污染地下水和土壤。为了减少污染，垃圾的回收和
再利用是很有必要的。

二、知道回收的意义和可回收的垃圾。

提问：你知道会收是什么意思吗？

答：回收就是把一些垃圾收集起来，做成新的东西。

师：怎样把垃圾回收做成新的东西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出示ppt（垃圾加工的过程）：

师：垃圾经过粉碎、融化、压缩等方法可以做成新的东西。

出示ppt（废旧的纸）

提问：

1、这是什么？它会有哪些作用？

小结：回收的废纸可以做成新的纸箱或书本。

2、（播放玻璃破碎的声音），你听到了什么？

出示ppt（废旧的玻璃）

师：这里有一些废旧的玻璃，它们可以做成什么呢？

小结：回收的玻璃瓶可以成新的玻璃制品。

出示ppt（废旧的金属）

师：这是一些废旧的金属，它可以做成什么呢？（罐子、汽



车、轮船、电线）

小结：原来回收的金属可以做成汽车和船舶的零件，还能做
成新的罐子和电线。

出示ppt（塑料袋、塑料瓶）

提问：

1、瞧，这是塑料袋和塑料瓶，猜猜它们都是用什么做的？

2、废旧的塑料还可以做成什么？

小结：回收的塑料用处更大，它们不仅可以做成新的塑料袋、
塑料瓶，还可以做成显示器和衣服。

总结：废旧的纸、玻璃、金属和塑料都属于可回收的垃圾。

三、知道一些垃圾经过简单处理就可以再利用。

师：有些垃圾只要做些简单的处理就可以再利用。例如：
（出示ppt）请幼儿看图说一说。

1、用过的水可以浇花或者擦地。

2、喝光的牛奶盒可以用来做手工。

3、吃剩的饭菜可以收集起来作为植物的肥料。

四、知道减少垃圾的办法。

出示ppt：

引导幼儿观察图片，知道减少垃圾的`办法。



师：在回收和利用垃圾的同时，我们还要减少垃圾的产生。

1、不要浪费食物。

2、不要使用一次性餐具。

3、不要浪费纸张。

出示ppt：

提问：这些人有没有浪费粮食？你怎么知道的呢？

小结：吃东西的时候不要浪费粮食。

出示ppt：

提问：

1、猜猜他们在哪儿？

2、你们平时去超市是自己带购物袋还是买购物袋的呢？

3、图片上的叔叔是购买的袋子吗？你从哪里看到的？

小结：去超市的时候，带上可以反复使用的环保购物袋。

出示ppt（旧衣服、玩具）

提问：小时候的旧衣服旧玩具你是怎么处理的？

小结：旧衣服和旧玩具不要马上扔掉，请妈妈帮忙洗干净，
送给其他需要小朋友。

出示标志：



提问：这个标志你见过吗？在哪里见过？

请幼儿动手操作：

师：其实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标志，老师这里就有一个可回
收利用的垃圾箱，在它的旁边有一些可回收的垃圾，请小朋
友看一看，哪些垃圾师可回收的，我们把它放进垃圾箱好吗？
（请幼儿点击ppt、并讲述有些垃圾为什么不能放进可回收垃
圾桶）

五、完整讲述绘本。

总结：今天我们知道了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的；有些垃圾经
过简单的处理可以再利用的；在回收和利用垃圾的同时，我
们还要减少垃圾的产生。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环境，让我们
做一个爱护环境的小达人。

六、看视频

总结：在生活中我们小朋友要减少垃圾的产生，做一个保护
环境的小达人。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在让幼儿大胆表达的同时，也知道可回收、可利用
的垃圾、以及怎样减少垃圾的产生，知道生活垃圾回收的意
义，孩子们能积极参与讨论，学会将垃圾进行分类，理解标
志的意义。教育幼儿要爱护环境，学会垃圾分类才能变废为
宝，为地球节约资源作出贡献。

声的利用教案教案篇二

1、培养幼儿的爱心和环保意识。



2、帮助幼儿懂得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使幼儿明白，保护环
境是人类共同的责任。

3、引导学生从生活的细微处入手开展环保活动，学习评价故
事中的角色行为。

教学方法

1、教师通过观看图片来讲解环保的重要性，并带领幼儿互动。

2、通过多媒体让幼儿更加直观的了解故事情节。

活动准备

1、准备多张污染水资源和原始生态环境的图片。

2、准备一杯清水，一杯污染的水。

3、利用多媒体播放故事课件。

重点难点

重点是引导幼儿理解图片和故事内容，培养幼儿环境保护的
意识；

难点是如何让幼儿知道水污染对人、动物和环境的伤害。

活动过程

（一）设计疑问。

教师带领幼儿利用多媒体课件观看小鱼在长江里面自由自在
的生活着，接着画面上小鱼由于喝了受工厂排除来的'污水，
剧烈的挣扎，最后泛白肚子。教师在这个时候可以向学生提
出疑问：长江里面的小鱼是怎么了？为什么会死去？并带领



幼儿找出杀害小鱼的主要因素。

（二）听故事

教师在带领幼儿看完多媒体课件后，给幼儿讲述黑猫警长查
办笨笨熊工厂污染环境的故事。

教师在讲完故事之后，向幼儿提问笨笨熊的做法对不对？并
说出答案。

（教师小结：原来是笨笨熊的工厂生产排出有毒的废水不经
过处理直接排入长江，害的小鱼失去了生命。）

（三）教师通过多媒体向幼儿播放附近的没受污染的和受污
染河流的录像。然后出示图片，讲解分析水污染的主要原因：

1、森林严重砍伐。2、农药和化肥。3、工厂的废水。

这个时候教师可以拿出一杯清水和一杯污染的水给幼儿做比
较，并引导幼儿说出它们的区别和危害。

（四）引导幼儿讨论，我们该怎样保护水资源？

总结幼儿力所能及的做法，让其在日常生活中行动起来，如：

（1）节约用水

（2）爱护花草树木，在植树节的时候多植树。

（3）建议父母使用环保物品，并教导他们要有环保意识。
（例如垃圾分类处理）

声的利用教案教案篇三

第五节激素



激素调节是人体内除神经调节以外的双一重要的调节系统。
是神经调节的补充，正是由于有了神经调节和激素调节，人
体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各器官系统才能协调统一。通
过本节内容的学习，有利于学生对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形成
完整的印象，在知识结构上形成完整的结构。也为今后学习
人的发育和其他激素调节打下基础。

教法指导

一、授课思路与方法

本节内容学生比较生疏，但知识的条理性强，文字叙述浅显
易懂。可安排学生自学。教师在课前以问题形式准备好引导
性阅读任务，并在课堂上适当提示阅读方法以及任务解决的
途径，引导学生自学，并进行自学方法教育。

二、课时安排

本节共安排1课时。

教案实例

一、教学目标

（一）认知目标

1．了解激素和内分泌腺。了解甲状腺素、生长激素的作用。

（二）技能目标

1．学会用比较的方法学习概念。

2．学会用列表的方式概括物质的性质和功能。

（三）情感目标



1．通过对激素调节作用的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通过对“大脖子”病的介绍，激发爱国主义情感。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激素的调节作用。

2．教学难点：激素的概念。

三、教学准备

人体主要内分泌腺分布挂图或投影片，甲状腺机能亢进和不
足挂图或投影片。

四、教学过程（）

（一）结合热点，引入新课

这是一个热门问题，因此大多数学生都会说：激素。

从我们同学家长的.担心程度上我们可以推测出，激素能对我
们人体的生长发育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除神经系统
外，激素对我们人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生殖等多种生理
活动都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那么，激素是怎样一种物质呢？
请大家阅读课本“激素和内分泌腺”一部分内容。

（二）复习比较，理解概念

2、阅读时，请对照前面学过的消化液和消化腺进行比较，看
看激素与它们有何相似点与不同点，重点要注意不同点。并
把这些不同点记录下来。

学生自学结束后，回答上述问题。教师作列表小结和补充
（见板书“激素和内分泌腺）。



各种内分泌腺（如：垂体、甲状腺、胰岛、性腺）组成了内
分泌系统。下面我们将以甲状腺和垂体为例来学习人的内分
泌系统是如何调节人的生理活动和生长发育的。

（三）自学列表，解决重点

请同学们自学“甲状腺激素”和“垂体”两部分内容。就甲
状腺和垂体及它们分泌的激素在生长位置、激素的作用、激
素分泌异常等情况作列表分析。

学生自学并按以上要求列表。教师巡视指导。

（四）成果展示，补充小结

教师选择比较完善的表格进行展示（可画在黑板上或用实物
投影仪展示），并根据实际情况对表格作补充。（见板书）

在学生自学的基础上，教师还应补充以下内容：

1．碘是甲状腺激素的重要成分。缺碘会引起大脖子病。预防
该病的有效措施是推广食用碘盐。该法在我国成效显著。

2．垂体的重要性体现在：分泌的激素种类多，作用广泛，能
调节其他内分泌腺的活动（如性腺）。

3．内分泌腺的活动受神经系统的调节。

4．成年人生长素分泌过多，患肢端肥大症。

五、板书设计

第五节激素

一、激素和内分泌腺



分泌的腺体

存在位置

数量

作用

激素

内分泌腺（无导管）

血液里

极微

调节生理活动

消化液

消化腺（有导管）

消化道内

量较多

消化食物

二、甲状腺激素和生长激素

腺体

作用

异常情况



甲状腺激素

甲状腺

1、促进新陈代谢

2、促进生长发育

3、提高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

分泌过多患甲状腺机能亢进；

分泌不足串呆小症（智力低下）

生长激素

垂体

调节人体的生长发育

幼年时期分泌过多患巨人症；分泌过少串侏儒症（智力正常）

三、垂体的重要性

1．分泌的激素种类多、作用广泛

2．能调节其他内分泌腺的活动

六、习题与解析

1．随堂练习

（1）激素是的腺细胞分泌的，它对人体的、生殖和等生理活
动，起重要的调节作用。



（2）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内分泌腺特点的是（）

（a）分泌量少，但作用大

（b）分泌物由血液运送

（c）分泌物的分泌受神经系统的调节

（d）是具有导管的腺体

（3）下列腺体属于内分泌腺的是（）

（a）肝脏（b）肠腺（c）甲状腺（d）唾液腺

2．课后作业

（4）下列各组疾病中，由于同一种激素分泌紊乱所造成的是
（）

（a）呆小症和侏儒症（b）大脖子病和糖尿病

（c）侏儒症和肢端肥大症（d）糖尿病和甲亢

（5）呆小症是由于婴幼儿时期缺乏何种激素引起的（）

（a）胰岛素（b）甲状腺激素

（c）生长激素（d）性激素

（6）某患者食量明显增加，身体却日趋消瘦，怕热出汗、急
躁失眠、心跳加快，可能是因为（）

（a）甲状腺功能亢进



（b）甲状腺功能不足

（c）患地方性甲状腺肿

（d）幼儿时垂体分泌的生长激素过少

3．参考答案

（1）内分泌腺，新陈代谢，生长发育（2）d（3）c（4）c（5）b（6）
a

4．简要分析

（2）内分泌腺是无管腺，分泌物即激素，具有含量微少，作
用巨大，由血液运送等特点。（4）呆小症是由于幼儿时期甲
状腺素不足造成的，侏儒症是由于幼年时期生长激素分泌过
少形起的，大脖子病是由于缺碘形起的地方性甲状腺肿，糖
尿病是由于胰鸟素分泌不足造成的，肢端肥大症是由于成年
时生长激素分泌过多而造成的。故先c。

【小资料】

植物体内的激素

植物体内也有激素，生长素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植物激素。生
长素是由植物顶芽合成的，能刺激植物生长。但生长素只有
在一定浓度内才能促进植物细胞生长，超过一定浓度时，反
而抑制植物细胞生长。由于植物顶芽和侧芽对生长素的敏感
性不同，一定浓度的生长素促进顶芽生长时，对侧芽生长起
抑制作用。如果切去顶芽，没有生长素下流，侧芽就会发展
起来。这种现象我们把它叫做“顶端优势”。

生产中我们经常利用植物的顶端优势来增加作物的产量。如
棉花“摘心”。



声的利用教案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了解垃圾的来源，认识其危害，并能区分可回收、不可回
收及有害垃圾。

2、养成不乱扔垃圾的好习惯，建立初步的环保意识。

3、愿意为维护环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教学重点：帮助幼儿区分可回收、不可回收及有害垃圾。

教学难点：为环保宣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活动准备：

物质准备——事先收集一些废旧材料；录像短片两段（整洁
和脏乱的小区环境录像；垃圾分类回收和处理的科技短片）

活动过程：

环节一：了解垃圾的来源

放录像（整洁和脏乱的.小区）提问：“你们喜欢哪个小区？
为什么？”“垃圾从哪儿来？”“垃圾有何危害？”

环节二：了解垃圾的分类及处理

播放科教短片（垃圾分类回收和处理）提问：“垃圾可以分
成几类？”“那些垃圾可以重新回收？”“我们该怎么
做？”



声的利用教案教案篇五

课题

3、物体的热胀冷缩

备课日期前学期的电脑备课

上课日期9月226日

教学目标

1、在学生了解液体有热胀冷缩的基础上，指导他们进一步通
过对固体、气体都具有热胀冷缩性质的研究，归纳出一般物
体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2、指导学生学习设计固体和气体热胀冷缩的实验，培养学生
的观察能力、实验能力、初步的分析综合能力，以及归纳概
括能力。

教学

准备

1、酒精灯、火柴、固体膨胀实验器；瘪乒乓球一个；烧瓶、
气球、水槽2个、冷热水。

2、热胀冷缩在生产生活中应用的.挂图或投影片。

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备注

一、导入新课

二、学习新课

1、指导学生认识固体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2、指导学生认识气体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3、教师总结结束本课。

提问：什么叫液体的热胀冷缩？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有关物体热胀冷缩的问题。（板书课
题）

（1）提问：固体是否有热胀冷缩的性质呢？

（2）讲述：（出示固体膨胀实验器）金属球是一个固体，现
在它刚好可以通过铁环的孔。你能不能用这个装置来证明固
体是否也有热胀冷缩的性质呢？

（3）学生讨论汇报。

（4）讲述：为了使金属球受热，我们要用酒精灯给它加热。

（5）学生分组实验或教师演示实验：金属球在什么条件下通
过或不通过圆环。

（6）学生观察现象，讨论并汇报。

（7）师生小结：固体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1）提问：谁又能证明气体也有热胀冷缩的性质呢？老师为



大家准备了空的烧瓶、气球、橡皮筋、热水、冷水及水槽等，
你会设计实验证明吗？

（2）学生分组实验，并讨论、汇报。

（3）师生小结：气体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4）提问：通过上节课和本课的学习，我们研究了液体、固
体、气体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准能归纳一下得出一个结论？

（5）学生讨论得出结论：一般物体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课后感受

学生认识到了不只液体有热胀冷缩的性质，气体和固体也具
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