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有趣的转动大班教案反思免费(精
选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
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有趣的转动大班教案反思免费篇一

《纲要》中指出“科学教育应密切联系幼儿的生活实际进行，
利用身边的事物和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在我们现实
生活中转动现象随处可见，像电扇的转动、陀螺的转动、风
车的转动、旋转木马……孩子们虽然接触过或看到过这些现
象，但往往被他们所忽视，这些容易被忽略的转动现象，却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和快乐。因此，我设计了本次活动，
让幼儿在探索中去发现，去体验转动的乐趣，激发幼儿探索
科学现象的兴趣，引导培养幼儿关心周围事物的习惯。

1、在探索过程中，积累有关转动的经验，激发幼儿的兴趣与
探索欲望。

2、尝试使用多种方式使物体转动起来，体验转动的乐趣。

3、了解转动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方便。

重点：在探索过程中，积累有关转动的经验，激发幼儿的兴
趣与探索欲望。

难点：尝试使用多种方式使物体转动起来，体验转动的乐趣。

1、经验准备：幼儿玩过陀螺、风车等玩具



3、课件

小朋友，你玩过陀螺吗？你们玩的时候发现陀螺会怎么样？
陀螺为什么会转动？

2、幼儿操作探索，教师观察指导。

3、集中交流。鼓励幼儿将自己的发现大胆地告诉大家，并请
有好的想法幼儿进行现场演示。

谁愿意来介绍一下自己刚才玩的是什么？是怎么玩的？发现
了什么有趣的现象？

师小结：小朋友真聪明！积极开动小脑筋想出了各种各样的
办法让物体转动起来，而且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像硬币
在转的时候，上面的字和图案都看不清楚了。

1、探索物体转动的秘密

（1）、物体转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你能不能用动作学一
学吗？（请个别幼儿进行演示。）

（2）、谁能用笔画出物体转动的样子吗？先请幼儿在黑板上
画圆，教师再补充，用箭头指示运动方向。

（3）、请个别用胳膊来演示的幼儿上来，引导幼儿发现：胳
膊是围绕什么转动的？（肩膀）那伞呢？（演示伞的转动）

（4）、你发现了了什么秘密？

师小结：原来所有转动的物体都有一个秘密，它们是围绕一
个中心进行转动的。（在黑板上画出“中心”）

2、找一找物体转动的“中心”



（1）幼儿再次探索，找一找物体转动的“中心”

（2）操作后，请幼儿说一说：刚才你玩的是什么？它转动的
中心在哪里？并给大家指出来。

3、游戏

现在，我们玩一个转动的游戏，请小朋友来当机器人，我来
当指挥官。

机器人听指挥，头转转转，中心在哪里？胳膊转转转，中心
在哪里？手腕转转转，中心在哪里。

1、请幼儿说说自己知道的转动现象以及在生活中的作用。爱
动脑筋的人，利用转动的道理，发明了许多有用的东西，方
便我们大家的生活。请小朋友想一想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哪
些东西也能转动？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好处？（比如：
微波炉、洗衣机、影碟机、录音机、轮胎、直升飞机、旋转
木马、转椅、呼啦圈、钟等）

2、观看课件，感受转动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

有趣的转动大班教案反思免费篇二

活动目标：

1、能在操作中发现不同物体的转动方式。

2、愿意与同伴合作，使不易转动的物体转动起来的同时体验
成功的乐趣。

活动准备：风车、车轮、陀螺、溜溜球等。

活动过程：



师：小朋友我们来随音乐一起动动我的身体吧。

师：在生活中有很多物体也可以转动起来，让我们一起看一
看。

（一）第一次尝试：

师：两组的小朋友在玩的过程中把你的发现用画图的方式记
录到你们组的记录表上，小朋友尽情的玩。

（二）第二次试验：

幼儿再次探索操作，鼓励幼儿想办法，做个会转动的小玩具：

师：只要小朋友动脑筋，想办法，尝试把一些不能转动的物
品组合在一起也能让它们转动起来，小朋友互相配合试一试
吧。你们会有新发现。

（鼓励幼儿将自己的发现大胆配合的告诉同伴，并请想法奇
特的幼儿演示，鼓励幼儿为同伴的成功而高兴。）

师：谁能把你发明的转动玩具给大家演示一下，你告诉小朋
友你是怎么让它们转起来的？

师：小朋友的发明了这么多新颖的转动玩具，让我们回到班
里与其他小朋友共同分享我们的快乐吧。

有趣的转动大班教案反思免费篇三

今年春天，在我园的科技节活动中，幼儿对一种会发光、发
声的陀螺很感兴趣，孩子们讨论的是陀螺、玩的是陀螺，我
感觉到可以抓住幼儿的兴趣点来进行一次“转动”的活动。

1、在操作、探索活动中，积累有关转动的经验，了解转动是



运动的一种方式。

2、发现转动的很多有趣现象，感受现代科技给人们带来的方
便，有发明创造的欲望。

3、为自己和同伴的成功而高兴。

4、让幼儿学会初步的记录方法。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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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每组一份操作材料：塑料玩具、筷子、轮子、绳子、风车、
火柴棒、盖子、纸片等。

2、学具：手巾花、陀螺、发条玩具、录音机、转椅、钟表等。

1、通过操作，让幼儿初步获得有关转动的经验。

(1)幼儿操作教师提供的各种能够转动的玩具，鼓励幼儿发现
转动的各种有趣现象和同伴交流，并能够在集体面前大胆表
述。

(2)教师投放半成品，幼儿再次探索操作。鼓励幼儿想办法，
做个会转动的小玩具：使不能够转动的物品转动起来。玩的
时候边玩边看，看看你能发现什么有趣的现象？”

(3)交流，鼓励幼儿将自己的发现大胆地告诉同伴，并请想法
奇特的幼儿演示，鼓励幼儿为同伴的成功而高兴。

2、游戏“找一找”：感受转动给生活带来的方便，进一步激
发幼儿对转动的兴趣及创新的欲望。

(2)集体交流，



你发现了什么能转动？××转动了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
处？”

(3)、幼儿观看幻灯：转动在现代科技中应用。

3、发散思维：

如果你是小小发明家，你想让什么转动起来？转动以后能给
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

4、通过游戏，让幼儿发现转动是运动的一种方式。

(1)师：“你能让自己的身体也转动起来吗？”

(2)试一试，看看自己的身体有那些部位也能转动起来，玩的
时候要注意安全，不要弄伤自己和小朋友。

(3)交流：你让身体的那个部分转动起来了？请你来试一试。

(4)“如果我们身体的一些部位（如头不能转了）不能转动了，
行不行？”

(5)“我们的身体真了不起，有那么多的部位都能转动起来，
让我们做事、运动更灵活！”

1、老师和幼儿一同到室外寻找可以转动的物体。

2、利用谈话鼓励幼儿继续寻找、探索、发现日常生活中有关
转动的物体。

新《纲要》强调：“科学教育应密切结合幼儿的实际生活进
行，利用身边的事物与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因此，
我以幼儿的科学教学为切入点，尝试了通过生活化的幼儿科
学教育。在活动设计和组织实施中，我也遵循了纲要中的多
种原则。在本活动中，我以谈话导入，调动了幼儿已有的经



验，激发了幼儿活动的兴趣。通过提供多种幼儿身边熟悉的
操作材料进行操作、观察、猜想、思考中体验、获取有关转
动的知识经验。在交流中，我采取了自由交流、小组交流、
集体交流的形式，让幼儿去探索发现。但在交流时，我对幼
儿的问题太单一，只是问问孩子是怎么把物体转起来的，忽
视了物体转动时的有趣现象，没有作很仔细的观察。

有趣的转动大班教案反思免费篇四

1、在操作、探索活动中，积累有关转动的经验，了解转动是
运动的一种方式。

2、发现转动的有趣现象，感受现代科技给人们带来的方便。

1、每组一份操作材料：筷子、轮子、塑料玩具、伞、圆纸片、
牙签、木片、盖子。

2、学具：陀螺、电风扇、法条玩具、录音机、磁带、钟表。

3、视屏展示仪、电视机

一、通过操作，让幼儿初步获得转动的经验。

1、幼儿猜谜：“说它是辆车，可它不是车，风儿一吹来，脑
袋随风转。”猜猜什么？（风车）

出示风车，请幼儿讲讲是怎么猜出来的？

2、师幼小结：有了风，风车就转动。

二、通过游戏，让幼儿发现转动是运动的方式。

1、是：你能让自己的身体转动起来吗？试一试，看看自己的
身体哪些部位能转动。



2、幼儿探索绳梯部位的转动。

3、幼儿交流：

（1）幼儿交流；你让身体的哪一部位转动起来了，请你试一
试。

（2）师：如果我们身体的一些部位不能转动，行不行？

4、师幼小结：我们的身体真了不起，有那么多的部位都能转
动，让我们做事、运动更灵活。

三、探索使物体转动的方法。

1、师：你能够想办法让桌上的东西转动起来吗？玩的时候动
脑筋能发现什么有趣的现象？

2、交流：鼓励幼儿将自己的发现大胆的告诉同伴，并请想法
奇特的幼儿在视屏仪上演示。

3、小结：小朋友真会动脑筋，想出了许多的办法让篮子里的
东西转动起来，而且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

三、拓展生活经验

1、请小朋友到周围找一找那些东西能转动？转动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了什么好处？

幼儿在活动室里寻找

幼儿交流：哪些东西能转动，转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好处？

2、在我们的周围生活中，还有那些东西能转动？转动给我们
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好处？



有趣的转动大班教案反思免费篇五

1、发现生活中的转动现象，了解转动在生活中的运用。

2、探索让物体转动起来的方法，体验科学探索的乐趣。

3、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4、发展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

1、玩具汽车一辆。

2、幼儿操作材料若干：风车、陀螺、哗啦圈、绳子、光盘、
勺子、筷子、球、插塑玩具等生活中常见的物品(数量要多于
幼儿总数)。

3、课件;各种能转动物体图片，如：洗衣机、风扇、直升机
等。

1、出示玩具汽车引起幼儿兴趣：小朋友你们看老师带来了什
么东西?那你知道汽车上哪一部分会转动吗?引出主题。

2、提问：在我们生活中你发现什么东西能转动?它是怎么转
的?请幼儿用身体模仿物体转动的样子。

用课件出示生活中能转动的物体，并请幼儿说说这些能转动
的东西的用处。如：风扇转动能使人感觉凉快，洗衣机转动
能洗干净衣服，车轮的转动能让车跑起来，钟表转动能让人
知道时间等。

小结：转动的作用可真大，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

3、幼儿第一次尝试探索：让容易转动的物体转起来。



(1)请幼儿观察老师提供的风车、呼啦圈、矿泉水瓶、陀螺、
绳子等材料，猜猜哪些东西能转动，哪些不能转动。

(2)引导每个幼儿选择一至两种材料，想办法让某种东西转起
来。

(3)请幼儿用完整的语言讲述自己让材料转动起来的方法。

4、第二次尝试操作：想办法让“不能转”的材料转起来。

提问：刚才的材料中，你觉得有不能转动的吗?有没有办法让
它也转动起来?鼓励幼儿想办法让看似不能转动的物体转起来。
如：用勺子搅动碗里的水，水会转动;把筷子伸进瓶子里晃一
晃，瓶子能转动等。

小结：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也能想出办法让看起来不能转的
东西转起来。

5、观看课件，进一步了解转动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小结：转动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人们还利用转动的原
理发明了很多东西，转动的用处可真大。

6、结束部分：小朋友，在我们活动室外就有好多能转动的玩
具，我们去找一找玩一玩吧!

7、活动延伸：可以将以上材料投放到科学区，让幼儿继续进
行有关转动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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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