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神奇的圆中班艺术教案 神奇的力
教学反思(优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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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这里我给大家
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神奇的圆中班艺术教案篇一

1、在动手操作中，激发幼儿探究摩擦力的兴趣。

2、发展幼儿思维，能尝试用多种办法改变摩擦力的大小。

3、引导幼儿了解摩擦力，感知不同材料对摩擦力产生的影响。

活动准备

1、课件：图片—陀螺

2、玻璃球、干枣、斜面、轮胎、麻绳、带拉链的衣服、蜡烛、
饮料瓶、毛巾。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感知摩擦力的存在，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请部分幼儿演示拔河比赛

2、请小朋友说一说，手抓住绳子后有什么感觉。

教师小结：会感觉到一种阻碍我们的手和绳子摩擦的力，这



叫做摩擦力。

二、展开

1、教师：摩擦力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
不在，

而且它还有一个古怪的脾气，就是有时候大，有时候小。

你们想不想和老师一起研究一下这个古怪的摩擦力呀?

2、实验：摩擦力

通过实验了解摩擦力，感知不同材料对摩擦力产生的影响。

知道摩擦力的大小和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有关。

(1)让陀螺在光滑的木板和铺有绒布的木板上转动，比较那个
陀螺会最先停下来。

提问：哪个陀螺会最先停下来，为什么?

小结：铺有绒布的木板上的陀螺会最先停下来，因为绒布很
粗糙，摩擦力大;

光滑的木板因为表面光滑，摩擦力小，所以陀螺转动的时间
长。

(2)夹玻璃球和夹枣比赛。

引导幼儿分组进行实验：将装在瓶子里的玻璃球和装在瓶子
里的枣夹出放在盘子里，

看看哪一组最先夹完。



提问：这次你有什么发现，摩擦力的大小和什么有关系?

小结：摩擦力的大小和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有关系，物体间接
触面光滑，摩擦力小;

物体间接触面粗糙，摩擦力大。

3、动脑筋想办法，如何减小和增大摩擦力。

摩擦力有时大，有时小，有时候会帮助我们，有时候又会给
我们制造麻烦，

现在请小朋友开动脑筋，让摩擦力帮助我们做好事。

(1)衣服上的拉链拉不开怎么办?

(让幼儿尝试用蜡烛减少摩擦力解决问题。)

(2)饮料瓶的瓶盖打不开真么办?

(让幼儿尝试用毛巾包住瓶盖增大摩擦力解决问题。)

4、了解摩擦力在生活中的应用。

增大：鞋子和轮胎的花纹、跑道、钉子鞋等。

减小：润滑油、磁悬浮列车等。

小结：原来，摩擦力是可以增大或减小的，我们小朋友要动
脑筋让它们帮助我们。

三、结束

幼儿自由讨论，生活中还有哪些摩擦力。



神奇的圆中班艺术教案篇二

要使大班幼儿领会看不见、摸不着的“力”与物体运动的关
系，如果不改变过去传统的“灌输”办法，幼儿是难以接受
的。只有让幼儿参与各种操作活动和开展有目的的游戏活动：
去尝试感受、探索、发现、完成学习任务，这样才能使幼儿
变被动学习者为主动学习者、探索者，从而萌发爱科学的积
极情感。

活动的开展我想了很久，因为“力”的教材比较抽象、难懂，
必须运用深入浅出的讲解和从幼儿身边取材为原则，通过幼
儿最感兴趣的游戏方式，让幼儿真切地感知力的方向与物体
运动的关系；还有，活动本身的重点要能体现幼儿的动手操
作性，探索味道要浓。所以，一开始就要创设以我们的`生活
环境为活动背景，在愉快、轻松的学习氛围当中去操作、去
探索，才能变“抽象”为“形象”。

我给幼儿提出了一个人搬桌子的想法，初步感知力小移动不
了物体，显而易见的是大家都清楚必须几个人合作才能搬运
身边的桌子，从而又感知力大能够移动物体，初步形成同方
向使用的力是“合力”。

再者就是带领幼儿到操场上玩滚轮胎。

存在问题与解决途径：活动开展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但在
户外开展集体性的活动时，幼儿的注意力分散性也强。所以，
活动的结束时没办法进行。但对于科学活动来说，现象或原
理是必不可少的；如何让感性的知识上升到理性的认识，把
抽象的原理具体形象化也要考虑周全。于是，我准备隔天利
用早谈的时间运用直观形象的自绘图画、图形，结合问题帮
助幼儿进行有关力的；最后还要向幼儿提出挑战，让幼儿在
生活中继续寻找“力”，使科学活动顺利地延伸到幼儿的一
日活动中，不为“教”而教，只是幼儿的“学”而教，突出
幼儿的主动性和自主性。



神奇的圆中班艺术教案篇三

这星期，教学《神奇的克隆》一课，教学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在思考中又让我学习了不少东西。

因为觉得这一课内容简单，所以我也没太重视做好课前的准
备工作。只是参考了一下“凤凰语文论坛”上的教学设计，
然后自己简单地修改一下就算了。上完课后唯一的感觉就是
很累、嗓子很难受。为什么上这节课这么累呢？回想课上的
一个个环节，我突然发现，这整整一节课除了学生读课文，
其余的时间我都在回答学生的问题！

当我带着疑问再次来到了凤凰语文网，看着网友们在论坛上
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我更加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参考了网
友们的各种意见，又在网上读了几篇关于小学说明文教学的
论文，我觉得说明文教学时要注意：一．教师不能像科技博
物馆的讲解员那样，一厢情愿地去介绍科学知识，而学生枯
坐冷板凳，成了只灌贮知识的容器。这样课上教师讲得津津
有味，学生听得迷迷糊糊，也失去了语文课的本味。二|、学
生读到像《神奇的克隆》这样的说明文，科学知识匮乏的学
生会有很多问题。如果教师再错误地说明文的目的是就是给
学生以知识，那在教学中就在引导学生了解课文传达的主要
内容时，千方百计地拓展关于该领域的知识，然而这样做，
亦背离了语文教学的轨迹。

神奇的圆中班艺术教案篇四

终于把“神奇的克隆”上完了，可是回过头来看，又觉得留
下的空白太多，学生只是热闹于克隆太神奇，太奇妙了，想
象将来克隆好多东西让人们享用不尽。

小学语文教材中说明性文章的本质及特点是什么？

第一，说明文大致包括三种具体样式：



1、带有一定文艺性的，指科学小品，如《南州六月荔枝丹》

2、科普性为主的，如《向沙漠进军》《宇宙里有些什么》
《神奇的克隆》

3、实用性的，如说明书、解说词等

第二，说明性文章知识性、科学性强。

教学这一类课文时，根据其文本特点，老师抓住知识点，引
导学生把握文本所承载的科学知识和说明方法，这是教学的
主要任务。

第三、说明性文章一旦进入语文教学中，它就应由“科”改姓
“语”。

既然是语文课自然有别于自然、科学等学科。教学说明性文
章，除了达成知识目标之外，应该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教学任
务。激发科学的精神，发展学生的语言，学习说明的方法，
追寻课堂的情趣……引导学生关注知识背后的'语言文字、表
达方式、作者思考问题、关注生活、细心观察的科学态度以
及知识所折射出来的人文情怀与科学光辉，都应成为说明性
文章的教学目标。

神奇的圆中班艺术教案篇五

对于《神奇的克隆》这一文的教学，我一开始就思考着：假
如将教学重点放在对克隆知识的认识上，则会变成科学课；
若放在说明文的学习上，又显得索然无味，所以定教学目标
的时候，我根据课文内容以及学生学习实际，确定本课的教
学重点及难点为正确理解克隆的“奇妙”之处，重在感悟文
章的语言上。教学中主要注意了如下几个问题：

1、要求学生找出体现克隆“神奇”的生动形象的语言。这一



环节我让学生自由回答来完成，学生纷纷找出许多生动形象
的词、句、语段等，充分训练了学生的表达能力，积累了语
感。

2、激起兴趣，学习说明方法。与学生共同探讨介绍克隆是什
么时的说明方法时，我先让学生从前四个自然段中找出了克
隆的定义，而后以一句话：“作者在介绍什么是克隆时，本
身一句话就可以说完，可作者居然用了四个自然段。这是不
是太啰嗦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兴致盎然，纷纷思考，
答案精彩迭出。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体会本段运用分类别、
举例子、下定义等说明方法，从四个角度分别介绍克隆是什
么，使克隆知识的介绍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3、用好资料，活学活用。不把语文课上成划句号的课，已成
为目前大家的一个共识。对此课而言，这个理念尤显重要。
如克隆羊的诞生过程中，我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在介绍时，
配上图片展示。学生边听边看图片，其乐陶陶。其后我再向
学生展示克隆技术下诞生的其它动物品种，大大激发起学生
的热情。再如，克隆技术在造福人类方面，远远不止课文所
提及的内容，第八节最后的省略号，给读者留下了太多的想
象空间，引发读者去想象克隆技术的“诱人的前景”。因此，
还引导了学生交流从网络、书籍等地方了解到的克隆技术在
造福人类方面的重要意义。克隆技术从它一问世起就成为了
一个涉及到人伦关系的生物科技，所以便备受关注，也因此
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便是克隆到底能
不能造福人类。这也是“科学技术是一首悲喜交集的进行
曲”的集中体现。由此，在学生体味了克隆造福人类好处后，
我从“真假孙悟空相吵”的画面引出“克隆技术给人类带来
的一定是好处吗？”的思考，进而以围绕“克隆技术一定能
造福人类吗？”的辩题展开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引导学生勇
敢跳出文本，大胆地辩论，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也提高
了学生口头表达能力。

4、激发思维，大胆想象。在认识到克隆是把“双刃剑”后，



让学生天马行空想像，“假如我能克隆，我想克隆……”要
求学生做到想法必须对人类有益。此处的设计旨为学生提供
了一个课后交流的平台，让学生在课后可以畅谈自己的想像，
以此达到领悟课文语言内涵的目的。这一环节，加深了学生
对课文的理解，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发散了学生的思维，
更训练了他们语言表达的能力。同时，还培养了学生乐于交
往、合作的精神。

神奇的圆中班艺术教案篇六

终于把“神奇的克隆”上完了，可是回过头来看，又觉得留
下的空白太多，学生只是热闹于克隆太神奇，太奇妙了，想
象将来克隆好多东西让人们享用不尽。

小学语文教材中说明性文章的本质及特点是什么？

1、带有一定文艺性的，指科学小品，如《南州六月荔枝丹》

2、科普性为主的，如《向沙漠进军》《宇宙里有些什么》
《神奇的克隆》

3、实用性的，如说明书、解说词等

教学这一类课文时，根据其文本特点，老师抓住知识点，引
导学生把握文本所承载的科学知识和说明方法，这是教学的
主要任务。

既然是语文课自然有别于自然、科学等学科。教学说明性文
章，除了达成知识目标之外，应该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教学任
务。激发科学的精神，发展学生的语言，学习说明的方法，
追寻课堂的情趣……引导学生关注知识背后的语言文字、表
达方式、作者思考问题、关注生活、细心观察的科学态度以
及知识所折射出来的人文情怀与科学光辉，都应成为说明性
文章的教学目标。



小学语文教材中说明性文章是否需要说明方法的教授？

《语文课程标准》5～6年级的阅读目标中对于阅读说明性文
章，有这样的要求：“能抓住要点，了解文章的基本说明方
法”。

小学语文教材中说明性文章教学难在什么地方？

对于这类科普性质的说明文章，学生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储
备，特别是我们农村小学的学生更是知之甚少。脸红地说一
句，我这个做教师的也是只知个大概，课前还要临时“充
电”，以防课上被学生难倒。所以，科学知识的缺乏，这可
能是应试教育带给学生的又一影响。如课文当中的“有性繁
殖”和“无性繁殖”就让我无法去说，只能告诉学生：“是
爸爸妈妈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世界上，这就是有性繁殖。”

小学语文教材中说明性文章教学应注意什么？

说明文教学=讲解员介绍。教学时，如果教师像科技博物馆的
讲解员那样，一厢情愿地去介绍科学知识，而学生枯坐冷板
凳，成了只灌贮知识的容器。这样课上教师讲得津津有味，
学生听得迷迷糊糊，也失去了语文课的本味。

说明文教学=说明文写作课。我们总习惯地以为，教一篇说明
文，就得讲说明的写作方法，否则就是没有完成教学任务。
于是，“举例子、打比方、举数字”等抽象的概念就一个个
强加给学生，语言被分析得只剩下概念化的“写得生动而准
确”这样一来，科学没有了生命，文字缺失了魅力，情感游
离了文本……其实、这些说明性文章内容涉及了众多的科学
文化领域，它们承载着普及科学知识，激发学生热爱科学、
探索科学奥秘的兴趣，了解说明的方法，提高学生阅读科普
文章的能力等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