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奇的罐子小班教案反思中班(实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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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的罐子小班教案反思中班篇一

神奇的罐子作文

大庆奥林学校二（4）班史朗萱

周末的一个晚上，妈妈从包里取出了一个漂亮的易拉罐，我
以为是新出的饮料呢，急忙打开盖子。可让我大吃一惊的是，
罐子里面装的`是咖啡色的颗粒，妈妈让我看罐子上的说明，
上面清楚的写着“请勿食用”，花种名称写着“夜来香”。
这下子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妈妈送给我的是花的种子。接着，
我又发现在罐子的底部还有一小包种子。

妈妈告诉我，夜来香是一种草本植物，它会开出紫色的花朵，
每个花朵会有五个花瓣，形状就像小喇叭。它的叶子是碧绿
色的，很香很漂亮，这个漂亮的罐子就交给我负责了。

我先把种子埋到罐子里，然后浇水，过了几天之后，我发现
漂亮的罐子里冒出了两颗嫩嫩的小芽，真神奇呀！我定期的
给小苗浇水，在我细心的呵护下，嫩绿色的小芽越长越多，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出紫色的花朵？我好期待这一天
的到来！

指导教师 张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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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幼儿大部分能适应幼儿园的环境，情绪愉悦地和老师一
起互动，个别幼儿还有哭闹情绪，这次活动的重点是让幼儿
对使用油画棒有初步的兴趣，难点是掌握油画棒的使用方法，
培养良好的油画棒使用常规。

1、初步尝试油画棒在图纸上进行绘画，了解正确的握笔姿势。

2、了解油画棒的各种颜色、使用方法。

3、激发幼儿的想象空间、培养创新意识，对美术活动的热爱。

油画棒一盒、图画纸一张、示范画若干。

1、出示示范画，让幼儿欣赏。

2、出示油画棒，让幼儿观察它的形状、颜色。

3、示范油画棒的使用方法

再次引导幼儿观察颜色

引导幼儿收拾油画棒

师：油画棒宝宝和我们一起玩了好玩的游戏，现在它想回家
了，我们用完了油画棒，还要把它送回它的小房子，一根一
根地摆好。现在，我们小朋友的桌子上也有油画棒宝宝和画
纸，我们也来和油画棒宝宝一起玩玩吧。

4、幼儿操作。

提醒幼儿注意握笔姿势。我们可以用油画棒画画我们自己，
画画小花小草，画画你喜欢的东西。教师观察幼儿的操作，



对握笔姿势正确的幼儿给予鼓励，对不正确的给予纠正，对
能运用画笔画线条和图案的幼儿给予赞扬，鼓励个别有畏难
情绪的幼儿。

5、整理材料、展示作品

提醒幼儿收拾油画棒和画纸，对个别幼儿的作品给予展示，
激发幼儿兴趣。

这是小班幼儿第一次认识油画棒，接触美术活动，这些五颜
六色的油画棒对于孩子来说是陌生又是神奇的，他们乐于探
索，乐于在画纸上用油画棒上涂鸦，教师要善于激发幼儿的
兴趣，保护幼儿的探索精神。在活动中，运用大班幼儿的绘
画作品，让孩子初步感知用油画棒可以画出如此美丽、好玩
的画来，教师用游戏的语言，让幼儿了解油画棒的使用方法，
并在示范使用时，边说边画，让幼儿直观感知油画棒的神奇。
在操作中，让幼儿自选颜色，自由作画，教师在这环节，用
鼓励性、创新性的语言来发现幼儿作品中的闪光点，如“你
画的是什么？是泡泡吗？”“你的小鱼真可爱”“你的小雨
点落下来了”，激发、保护幼儿对绘画活动的兴趣。在实际
操作中发现，有四名幼儿握笔方式不正确，个别幼儿运用油
画棒较娴熟，能画出直线、圆这些简单图案，但在涂色技能
上，能力较弱，在区角活动中要投放一些油画棒让幼儿自由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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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中小白兔战胜大灰狼的办法，知道神奇玻璃的含
义。

2、让幼儿了解凸透镜的成像特点及在生活中的应用。



3、体验哈哈镜成像的滑稽和有趣，感受人在哈哈镜里的不同
变化。

4、能安静地倾听别人的发言，并积极思考，体验文学活动的.
乐趣。

5、引导幼儿细致观察画面，激发幼儿的想象力。

活动准备：

放大镜一个、凸透镜一个、《神奇的玻璃》挂图，故事磁带。

活动流程：

1、师生谈话：

(1)小朋友你见过什么样的玻璃?，(幼儿自由讨论)

(2)小白兔也有一块神奇的玻璃，你想知道吗?(从而引出故事
《神奇的玻璃》)

2、出示《神奇的玻璃》挂图请幼儿欣赏，老师讲述故事并提
出问题：

(1)小白兔在玩时捡到了什么?

(2)他有什么惊奇的发现?

(3)猜想小白兔想出了一个什么好办法。

3、出示放大镜。

请幼儿摸一摸，看一看，从而感知“玻璃”的神奇之处，知
道放大镜能将物体放大，然后启发幼儿讨论：怎样利用这
块“神奇的玻璃”战胜大灰狼。



4、看图书听故事。

老师播放故事磁带请幼儿边看图画边听故事《神奇的玻璃》，
进一步理解故事内容，然后提出问题：

(1)小兔子是利用什么办法吓跑大灰狼的?

(2)如果是你会用什么办法来打败大灰狼?

5、引导幼儿发现凸透镜在生活中的应用。

(1)启发幼儿继续探索“玻璃”的神奇之处：看近的物体时，
物体变大，离得远就会变小，而且物体是倒立的。这种“玻
璃”就是凸透镜。

(2)组织幼儿进行生活经验讲述：小朋友还在什么地方见过这
样的镜子，请幼儿讨论;然后交流凸透镜在生活中的用途。

6、师生进行讨论：

小朋友知道了凸透镜的模样和用处，想一想你们还见过其他
什么样的镜子?(幼儿讨论回答)然后老师总结：平面镜、凹透
镜、哈哈镜等。

活动延伸：

小朋友你知道哈哈镜的用处吗?那我们去三楼的哈哈镜那里认
识一下它吧，巩固对哈哈镜知识的掌握。

教学反思：

活动结束后，我认真反思了这节课，教育活动应以幼儿的需
要、兴趣，尤其是幼儿的经验来进行教学决定，在活动中我
对自己角色的定位是一个参与者，我希望和孩子共同发现、
探讨、寻找，让孩子在观察时享受探索的快乐。一节课下来，



我个人认为，我设计的这节课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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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目标：

1.初步探索三种不同物体发出的声音，尝试根据声音的不同
进行分类。

2.能在教师的提示下与同伴合作游戏，遵守游戏规则。

3.乐意参加集体活动，体验集体游戏的乐趣。

二、重难点：

重点：初步探索三种不同物体发出的声音。

难点：尝试根据声音的不同进行分类。

三、活动准备：

装有核桃、红豆、沙子的罐子若干、红绿灯指示牌、音乐

四、活动过程：

（一）猜测装有物体的铁罐，引起幼儿探索的兴趣。

1.师：今天我带来了很多罐子宝宝，听一听（教师摇罐子）
有声音吗？

2.师：你是怎么知道的？（引导幼儿调动已有经验，用感官
感知物体。表扬幼儿的耳朵灵）

（二）自由听辨不同物体在罐内发出的撞击声，会根据声音
的不同将罐子进行分类。



1.师：你的小耳朵真灵，我这还有很多罐子，我们一起再来
听一听。

2.教师摇晃不同的罐子，要求幼儿用嘴巴学一学罐子里的声
音。（哐哐哐、沙沙沙、咚咚咚）

3.师：罐子宝宝发出来的声音一样吗？

4.师：不一样，我们来找找朋友。请你找一个罐子宝宝摇一
摇，学一学里面的声音，记住你的罐子宝宝发出的声音，但
是等到我说，罐子宝宝保护好，你就要抱好你的罐子，不能
发出声音了，听明白了吗？（幼儿拿罐子学声音）

5.师：请你把罐子宝宝保护好，听一听我这个罐子里发出的
是什么声音？请你用嘴巴学一学，谁的罐子宝宝也是发出这
样的声音，请你站上来。（帮助幼儿找到发出一样声音的罐
子，找好后将罐子放在一起，并请幼儿坐在一起）

6.师：请一名幼儿上来摇一摇手中的罐子，请幼儿学一学声音
（帮助幼儿分类）还有谁的罐子也是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们
站到一起，我们一起摇一摇，请下面的宝宝帮忙听一听，是
不是一样的声音。下面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吗？请下面的宝宝
摇一摇，我们一起听一听，把好朋友找出来。（找好后请幼
儿将罐子放到一起，并请幼儿坐在一起）。

同理将三种放不同物品的罐子分类放好，并且在分罐子的同
时将幼儿分成三组。

（三）再次听辨声音，猜测罐中放的物品。

1.师：老师今天在罐子中放了三样东西，哪三样东西呢？
（依次出示标记图：米宝宝、红豆宝宝、核桃宝宝）

2.师：你来猜一猜罐子中谁是核桃宝宝？谁是红豆宝宝？谁



是米宝宝？

3.师：（教师摇米宝宝）这是什么声音？嘴巴学一学。猜猜
看这是什么宝宝？（引导幼儿用语言表达自己的猜测，然后
打开罐的封口看看，检查所猜正确）

4.教师把各种罐子分别发给幼儿，请拿到罐子的幼儿保持安
静。

（四）游戏：“警察叔叔红绿灯”结束活动。

1.师：都拿到罐子宝宝了吗？拿好后我们要开始玩警察叔叔
红绿灯的游戏了。警察叔叔这样子（把标记图反过来）表示
红灯，罐子宝宝不能发出声音，当它反过来才能发出声音哦，
眼睛看好，火车要开啦，谁开呢？（教师把米标记反过来），
米宝宝，请你摇一摇。（三组各试一次）

2.完整游戏：我们开始喽：

（1）核桃宝宝摇一摇，米宝宝摇一摇，红豆宝宝摇一摇……

（2）核桃宝宝请你摇一摇，米宝宝请你摇一摇，红豆宝宝请
你摇一摇……

（3）我要唱一首歌，和警察叔叔一起玩游戏，听好啦，声音
很好听的：核桃宝宝请你摇一摇……我们大家一起摇一
摇……（教师哼唱表演，不断加速，反复3次）

（4）现在我请来了一个乐队，它的速度很快哦，你们的眼睛
要看好，耳朵要听好哦，请起立（完整配乐）

（5）师：你们玩的开心吗？还想玩吗？我们带着自己的罐子
宝宝到教室里交换着再玩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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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知道不同物体碰撞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学习分辨2种声音。

2、自然地讲述探索结果。

3、对听辨声音感兴趣。

重点：知道不同物体碰撞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学习分辨2种声
音。

难点：自然讲述探索结果。

活动准备：

经验准备：会开启八宝粥罐子。

物质准备：八宝粥罐子32个，(8个装米，盖上有暗标记，9个
装塑料珠子;15个空罐)。米、塑料珠子各2盆。空筐2个(贴有
米和珠子标记)。

活动过程：

一、幼儿第一次操作探索：我发现了什么?

1、幼儿第一次探索，听辨有无声音。

师：“桌上有许多漂亮的罐子，请你不要打开，摇一摇，听
一听，再告诉大家你有什么发现?”

2、与同伴分享：你发现了什么?

二、学习听辨两种声音。



1、幼儿第二次探索，猜猜罐子里的声音可能是什么发出的?

2、学习听辨二种声音。

(1)为什么会发出声音?

(2)猜猜罐子里的声音可能是什么发出的?

(3)谁和他的声音是一样的?

(4)打开来看看是什么?(进行验证：米、珠子)

小结：原来罐子里装了不一样的东西，发出的声音就不一样
了。

3、归类摆放

（1）听口令摇动对应的罐子。师：米宝宝一起来唱歌;珠子
宝宝一起来唱歌;

（2）出示有标记的筐，请幼儿按指令归类摆放。师：米宝宝
罐子放在米宝宝标记的家里，珠子宝宝罐子放在珠子宝宝标
记的家里。

4、幼儿自由选择材料，制作会唱歌的罐子。互相猜猜罐子里
的秘密，进一步巩固对二种声音的认识。

师：下面请小朋友选择桌上的珠子或米其中一种装进空罐子
里，然后盖上盖子，一起来做会唱歌的罐子。

(1)要求：把罐子放在脸盆里装，米和珠子不要洒出来。

(2)分组演奏。按材料不同分两组坐，听指挥演奏。

三、活动延伸：寻找不同声音。



再去找找，罐子装了其他材料会发出什么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