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科学活动沙子的秘密反思总结 恐龙
的秘密科学活动的反思(汇总5篇)

总结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加以总结和概
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想我们需要写
一份总结了吧。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那么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科学活动沙子的秘密反思总结篇一

根据主题《动物王国》，我们预设了本次科学活动《动物的
秘密》。对于这次活动的目标设想主要是“了解动物尾巴的
形状和用处。知道动物有很多本领，乐意在集体中与同伴一
起讨论并作介绍。”开展活动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制作
了ppt课件。活动中我结合课件通过游戏“猜尾巴”，引出活
动主题，激发幼儿发探索动物尾巴秘密的.兴趣。孩子们积极
举手发言，在同伴间相互交流、探究动物尾巴的用处这环节
中，考虑到此环节有利于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我提出
要求：注意倾听同伴的介绍，有不同意见的要学着轮流、补
充，同时我根据孩子的表现适时进行引导、指导。整个活动
以猜尾巴――讨论尾巴作用――揭示答案，让孩子们在猜猜、
说说、看看中加深了幼儿对动物尾巴的形状和用处了解。整
个活动下来，我发现直观的教具在活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帮助幼儿更顺利地理解了知识。在请幼儿观看各种动物图片
时，幼儿都被颜色鲜艳的图片吸引住了，从观察中孩子们了
解了动物保护自己的一些方法：断尾自卫、奔跑、战斗武器
等。

整个活动中幼儿的兴趣、表现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因为猜猜
动物的本领、说说动物本领的游戏形式对幼儿都有一种吸引
力，激发了幼儿的好胜心、促使他们更积极的思考、更积极
的表达、更积极的参与到活动。



科学活动沙子的秘密反思总结篇二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教师应充分
利用幼儿身边的事物与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科学活动
应密切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进行，利用身边的事物和现象，
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要求：“成人要善于发现和
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充分利用自然和实际生活机会，引导幼
儿通过观察、比较、操作、实验等方法，学习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帮助幼儿不断积累经验，并运用于新的
学习活动，形成受益终身的学习态度和能力。”为此，我们
将科学教育与幼儿的生活融为一体。比如，利用幼儿日常生
活中经常使用的纸，设计和组织了一个科学活动“纸的秘
密”。

一、案例描述

(一)游戏导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出示餐巾纸，请幼儿做成纸绳，玩拉大锯的游戏。通过游戏
引发幼儿的认知冲突：同一张餐巾纸做成的`纸绳，为什么有
的比较结实，有的却容易被拉断?引出探索话题“餐巾纸里的
秘密”。

(二)积极探索，幼儿自主寻找答案

幼儿都急于知道答案，但我并没有直接告诉他们，而是问道：
“你们撕纸的方式是一样的吗?”幼儿相互考察了自己和同伴
的纸绳，发现有人撕的是纸的长边，而有人撕的是纸的短
边(餐巾纸是长方形的)。我追问：“撕长边和撕短边有什么
不一样?”这一问题诱发了幼儿的思考。通过探索性的操作后，
幼儿认为：餐巾纸里藏着的秘密就是纸的纤维走向。我们顺
着纤维走向撕，就会把纸撕成长条，逆着纤维走向撕，就会



撕成小块。如果顺着纸的纤维做成一根纸绳．那纸绳的力量
就会很大。

(三)丰富材料，帮助幼儿多方面感知

为了帮助幼儿感知纸的纤维走向，我又提供了皱纹纸和报纸，
请幼儿来找一找这些纸的纤维走向。

(四)创设情境，深化幼儿的认知

为帮助幼儿验证沿着纤维走向做的纸绳是结实的、有力量的，
我创设了情境：请幼儿帮忙，把很重但是没有提手绳的手提
袋送到资料室。幼儿用沿着纤维走向做的纸绳去拎袋子，结
果成功了!幼儿看到自己做的很细、很小的一根纸绳，能够拎
起那么重的东西，感到既高兴又神奇，同时还深化了对纸中
纤维走向的认知。

(五)适时总结，活动拓展

孩子送完资料之后，我适时总结：原来纸里的纤维走向这么
神奇啊!小朋友一定要记住，顺着纤维走向做出来的纸绳很有
力量，以后如果爸爸妈妈需要绳子而没有找到，我们就可以
用纸来做成绳子。最后，我提出问题：还有什么东西里面也
有纤维呢?请幼儿回家找一找，找到了放在科学区中一起来探
索。

二、案例分析

1．抓住契机，生成幼儿感兴趣的科学活动。一次，两名幼儿
同时取一张餐巾纸，结果纸被撕成了两半，幼儿纷纷议
论：“餐巾纸真不结实。”我紧紧抓住这一契机，设计和组
织了这个科学活动，幼儿始终兴趣浓厚，学习的积极性较高，
学习效果也较好。由此，我感悟到：教师应时刻做有心人，
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乐于实践，将幼儿生活中的科学教育



因素挖掘出来，让科学教育回归生活。

2．联系生活揭示科学知识的意义。要做到科学教育与幼儿的
生活相结合，不仅是学习课题来自生活，还应该引导幼儿能
运用科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在这个活动中，幼儿利用
自己学到的纸纤维走向的知识，做成有力量的纸绳解决生活
中的问题，确实体会到了科学知识可以为生活服务。这样做，
可以拉近幼儿与科学的距离，使幼儿对科学产生一种亲切感。

科学活动沙子的秘密反思总结篇三

活动目标：

1.让幼儿有听辩各种铃声提示音的能力。

2.激发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对声音有一定的敏感度。

活动准备：

各种声音的铃声。

活动过程：

1.听辩各种铃声让幼儿分别听各种铃声（自行车、电话、闹
钟、门铃、小铃等），猜一猜，这是什么铃儿在响叮当。说
一说铃儿响了，告诉我们要干什么了。比如：车铃叮铃铃，
就是告诉别人“快让开，快让开！”；门铃叮铃铃，就是告
诉我们“有人来了，快开门吧。”等等。

2.学念儿歌“铃儿响叮当”学念儿歌“铃儿响叮当”，做模
仿动作。

3.听听学学家里的门铃声，按按听听不同音乐的门铃，跟着
音乐进行模仿。



4.做音乐游戏“叮咚小门铃”：

一半幼儿扮演主人，一半幼儿扮演客人。

小椅子当作门，扮演主人者作骑马状坐在椅子上，随着音乐
按门铃或拍手。扮演客人者随音乐拍手走步……，唱到“请
你按按小门铃”时，迅速跑到一个椅子前，表示来到了可人
家。在椅子背上，边按门铃边唱“叮咚”。唱到“来了小客
人”，扮演主人的小朋友连忙起身，转动一下椅子，表示开
门，把凳子面朝客人，做“请”的动作。

最后一句“叮咚”两人互相按一下对方的鼻子。

交换角色，游戏重新开始。

5.家里的声音看看说说这些是家里的什么东西，它在发出什
么声音，告诉了我们些什么。

洗衣机“隆隆”的转，它把衣服洗的干干净净；压力锅“呜
呜”的叫，告诉我们：“粥煮好了！”；吸尘器呼呼的开动
了，它把灰尘都吃进肚子里；电话“铃铃”的响起来，也许
是妈妈打来的；收音机在“啦啦”的唱歌，我们一面听音乐
一面跳舞；音乐铃“叮叮”的响着，嘘！娃娃在睡觉呢！

附儿歌：

铃儿响叮当闹钟叮铃铃，我要起床啦。电话叮铃铃，喂喂是
谁呀？

车铃叮铃铃，快快让开吧。门铃叮铃铃，请问找谁呀？

小铃叮铃铃，唱歌跳舞啦。



科学活动沙子的秘密反思总结篇四

设计思路：

孩子对玩沙有着浓厚的兴趣，每次经过沙池，都忍不住想要
进去玩，有的孩子就是用脚碰一碰也觉得高兴。让孩子们在
玩沙的过程中自然地了解沙的特性，通过自己的主动探索发
现沙的新鲜玩法，这样比在课堂上机械地讲授要有意义得多，
孩子记忆也深刻得多。同时，我班孩子对节奏乐很感兴趣，
于是，我们将认识沙的教学与自制乐器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让幼儿在沙地里自由探索，自主操作，使整个活动体现一种
玩中学，学中乐的氛围。

活动目标：

1、尝试用不同的容器装不同的沙子制作沙锤，在做做玩玩中
了解沙有干湿、粗细的区别。

2、通过自主操作活动，激发探索欲望，培养判断、分析能力。

3、能在集体面前大胆发言，积极想象，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4、能在集体面前大胆发言，积极想象，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1、塑料瓶、玻璃瓶、广口瓶、紧口瓶、易拉罐、小纸杯

2、不同质地的纸、塑料膜、橡皮筋、瓶盖3。各种棍子、竹
条、筷子、勺、筛子

活动过程：

一、提出问题



（一）出示一个沙锤：这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发出声音？

（二）激发幼儿制作沙锤的兴趣，问：你打算怎么做？

二、自主探索

（二）怎么才能不让沙子掉出来呢？请幼儿寻找合适的物品
给容器封口。

三、共同探究

（一）请幼儿比较自己和同伴所做沙锤的声音。为什么会有
不同的声音呢？

（二）老师分别取样品带领幼儿进行比较

1、对装沙多少不同的两个沙锤，猜一猜声音会不会一样？
（沙的多少不同，声音就不同）

2、容器相同、声音不同。为什么会不同？里面的沙会有什么
不一样呢？（引导幼儿观察、比较干湿沙和粗细沙的不同）

3、容器不同，它们的声音会一样吗？哪一个更好听？（装沙
的容器不同，声音就不同）

四、再次探究请小朋友开动脑筋，想一想，做一做，使自己
的沙锤发出的声音更好听。

五、自由表现幼儿拿着自制的沙锤随着音乐边唱歌边打沙锤，
体验成功带来的快乐。

活动自评：

1、从幼儿感兴趣的活动入手，以游戏的形式开展此次活动，
符合中班幼儿的年龄特点。



2、在活动过程中，老师能以参与者、引导者、支持者的角色
出现，帮助幼儿在不断发现，不断探索，不断对比中了解沙
的特性。

3、活动中老师能根据幼儿的'需要适时地给予指导，使每个
孩子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个个都能享受到成功带来
的快乐。

4、活动过程中，教师作为幼儿游戏合作者的角色体现不够，
幼儿自主探究和自由表现的时间和空间也不够，在今后的教
学中有待进一步调整和改进。

教研组评议：

1、该活动设计比较合理，整个过程体现了在玩中学、学中乐
的教育思想，基本实现了预定的教育目标。

2、活动过程中，教师给予了幼儿较大的自由空间，幼儿基本
处于一种自我学习、相互学习的状态，随时可以发表自己的
看法，并和同伴、老师进行交流，这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是
很难达到的。老师在整个活动过程中通过启发式提问给予了
幼儿支架式的帮助，让幼儿在室外那种松散的状态下紧紧围
绕课题的中心来进行活动，不散不乱。

3、建议教师在活动前增加一些玩沙的经验。了解一些有关沙
的知识，从而在活动中更好地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感染幼儿，
指导幼儿，师幼互动的效果会更好。

4、操作材料还应注意分类投放，活动后指导幼儿收拾整理好
游戏材料，养成幼儿做事有始有终的良好习惯。

活动反思：

本活动以发现教育为契机，为幼儿提供了充分的活动时间和



空间，使幼儿的探索欲望得到满足。培养了幼儿的求实精神，
提高了幼儿的自主学习能力。

科学活动沙子的秘密反思总结篇五

活动目标：

让幼儿感知沙子的特性，比较干沙与湿沙的不同，学习用沙
土造型，充分享受玩沙的乐趣。

活动准备：小铲、小桶、筛子、模子、水等。活动过程：

一、干沙游戏

1、让幼儿在沙地里自由自在地玩沙子。可以光着脚在沙子上
走一走、跳一跳；可以用手摸一摸、抓一抓；可以用铲子、
小桶、筛子等玩具玩沙子。

二、湿沙游戏

2、讨论：干沙子与湿沙子有什么不同？(附着图片让幼儿比
较)

三、小实验

让幼儿比较沙子和泥土的含水量。

让他们感知了解泥土的特征，通过摸、压等方法，区别不同
的土质，观察他们的颜色，感知柔软度。拓展孩子的探索空
间，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

1.看一看、摸一摸、抓一抓。（沙子粗粗的，有点磨手。泥
土软软的，黏黏的）。



2.同样多的水倒进去试试看。（沙子里的水多，泥土里的水
少）。

3.让幼儿自己说哪个是沙子哪个是泥土。

活动延伸：

让幼儿去公园沙堆上玩耍，用沙子盖小房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