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小班教学活动教案 幼儿园小班科
学教案(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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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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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小班教学活动教案篇一

人工降雨(重点领域：科学)

一.目标：

1.利用不同的材料制造人工雨。

2.创造下雨情景，感受想象创造的乐趣。

二.准备：

1.提供一些供幼儿制造雨的材料，如可乐瓶，有孔的瓶盖，
吸管，树叶，海绵等，分类放在材料筐内。

2.准备几盆清水放置在室外。

三.过程：

(一)说说我认识的雨

师：1小朋友，你们看到过下雨吗?你们看到的雨是从哪里来
的?

2下大雨时是怎么样的?什么声音?(哗哗哗)



3下小雨时是怎么样的?什么声音?(淅沥沥)可引导幼儿用动作
表示

4.你知道雨有什么用吗?

(二)探索人工降雨的方法

今天请小朋友们来当一回“降雨师”，我们也来下一场雨吧。

1.参观材料

老师准备了很多材料，请你用小眼睛仔细看一下

(1)幼儿参观

(2)交流

你看到了什么材料，教师根据幼儿说的，逐一出示材料

2.引导幼儿探索人工降雨的方法：

你们能用这些材料把水变成雨吗?

教师提出操作要求：选你喜欢的材料找一块空地进行尝试，
注意不要将水弄到自己的身上或别的小朋友身上。

幼儿自由探索

(1)乐瓶降雨：在可乐瓶内灌些水，拧上有孔的瓶盖，向地上
喷射雨

(2)管小雨：吸管蘸上水，向空中甩一甩，下小雨了

(3)海绵雨：将海绵吸饱水，一挤，下雨了



(4)树叶雨：用树叶兜水，向空中撒雨

(5)牙刷雨：用牙刷蘸点水，向空中甩一甩，下雨了

(6)小手来降雨：舀一把水洒洒是小雨，捧一捧水淋下来是大
雨

3.请幼儿分享自己是怎么样人工降雨的，演示降雨的方法

(三)给花草树木下场雨

师：花草和大树渴了，请为他们下场雨吧。

请幼儿选择一种或几种材料，给花草树木下下雨。

幼儿园小班教学活动教案篇二

1、手口一致的数3以内的数。

2、学习按数量分类。

3、培养幼儿对数学活动的兴趣。

4、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5、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1、画有1个斑点、2个斑点、3个斑点的纸制瓢虫若干。

2、树叶3片。

3、小虫若干。

4、儿歌《小瓢虫》



（一）游戏导入，师幼共同玩手指游戏小瓢虫；。

小瓢虫，小瓢虫（上下弯曲手指） 爬来爬去的小瓢虫（四指
作爬行状） 紧紧追上大害虫（加快爬行速度） 一口把它吃
干净（停下做吃状）

（二）利用图片练习手口一致的数3以内的数。

1、通过数瓢虫身上的斑点，学习数数1、2、3。

（1）出示1只瓢虫。提问：瓢虫宝宝长什么样？（圆圆的身
体）

背上有什么？（斑点）有几个斑点？（2个）师幼一起手口一
致的点数2。

（2）再同时出示2只瓢虫。（身上的斑点分别为1个和3个）
让幼儿说说它们身上分别有几个斑点，集体手口一致的数1个
斑点的瓢虫，请个别幼儿上来手口一致的数3个斑点的瓢虫。

2、观察瓢虫的外型特征，巩固对大小、颜色的认识。

师：这3只瓢虫宝宝一样吗？什么地方不一样？（颜色、大小、
斑点）

（三）利用游戏，培养幼儿按数量分类的能力。

1、游戏小瓢虫抓害虫；

（1）通过照顾小瓢虫，巩固手口一致数3以内的数

（2）游戏小瓢虫抓害虫；。

师：瓢虫宝宝们肚子饿了，它们最喜欢吃虫子，我们带着瓢
虫 宝宝去抓害虫吧。；（听着音乐边念儿歌边做动作抓害虫）



2、送瓢虫宝宝回家

（1）让幼儿把不同斑点的瓢虫宝宝放到有相应圆点的树叶上。

师：瓢虫宝宝们累了，想休息了，它们喜欢在什么地方休息？
（树叶）请你们送它们去树叶上休息。（送的时候要求幼儿1
个斑点的瓢虫宝宝送到有一个圆点的树叶上，2个送到2个圆
点的树叶上，3个；；）

（2）集体验证。

（四）结束活动

幼儿学小花猫走路轻轻的离开活动室。

幼儿园的数学活动相对于其他活动枯燥、单调，容易使幼儿
失去学习兴趣。因为这个时期的幼儿年龄小，逻辑思维尚未
发展，于是就需要教师在选择和设计数学活动时要多花心思，
采用游戏的形式，让幼儿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学习。

幼儿园小班教学活动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学会用正确的方法玩滑梯。

2、懂得用不正确方法玩滑梯易造成伤害。

3、初步养成一定的安全意识。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1、小兔、小狗胸饰若干，照相机。

2、编排情境表演(大班的哥哥姐姐)。

活动过程：

1、导入活动，激发兴趣。

兔妈妈(老师扮)：今天天气真好，小兔子们，妈妈带你们出
去玩。看，那是谁?(小狗)他们在干什么?(滑滑梯)

2、观看情境表演，向幼儿介绍滑梯及其玩法。

(1)狗妈妈是怎样教小狗玩滑梯的?为什么要这样玩?

(2)人多的时候应该怎样玩滑梯?

小结：玩滑梯人多时要先排好队，一个跟着一个，不拥挤推
拉。从楼梯这边上去两手扶好了，一层层地往上爬。眼睛看
好楼梯，爬到顶，坐稳后，两手扶着滑梯两边，两条腿并拢，
再滑下来。如果不这样好好玩滑梯，做不正确的动作，就会
发生危险。

3、幼儿练习玩滑梯，教师指导幼儿按正确的方法玩滑梯。

(1)兔妈妈：刚才我们看了小狗滑滑梯，你们会不会象它们那
样玩?

(2)兔妈妈：孩子们，你们想不想再玩一遍?这次，你们玩的
时候，妈妈给你们每个拍张照，看谁滑的好。(及时纠正幼儿
不正确的动作，鼓励幼儿用正确的方法玩滑梯。)

活动建议：

1、此活动宜安排在开学初进行，让幼儿一开始就掌握玩滑梯



的正确方法。

2、日常生活中幼儿玩大型运动器具时一定要有成人保护，引
导幼儿正确地玩各种运动器械，逐步在活动中培养幼儿的安
全意识。

幼儿园小班教学活动教案篇四

小班年龄段的幼儿处于对数字的敏感阶段，以游戏形式、贴
近生活的方式，加深幼儿对数字的认识，真正达到让孩子在
生活中体验、在游戏中学习、在快乐中成长。

1、学习1到10的顺唱数，并能辨别1到10数字的字形特征，掌
握数字的数序。

2、激发幼儿参与兴趣，了解数字在生活中的作用，正确的运
用。

3、培养幼儿对数字的认识能力。

4、引导幼儿对数字产生兴趣。

5、了解数字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初步理解数字与人们生活
的关系。

ppt 数字动漫视频生活中有关数字的图片活动数字卡、自制
手机 胶棒积木

1、拍手我说你做相互问好。

2、动漫数字儿歌欣赏导入。

3、出示数卡1到10，加深字形与数序的认识。



4、数字游戏：

a、扑克牌接龙

b、捉迷藏

5、手机的认识，自制小手机。

6、拨打电话巩固数字

小结：数字无处不在，与生活息息相关，与数字做朋友，本
领更更大。

（一）导入环节： 拍手问好，我说你做。（依次更换数字，
让幼儿相应的拍手）

师：请你小手拍5下，

幼：1、2、3、4、5。

师：小朋友下午好，

幼：老师下午好。

师：今天老师给小朋友请来一些客人，来我们班做客，我们
一起看看，他们是谁？ （播放数字动画，师幼共同欣赏，）

那小朋友一起说说，我们的客人是谁呢？

幼：数字宝宝。

师：哦，原来是数字宝宝。那数字宝宝今天和小朋友一起来
做游戏，你们愿意参加吗？

幼：愿意。



（二）基本环节：

师：我们一起来请出今天我们的小客人，（依次请出数字1--
-10）引导幼儿说出数字，并说出数字的字形，再次欣赏动画，
加深字形的认识。

师：我们一起看看它们要和大家玩什么游戏？

1、出示扑克牌，引导幼儿进行有序的排列，

师：这是什么呢？大家玩过吗？你们是怎么玩的呢？我们看
看它们都有谁，依次认识没有排列好的扑克牌，引导幼儿进
行有序排列。

幼：依次说出数字的顺序，进行排列。

师：看看下面这些扑克牌，谁给丢了呢？（出示下列三组数
字）

幼：观察后，让孩子们说出丢掉的数字。

师：数字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一起找找，他们都
隐藏在哪里呢？ （出示生活中的图片，让孩子一起找找，数
字都在哪里？）

幼：孩子一起找出数字都出现在哪里？（车牌、尺子、鞋子、
温度表、体温计、楼牌、电话、红绿灯、广告牌、手表、钱
币等）

师：出示手机，一起来认识数字在手机键盘的排列顺序。
（出示手机一起观看）

幼：一起进行数字在键盘的有序排列。

师：出示自制手机，引导幼儿进行粘贴丢失数字，进行自制。



幼：在温馨环境中，幼儿进行自制。

（三）结束环节：

1、起读出手机的显示屏的号码，进行认识数字。

2、出示手机号码两个，引导幼儿进行拨打电话。

师：我们一起给张老师和李老师打电话，约他们一起出去玩。

幼：让幼儿拨出电话，进行电话预约。

师：好了，我们一起出去，和数字做游戏，好不好？组织幼
儿结束游戏。

小结：数字无处不在，与生活息息相关， 与数字做朋友，本
领更更大。

活动中，幼儿表现积极，认真观看光碟动画，扑克牌的出示，
幼儿很感兴趣，但面向全体，幼儿较乱，应给孩子实物进行
互动，效果应该会很好。同时，过度的语言有点牵强，还需
完善。

幼儿园小班教学活动教案篇五

艺术——跟着老师走走（韵律）

1.认真倾听音乐，愿意跟随教师随乐有节奏地走、跑、跳。

2.能根据教师的语言提示，控制自己的身体初步合拍做立正、
转圈、下蹲等简单动作。

音乐《拍手点头》，播放器。

一、律动《拍手点头》，集中幼儿的注意力，培养幼儿的节



奏感

引导幼儿认真倾听音乐，《拍手点头》，按照教师的提示一
拍一下地做动作。

二、教师演唱歌曲《跟着老师走》，引导幼儿感受音乐的节
奏与动作

1.教师随乐演唱歌曲，引到幼儿认真听，并在膝盖上打拍子。
提问：“刚才老师歌里是让小朋友跟着老师做什么？”

2.教师再次演唱歌曲，引导幼儿认真倾听，并跟随教师用手
指在膝盖上有节奏地交替做走、下蹲等动作。

3.教师弹唱，幼儿独立用手指做动作。

三、幼儿围城一圈随乐动作

1.引导幼儿围成一圈，按照顺时针方向站好。教师放慢速度
边唱边带领幼儿练习。

2.教师变化

演唱内容，要求幼儿认真倾听，根据教师动作与歌声提示变
化自己的动作。

3.教师边唱边带领幼儿完整随乐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