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神奇的树教案大班反思 神奇的力
教学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神奇的树教案大班反思篇一

一、活动目标：

1.探索将长条纸制作成麦比乌斯圈，等分不同的次数后会产
生不同的现象。

2.大胆与同伴交流自己的操作方法和发现，对科学现象感兴
趣。

二、活动准备：

1.人手两张长条形的蜡光纸、剪刀一把，记录纸及记号笔一
份。

2.立交桥、过山车图片。

三、活动过程：

(一)师生互动，集体制作圆圈，发现圆圈等分后变成了两个
一样的圈。

1.师：这是什么?(纸条)纸条中间有什么?

2.教师做圈，并猜想沿线剪开会怎样。



(1)师：看，老师把它做成了什么?这个圈有什么特点?

(2)如果沿着线剪开，会怎么样呢?

(3)请个别幼儿说。

(5)小结。

(二)探索麦比乌斯圈。

1.尝试制作麦比乌斯圈。

(1)师：这里还有一个圈，这个圈和刚才那个圈有什么不一
样?

(2)个别幼儿说。

(3)师：如果我请你做一做这个圈，你会吗?做之前，先请你
研究一下，到底该怎么做。

(4)幼儿观察已做好的圈。

(5)师：会做了吗?好，开始做吧!

(6)幼儿制作。

(7)师：你成功了吗?把你圈举起来。

(8)请一幼儿到前面示范制作。(贴的时候把一头翻一个身贴)

(9)教师小结：这个圈很有趣，它的名字叫麦比乌斯圈。是德
国一个叫麦比乌斯的人发现的，为了纪念他我们把这个圈叫
做麦比乌斯圈。

2.猜测并参与操作活动，探索发现二等分麦比乌斯圈后的变



化，并大胆交流自己的发现。

(2)请个别幼儿回答，然后自己记录下自己的猜测。

(3)那请你们来剪一剪，看一看到底会变出什么。

(4)幼儿剪有一根线的麦比乌斯圈，剪完后记录下自己的发现。

(5)介绍：变成什么样了啊?这个圈和刚才的圈比怎么样?(变
大了，纸条变细了)刚才我们只贴了几次(1次)应该有几个接
头。那我们来看看，年粘贴的地方有几个?(2个)真神奇。

3.尝试三等分麦比乌斯圈，发现圈的变化，激发对麦比乌斯
圈现象的兴趣。

(1)师：还有更神奇的呢!

(2)教师出示画有两条线的麦比乌斯圈。

师：这个麦比乌斯圈上有几条线，那如果我们把这两条线都
剪开，会变成什么样呢?

(3)幼儿记录自己的猜测。

(4)师：那请你动手试剪一剪吧，然后再记录自己的发现。

(5)交流：变出什么了?(一大一小两个圈，而且还可以滚动起
来)

(6)教师小结：这个麦比乌斯圈有趣吗?把有一条线的麦比乌
斯圈剪开，就变出了一个更大的圈圈。把有两条线的麦比乌
斯圈剪开，就变出了两个圈。麦比乌斯圈不仅有趣，而且还
很有用呢!

(三)拓展，了解麦比乌斯圈在生活中的运用。



师：科学家根据麦比乌斯圈的特点、原理发明了……(图
片“立交桥”)这是什么?有了“立交桥”我们的'车辆就不会
那么拥挤、堵塞了，所以说麦比乌斯圈的发明给我们带来了
很大的方便。这是什么?(过山车)科学家还发明了好玩的“过
山车”。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四)延伸：展示画有三条等分线的麦比乌斯圈，引发幼儿的
再次探索，发现等分不同次数后麦比乌斯圈变化，感受圈的
神奇。

神奇的力活动教案及反思

神奇的树教案大班反思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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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的树教案大班反思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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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的树教案大班反思篇四

这一课的教学，直接运用拿来主义，管老师上过，是指向写
作的，个人以为思维还是非常清楚的，于是这次又按照他的
流程，再上了一遍。两遍课文上下来，课堂效果是可以保证
的，并且学生似乎也有所收获。但是，真个课堂总感觉太理
性，像是在机械性的教知识点，学生是在被动的训练。

其次，过于理性。理性的好处在于可以更好地把我，其缺点
是有灌输的嫌疑。一堂课，不像是在教五年级的学生，更像
是在教高中生。整个学习过程，才分开来，其实就是几步：
提炼信息、与课文比较、得出结论、迁移联系。其中比较有
价值的部分，如比较，对于学生而言的难度是不大的，所以
教的时候课堂很活跃，这样的活跃似乎又有点不正常，缺了
点思考的沉默。

神奇的树教案大班反思篇五

生活中，读书的乐趣，读书的快乐，读书的益处，不须我多
赘言。那一部部好书如同一件件精美的玉器，珍藏着人的一
生思想的精华，能带给人无穷的震撼力。《神奇的书》这首
诗，美国诗人狄金森用形象的比喻，简明的语言，热情地讴
歌了书的神奇、书的魅力、书的美丽。怎样才能让学生体会
到这一点呢？我采用了层层深入法来做到这一点。

首先与学生一起谈谈自己在读课外书时读到的有关书的名言，
把学生的读书实践与本节课的学生联系到了一起，激发了学
生对本课学习的兴趣。而后，我又和学生一起读诗，范读、
齐读、指名读，比赛读，男女生对读等形式，让学生感受书
的神奇，体会到诗歌那充满音乐之美的韵律。然后我再让学



生回顾自己的读书之旅，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把自己与
书为伴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孩子们在一个又一个同学熟悉而
亲切地讲解中，理解了诗句字字珠矶，体会了诗句的意境悠
远，不禁为书的神奇而兴奋、震撼。在这个讲解的过程中，
同伴的讲解又给了学生一个榜样示范作用，一些爱读书的孩
子们的广博的'知识，精彩的发言，开阔的视野，无不使那些
不爱读书的孩子受到了无形的鞭策，在那渴望与欣羡的目光
中，我读懂了他们透露出的“我以后也要读书，读书真
好！”的心语，这不正好解决了本文的难点吗？同时也让学
生对诗歌有了更感性的认识，后面的仿写也就水到渠成了。
一篇篇充满瑰丽大胆的想像诗句喷礴而出，让我也不禁要赞
叹书的神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