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说课稿(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班说课稿篇一

此活动选材来源于生活。蔬菜是幼儿在生活中经常接触的一
种食物，随处可见，我们取材也非常的方便。蔬菜的种类繁
多，几乎每个孩子都能说出几种来。蔬菜的营养价值也非常
的丰富，吃法繁多，可以清炒、可以煮汤、可以凉拌、还可
以腌着吃，总之，我们的生活里离不开蔬菜。然而，幼儿虽
然知道很多的蔬菜，但对蔬菜的食用部分及其营养对人身体
的好处不是很了解。因此通过观察、讨论、猜谜、制作等一
系列活动,让幼儿了解蔬菜特性的同时,加深幼儿对蔬菜的认
识，激发幼儿对蔬菜的兴趣，引导幼儿多吃蔬菜是很有必要
的。又如《纲要》中所说_既符合幼儿的现实需要又有利于幼
儿的长远发展;贴近幼儿的生活，选择感兴趣的事物或问题，
有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和视野。_因此本次活动来源于幼儿生
活又能服务于幼儿的生活。

二、说活动目标

活动目标是教学活动的起点和归宿，对活动起着导向作用。
根据中班幼儿年龄特点及实际情况,确立了认知、能力、情感
方面的目标：

(1)通过认识蔬菜的外形特征，了解蔬菜的不同食用部分。

(2)按不同的食用部分给蔬菜分类(根类、茎叶类、果实类)，



发展幼儿的分类能力。

(3)知道蔬菜好吃有营养，养成多吃蔬菜不挑食的好习惯。

活动重点：能按不同的食用部分给蔬菜分类。

活动难点：提高幼儿的分类能力，明确蔬菜好吃有营养，教
育幼儿不要挑食。

在活动中我主要是通过观看多媒体演示，在看一看、说一说、
猜一猜、分一分等幼儿自主参与的过程中突破重难点。为此，
我作了如下活动准备：

三、说活动准备

《纲要》指出_提供丰富的可操作的材料，为每个幼儿都能运
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索提供活动的条件。_依据《纲
要》我做如下三方面的准备。

(1)学具准备：胡萝卜、番茄、白菜、土豆等实物若干、蔬菜
图片数量与幼儿相等。

(2)经验准备：幼儿对蔬菜有一定的经验。

(3)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

四、说教法、学法

中班说课稿篇二

1、培养幼儿喜欢参与集体活动，体验一起游戏的快乐。

2、通过活动培养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动作的灵敏性。

3、培养幼儿乐意在众人面前大胆发言的习惯，学说普通话。



4、培养幼儿的尝试精神。

1、活动前领幼儿参观大班的水果超市。

2、红色蔬菜的实物或模型，图片每人一份。

1、老师组织幼儿坐好，然后提问幼儿，引导幼儿说出吃过或
见过的红色蔬菜是什么样的，吃起来有什么感觉，什么味道。

2、老师扮演售货员，请幼儿自由到蔬菜超市选购红色蔬果，
送到红色水果城。说一说有那些红色蔬果。

3、游戏：小红帽购物(背景音乐《小红帽》)

老师扮演小红帽要去市场买红色蔬果，幼儿扮演各种红色蔬
果坐在椅子上，当小红帽走到幼儿跟前，幼儿应说出红色蔬
果的名称，小红帽走过去买(请幼儿跟在老师后面)直到小红
帽买了太多的食物，音乐停止，袋子破了，嘭!老师和跟在后
面的幼儿迅速去抢位子，没有位子的人当小红帽，游戏继续
进行(幼儿可交换蔬果，也可更换要买蔬果的颜色)

4、纸团粘贴：果子熟了。

蔬菜是幼儿园经常要吃的食品，小朋友不爱吃，老师根据幼
儿年龄特点，注重教学趣味性用变魔术的方法激发幼儿的兴
趣，运用多样化教学手段调动幼儿学习的积极性，使幼儿在
认知能力和情感方面得到发展。通过观察比较，发展幼儿观
察力，提高感知力，丰富了认知。最后品尝制品，激发了幼
儿爱吃蔬菜的情感。

中班说课稿篇三

1、在种植活动中，学习照料植物的基本方法，初步学会简单
的观察记录。



2、愿意承担一定难度的事情。

3、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

4、促进幼儿的创新思维与动作协调发展。

水泡植物(如豆类、蒜)小喷壶、观察记录本、彩笔等。

1、让幼儿自由选择需要种植的植物，教师带领幼儿进行种植。

2、和幼儿共同讨论照顾植物的方法，如擦拭植物的叶子、晒
太阳、定期换水等。

3、引导幼儿“领养”小植物，照顾自己“领养”的植物，鼓
励幼儿定期观察所照顾的植物，并作简单的观察记录。

1、本次教学内容课程目标明确，让幼儿明确意识保护环境的
重要性。

2、在教学活动落实中，有很多孩子因为对树木生长没有多少
了解，所以提问中互动不起来，通过图片的引导，孩子们开
始想象、探索纷纷举手发言。开始活跃起来。

3、在以前传统的按班教学中孩子们都是按部就班，这次通过
和社区合作进行教学，在加强社会教学形式的同时，丰富了
孩子的科学知识。

4、如果重新上本次课程，我会在开始部分先让孩子们观察社
区树木，再通过图片来讨论，让幼儿有感触的来表达自己的
想法。基本部分中可加入树木与人类有关的大量图片(比如：
沙尘暴、洪水、树木被砍伐等。)让幼儿了解保护环境对人类
很重要。

5、我在教学本次课程中，老教师们的评价是：



(1)总体环节流畅，幼儿能完整的接受并有一定的效果。

(2)师生能互动

(3)导入部分吸引力欠缺

中班说课稿篇四

1、通过对颜色的联想，视觉感受能力，培养幼儿的发散思维
能力。

2、培养幼儿对已有生活经验的梳理，总结能力。

3、通过不同层次的设问，对红色进行充分的联想。

4、培养幼儿有礼貌、爱劳动的品质。

5、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制作课件：红色橡皮泥，画纸，红笔。

（一）导入活动：谈话导入今天我给小朋友请来一位朋
友“小狐狸”

（二）扩散思维活动：（观看课件）请幼儿观看小狐狸的表
情。“小狐狸为什么这么高兴？”老师引导，小狐狸今天看
到了它最喜欢的颜色。（出示图片）“什么颜色？”（红色）

（三）有一点向多点发散思维活动

（1）小狐狸：“我最喜欢红色了，我知道红色的花，红色的
太阳，还有红色的辣椒呢。我还知道许多红色的水果，蔬菜。
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幼儿畅想。播放音乐。“小朋友们
太棒了，我把所有红色的水果，蔬菜都奖励给你们。”山楂，



草莓，西红柿，苹果......

（2）播放录音。小狐狸：“谁还知道那些东西是红色的？”
幼儿再次展开想象。红衣服，红旗，火苗......

（3）播放录音小狐狸：“小朋友真是棒极了，现在我来满足
你们一个愿望，你想要一样红色的什么东西？我来帮你实现。
”幼儿想一想，说一说。

（四）操作活动

师：“小狐狸来帮你实现，他给了我们一些画纸，红色的笔，
红色的橡皮泥，让我们把想要的东西做出来，我们不就有了
吗？”

（五）结束活动

有二分组，按自己的意愿选择画纸，橡皮泥进行操作。

（六）活动延伸：其他的颜色联想。

今天，我们和小狐狸认识了这么多红色的东西，小朋友一定
还知道其他的颜色，咱们回家的时候，再和爸爸妈妈一起动
脑，想一想，看谁说的其他颜色的东西多。

1、利用了较形象的课件使幼儿真正走入角色之中，充分调动
幼儿观察和探索的兴趣。在使用幼儿熟悉的创设环境中，幼
儿能够自主大胆地主动参与到创新思维活动中，体验发散性
思维的乐趣。

2、运用动静结合的方式，培养了初步的创新思维意识。

3、运用多种感官的活动过程，增强了幼儿创新思维的能力。

4、以小动物贯穿活动的设问，进一步增强幼儿的参与意识，



想象能力。

5、引导语言要简练，思路更清晰。

课后小结 _利用了较形象的课件使幼儿真正走入角色之中，
充分调动幼儿观察和探索的兴趣。在使用幼儿熟悉的创设环
境中，幼儿能够自主大胆地主动参与到创新思维活动中，体
验发散性思维的乐趣。

中班说课稿篇五

_十一_放假回来后，孩子们议论着自己的见闻，说到了美丽
的北京，自己去哪哪儿看到了什么。有的孩子介绍自己去了
香山植物园，看到温室里的许多植物，它们长着千奇百怪的.
叶子，有神奇的猪笼草、光棍树等。孩子们接着这个话题开
始议论纷纷，因为这几天他们看到了不少叶子，说花草树木、
农作物、蔬菜、果树有叶子。孩子们对自己身边熟悉的叶子
充满了好奇，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因此，我们决定一起来探
究_叶子_。

1、观察、了解各种叶子的外形特征，并能根据外形特征进行
分类；

2、了解叶子的不同特性及作用并知道其用途；

3、激发幼儿对植物的热爱，发挥想象充分利用叶子来制作美
工制品；

4、学习单数、双数，增进幼儿数数能力；

5、感受乐曲中拍子的节奏，充分想象，并创编_随风飘荡的
叶子_的动作。

6、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7、培养幼儿勇敢、活泼的个性。

幼儿参与讨论创设：

（1）我们把我们要探索的问题布置成一张问题图（主题板），
怎样布置才漂亮？

（2）怎么让别人知道你提的是什么问题？……价值：孩子们
充分参与墙饰的设计讨论，主动出主意、想办法，使墙饰丰
富多彩，内容与表现形式贴切于幼儿，反映孩子们思考什么
问题、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教师引导幼儿成为环境的
主人，将更进一步培养孩子们思考能力，并更能增强他们的
自信心及责任意识。

活动区域（一）计算区：

《单、双数分类》

准备：银杏叶、作业纸、黑水笔、胶水等。

价值：根据孩子兴趣，将计算活动内容（符合本班计算教育
进展）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针对个别能力较弱的运用小集体的方式教师给予补充指导，
帮助其形成正确的单数、双数概念。

活动区域（二）植物角：

（1）《我发现》

与幼儿一同收集各种各样的叶子，将其放在盒子里请幼儿随
时观察、随时记录自己有关叶子的各个方面的发现。

（2）《有关叶子和水的实验记录》



（3）《有关叶子和阳光的实验记录》

准备：在花盆里种两根胡萝卜都稍带点绿叶，其中一个胡萝
卜用纸盒盖上见不到阳光。

价值：孩子在有空时就去自然角看一看，说一说。经过讨论
孩子们愿意每天请值日生做记录，大家一起来发现，并把观
察到的画下来，和大家说说自己观察到了什么，他们很愿意
告诉别人自己的发现。这样的活动有助于培养幼儿热爱大自
然的情感，主动探索的精神。

刚开展《我发现》活动时，我们将叶子直接放在了盒子里，
叶子易干易碎，后来我们将叶子贴在马铃薯板上，再后来根
据孩子们的兴趣我们又鼓励孩子们去观察盆花的叶子。

活动区域（三）美工：叶子拼贴画

准备：师生共同收集的各种形状的叶子、图画纸、胶水等。

价值：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力进行拼、剪、贴，有利于增强
他们的创作能力。

树叶书签准备：彩色纸、树叶、彩色笔等由来：分组活动时，
有的制作关于树叶知识的图书。这时，有的小朋友提议制作
树叶书签。于是，我们开始讨论制作树叶书签的方法。

价值：孩子们喜欢动手制作，制作漂亮的东西更是孩子们所
乐意的。制作过程中，孩子们自己根据自己的设计需要选取
材料，较好地满足了孩子们的创作欲望。

活动区域（四）科学区：叶脉

准备：白纸、铅笔、粉笔、油画棒、各种树叶价值：孩子们
喜欢观察，善于观察，并愿意把自己观察到的事物表达出来，



并做进一步探究。对此，我们应给予及时鼓励，同时帮助、
引导他们深入探索，丰富相应的知识。

《纲要》中的科学领域提出了以下目标：“对周围的事物、
现象感兴趣，有好奇心和求知欲;能运用各种感官，动手动脑，
探究问题;能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交流探索的过程和结果
等。”可见科学领域的价值取向不再是注重静态知识的传递，
而是注重保持孩子们永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强调幼儿运
用各种感官积极地观察、操作和实验，对探索的结果进行推
理、得出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