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科学小鼻子真灵教案反思(大
全8篇)

教案中的教学目标应该明确具体，能够指导学生实现预期的
学习效果。以下是一些初三教案的案例，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小班科学小鼻子真灵教案反思篇一

每个幼儿时时刻刻都在与自己的身体打交道，但他们对自己
的身体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养成良好的健康行为习惯，减少
意外伤害的发生，是幼儿健康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谈
话交流、欣赏故事等形式，使幼儿了解鼻子的功能和保护鼻
子的方法，学会正确应对一些突发意外，同时通过激发幼儿
交流、表达，发展他们的大胆自信的表达能力和与同伴的交
往能力。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了解鼻子的作用

2、培养幼儿保护鼻子的方法和意识。

3、尝试用鼻子辨别不同的气味，并用语言讲述自己的发现。

【活动重难点】

重点：在活动中能用鼻子辨别出不同的气味。

难点：能将自己的发现用语言讲述出来。

【活动准备】

1、24个透明的纸杯、12个小纸盒，里面分别装有香油、醋，



制成“气味瓶”。

2、ppt课件

3、教师熟悉故事《翘鼻子鲁鲁》。

【活动过程】

（一）、谜语导入

左一洞，右一洞，有它能呼吸，有它能闻味。(评析：用谜语
吸引幼儿注意力。方法简单又有效。谜语隐含了鼻子的外形
和作用，为下面活动的开展作了铺垫。)

（二）、了解鼻子的作用

师：小鼻子能干什么啊？小结：(1)呼吸、（我们试一试，不
让他呼吸行不行）

1、请幼儿用手捏住鼻子，闭紧嘴巴，说说有什么感受。（多
捏一会鼻子老师说一二三四才能松开）(2)闻味、（老师这有
气味瓶，请你闻一闻，看谁的小鼻子最灵）

2、教师出示气味瓶

问：你闻到了什么气味：你用什么闻到的？你的鼻子还闻到
什么气味？

3、小结：鼻子的用处很大，可以帮助我们呼吸，让我们辨别
气味。

请幼儿思考：如果没有鼻子行不行？那我们怎么来保护它？

（三）、通过欣赏故事课件《翘鼻子噜噜》，掌握保护鼻子
的一些方法



1、师：鼻子里有很多细细的.血管，很娇嫩，容易受伤，出
血，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鼻子。有一只小猪，它不爱护自己
的鼻子，就发生了意外。

演示故事课件《翘鼻子噜噜》。

3、师：如果你遇到噜噜的情况你会怎么办？那你知道哪些保
护鼻子的方法？

激发幼儿讨论，鼓励他们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

（四）、知道用正确的方法处理一些意外情况

1、请幼儿看图联系实际进行表述：如果东西已经进入了鼻孔，
你会怎么办？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情境演示。

2、我们的鼻子有自己的用处，它不喜欢有东西打搅它，因为
这样会影响它好好工作，鼻子也会难受的，所以我们千万不
要这样做。

【活动延伸】

小鼻子属于我们身体的五官，我们回班用小镜子照一照还有
那些五官需要我们保护吧！

小班科学小鼻子真灵教案反思篇二

1、能用鼻子闻出气味，发展嗅觉能力。

2、学习用鼻子闻气味的方法，会用简短的语言表达感受。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装有白酒，醋，水，酱油等的杯子。

1、谜语引出出题。

师：

(1)你闻到什么气味?你是怎么闻出来的?

(2)你的鼻子在哪里?请指一指。

(3)幼儿说说自己鼻子的.形状和用处。

2、闻气味瓶，感知鼻子的用处。

幼儿回答……

(2)幼儿再次闻气味。老师引导幼儿尝试用鼻子闻，注意不让
瓶子紧贴鼻子，也可用手轻轻扇动瓶口，使气味进人鼻子。

幼回答……

小结：我们的鼻子用处可大了，能闻到很多气味，我们要好
好保护它。

小班科学小鼻子真灵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能用鼻子闻出气味，发展嗅觉能力。

2.学习用鼻子闻气味的方法，会用简短的语言表达感受。

活动准备：



1.密封但有气孔的果奶瓶若干，里面分别装有香水、风油精、
醋、酱油、麻油等。

2.吹塑纸做成的“家”、小喷壶。

活动过程：

1.进入弥漫着香气的教室，引出课题。

(1)提问：你闻到了什么气味?你是怎样闻出来的?

(2)提问：你的小鼻子在哪里?请指一指。

(3)幼儿说说自己鼻子的形状和用处。

2.闻气味瓶，感知鼻子的用处。

(1)提问：这是气味瓶，怎么才能闻出里面的气味呢?

(2)幼儿闻气味。老师引导幼儿尝试用鼻子闻，注意不让瓶子
贴紧鼻子，也可对着瓶子用手轻轻扇动气味进入鼻子。

(3)提问：桌上有什么?这些气味瓶里装的事什么?怎么才能知
道?

(4)幼儿闻气味，并同老师、同伴交流闻到的气味。

3.玩游戏:气味瓶找“家”

(1)认识气味瓶的“家”。

(2)请幼儿问出气味后，将气味瓶送回“家”中。

(3)师幼一起验证：气味瓶找到自己的家了吗?



小结：我们的鼻子用处很大，能闻到很多气味，我们要好好
保护它。

活动反思：

这是我第一次上科学公开课，一直不知道怎么去上，开课之
前问了很多老师，她们也给予了我一些帮助与意见。活动前，
我找到了酱油、醋、白酒、水等液体，并且做了充分的准备。
引起了幼儿的注意。一些好奇的幼儿忍不住问：“老师，这
是什么?”活动开始时，幼儿的`注意力就被这些东西吸引住
了，在幼儿的好奇心中，教学活动开始了。首先，我给他们
猜了一个谜语，他们果然兴趣很高，都纷纷猜了起来，有几
个聪明的小朋友一下子就猜出来了是鼻子。通过洒香水闻香
水环节，让幼儿认识到自己的鼻子有闻气味的功能。

但是从小鼻子闻一闻的结果来看，幼儿对一些液体的味道不
够了解，特别是白酒，很多幼儿都不能分辨出来，这就说明
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比较少。像一些醋，酱油，白酒，水，
大部分幼儿很快的就分辨出来，因为这些液体都是厨房里的，
小朋友平时接触的比较多，相对的，印象也就深。在闻味道
的环节中，还教会了他们如果正确的闻气味的方法。通过闻
一闻，说一说，让幼儿明白每一种物体都有独特的味道，还
能联系生活经验，说出自己的感受，比如，闻起来酸酸的，
香香的等等。但因为这毕竟还是小班的孩子，语言、词汇还
较缺乏，对于一些其他的气味还不能很好的形容。以后会加
强他们的词汇量。

闻过气味之后，又与小朋友共同讨论鼻子的用处，很多小朋
友能说出，呼吸，闻味道这些作用。通过本节活动让幼儿同
时感受保护自身器官的重要性，学会保护自身器官的方法，
养成保护好鼻子的好习惯。



小班科学小鼻子真灵教案反思篇四

一、说教材

鼻子是人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感觉器官，我们可以通过鼻子
去感知一些物体的气味。但是幼儿对鼻子的认识还是不全面
的，由于幼儿的年龄特点，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鼻子内进异
物的情况多有发生，同时鼻子内分布众多细小的毛细血管，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不注意保护自己的鼻子，就会有许多意外
发生。

二、说活动目标

（一）教学目标

1、认知上：初步了解鼻子的功能，掌握保护鼻子的一些方法。

2、能力上：在发生鼻出血、异物入鼻等意外时不害怕，会用
正确的方法自我救护或帮助他人。

3、情感上：能用语言大胆表达自己的感受，并与同伴进行交
流。

（二）教学重、难点

中班幼儿对世界处于探索阶段，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会
对自己的身体器官--鼻子产生好奇，但对鼻子的了解并不全
面，本次活动的重点是使幼儿了解鼻子的大用途并学会保护
鼻子，同时由于幼儿贪玩的特性，他们会经常在玩耍中不经
意的发生鼻出血、异物入鼻，本次活动的难点就是使幼儿学
会一些正确的自救方法。

三、活动准备



（一）物质准备我为幼儿准备了镜子、花露水，这是为了让
幼儿能更加仔细的观察鼻子并了解鼻子的功能；同时根据课
程需要我准备了《翘鼻子噜噜》的课件，通过故事引导幼儿
回顾生活中一些不注意保护鼻子的`错误做法，然后与幼儿讨
论如何正确保护鼻子。

（二）知识准备最常见的也是最容易忽视的。我让幼儿先仔
细的观察自己的鼻子，并说出鼻子有功能。

四、说学情

中班幼儿好奇心较重，喜欢探索，但是由于年龄较小，自我
保护意识淡薄，极易发生意外伤害。作为教师我们必须帮助
幼儿数里有关安全意识，引导幼儿学习必要的安全知识，培
养幼儿良好的习惯。因此，我想通过活动，让幼儿了解自己
的鼻子并学会保护鼻子不受伤害。

五、说教法

《纲要》指出：“教师应成为幼儿学习的支持者、合作者、
引导者。”因此，本次活动中我采用的教学方法主要有：

2.讲解法：根据幼儿与教师讨论的结果，系统讲解鼻子的用
途；

3.演示法：通过课件中可爱的小猪噜噜的经历，使幼儿对保
护鼻子幼儿更加深刻的认识；4.启发式提问法：在授课过程
中，我运用提问法引导幼儿去思考“如果鼻子失灵，会给我
们带来什么困难”以此让幼儿知道保护鼻子的重要性；另外
通过对故事情节的提问，一方面使幼儿回顾故事情节，另一
方面使幼儿通过小猪噜噜的经历明白不能随便往鼻子里边塞
异物。

5.情景教学法：幼儿从感知到接受，必须经过实践，而情境



演示为幼儿搭起了通向实践的桥梁，使他们在模仿中进
行“演练”，巩固所学。通过幼儿联系实际进行表述，并引
导幼儿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情景演示。通过演示，教师与幼
儿一起选出正确做法，以此加深幼儿认识，使幼儿实现有感
知到接受的完美转换。

六、说学法

1.讨论谈话法：在活动中适当的问题有助于活跃幼儿的思维，
有利于幼儿获得新知识和发展智力，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
力和较好的语言习惯。

2.趣味游戏法：幼儿通过游戏，使自己成为学习主体，参与
到问题的解决和知识获得的最前线。

七、活动过程

结合幼儿年龄特点及活动目标，我设计以下五个环节：

1.通过猜迷，激发幼儿兴趣，引出课题

2.观察鼻子的外形，了解鼻子的功能

3.通过欣赏故事课件，掌握保护鼻子的一些方法4.知道用正
确的方法处理一些意外情况5.学习鼻子保健操。

a).通过猜迷，激发幼儿兴趣，引出课题。兴趣是有而主动参
与的关键。开始通过一个关于鼻子的谜语吸引幼儿注意，为
下面活动的开展做了铺垫。

b).观察鼻子的外形，了解鼻子的功能。引导幼儿先观察同伴
鼻子有什么特点，在通过镜子观察自己鼻子。接着教师在活
动是喷洒花露水，幼儿在生活中已初步了解五官的功能，这
一环节通过闻气味、捏鼻子、回忆生活来提升幼儿经验．使



他们更深切地体会鼻子的作用，知道保护鼻子的重要性。

c).通过欣赏故事课件，掌握保护鼻子的一些方法。将单调的
健康教育内容渗透进童话故事里，并借助课件演示，充分调
动了幼儿倾听、欣赏的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讨论唤起了幼
儿对吐活经验的记忆，让全体幼儿都有表达想法的机会，通
过相互间的交流，幼儿共同整理了相关经验。自觉自愿建立
起健康的行为。

d).知道用正确的方法处理一些意外情况。幼儿从感知到接受，
必须经过实践，而情境演示为幼儿搭起了通向实践的桥梁，
使他们在模仿中进行“演练”，巩固所学。在表演、观看和
衡量、比较的过程中，幼儿学会了正确处理类似意外事故。

e).学习鼻子保健操。长时间的静坐谈话使孩子们的注意力开
始分散，保健操让幼儿身心得到放松的同时，也学到了一个
实用的小技能。

小班科学小鼻子真灵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鼻子的功能，掌握保护鼻子的一些方法。

2．在发生鼻出血、异物入鼻等意外时不害怕，会用正确的方
法自我救护或帮助他人。

3．能用语言大胆表达自己的感受，并与同伴进行交流。

活动准备

镜子若干，花露水一瓶

活动过程



一、猜谜。引出课题

左边一个孔，右边一个孔，有它能呼吸，还能闻香臭。(鼻
子)

二、观察鼻子的外形

师：每个人都有鼻子，请小朋友互相看看旁边小朋友的鼻子
是什么样子的，再用镜子照照自己的鼻子，说说有什么发现。

三、了解鼻子的功能

1．教师在活动室内喷洒花露水。

问：你闻到了什么气味?你用什么闻到的?你的鼻子还闻到过
什么气味?

2．请幼儿用手捏住鼻子，闭紧嘴巴，说说有什么感受。(提
醒幼儿注意，捏住鼻子的时间不能太长)

3．小结：鼻子的用处很大，可以帮助我们呼吸，让我们辨别
气味。有时鼻子也会失灵，比如感冒、生鼻炎、鼻子受伤的
时候，它就不能发挥本领了。

请幼儿思考：你有没有鼻子失灵的'情况，假如鼻子失灵了，
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困难。(呼吸不顺畅、吃饭时闻不到饭菜的
香味……)

四、通过欣赏故事《翘鼻子噜噜》，掌握保护鼻子的一些方
法

1．师：鼻子里有很多细细的血管，很娇嫩，容易受伤、出血，
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鼻子，让它健健康康的。有一只小猪，
它不爱护自己的鼻子，就发生了意外。



演讲故事《翘鼻子噜噜》。

激发幼儿讨论，鼓励他们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

五、知道用正确的方法处理一些意外情况

1．请幼儿联系实际进行表述：如果东西已经进入了鼻孔，或
者鼻子出血了，你会怎么办。

2．教师进行小结：东西放入了鼻孔，应该赶快告诉大人，让
他们按住另一个鼻孔，自己用力把鼻孔里的东西擤出来，绝
不能用力吸或用手挖。如果鼻子出血了，或者看见别人的鼻
子出血了，不要慌乱，首先坐下来，头不要过分后仰以免血
液流入喉中，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两侧鼻翼，暂时用嘴呼吸，
然后请大人帮助处理。在额头上敷冷水毛巾，用药棉填塞出
血的鼻孔都可以。不管出现什么意外，如果大人解决不了，
都要及时送医院请医生帮忙。

小班科学小鼻子真灵教案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鼻子的功能，掌握保护鼻子的一些方法。

2、在发生鼻出血、异物入鼻等意外时不害怕，会用正确的方
法自我救护或帮助他人。

3、能用语言大胆表达自己的感受，并与同伴进行交流。

4、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5、帮助幼儿了解身体结构，对以后的成长会具有一定的帮助。

活动准备：



1、镜子若干，花露水一瓶

2、《翘鼻子噜噜》故事课件

活动过程：

一、猜谜导入

师：左边一个孔，右边一个孔，有它能呼吸，还能闻香臭。

幼：鼻子。

（利用谜语集中幼儿的注意力，方法简单有效。谜语隐含了
鼻子的外形与作用，为下面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观察鼻子的外形

（引导幼儿相互观察，可以促进同伴间的交往与合作，激发
孩子们浓厚的了解欲望，教师适时加入活动与孩子们一起观
察，也能活跃气氛，拉近师幼间的距离）

三、了解鼻子的功用

1、教师在活动室喷洒花露水。

问：你闻到了什么气味？

幼：我闻到很香的气味。

幼：我闻到花露水的味道…

师：你用什么闻到的？

幼：鼻子。



师：你的鼻子还闻到过什么气味？

幼：我的鼻子还闻到过花的香味。

幼：我还闻到过煎鱼的香味…

2、师：小朋友，现在请你们捏住鼻子，闭紧嘴巴，试一试什
么感觉？

幼：闷，太闷了。

幼：憋得我好难受啊…

小结：鼻子的用处很大，可以帮助我们呼吸，让我们辨别气
味。要是鼻子失灵了，比如感冒、生鼻炎、鼻子受伤的时候，
它就不能发挥作用了。

师：小朋友，假如鼻子失灵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困难？

幼；呼吸不顺畅。

幼：吃饭时闻不到饭菜的香味了…

（幼儿在生活中已初步了解五官的功能，教师通过让幼儿闻
气味、捏鼻子，回忆生活经验来提升幼儿知识，使幼儿更深
刻的体会到鼻子的作用，进一步感知了鼻子的重要性）

四、欣赏故事，掌握保护鼻子的方法

幼：想。

幼儿观赏故事课件《翘鼻子噜噜》

幼：不能把东西塞进鼻子。



幼：不能用力挖鼻孔…

幼儿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

小结：我们平时不应挖鼻孔，鼻子痒时用手轻轻按压，不把
东西塞进鼻孔，有了鼻涕要用干净的手帕擦，不要用力擤；
游戏时注意躲闪，也要避免碰撞、推挤小朋友。

（此环节，将单调的健康教育渗透进童话故事里，借助课件
演示，充分调动了幼儿倾听、欣赏的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
讨论唤起了幼儿对生活经验的记忆，给每个幼儿提供了表达
自己思想的机会，通过互相交流，幼儿共同整理了相关经验，
自觉建立起健康的行为）

五、学习处理一些意外情况

1、请幼儿联系实际进行表述：如果东西已经进入鼻孔或者鼻
子出血了，你该怎么办？

幼：我会赶紧告诉大人。

幼：鼻子出血了，我会仰起头…

2、引导幼儿自由结合，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情景表演，师幼
一起选出正确合适的方法。

（幼儿从感知到接受，必须经过实践，而情景演示为幼儿搭
起了通向实践的桥梁，使他们在模仿中“演练”，巩固所学，
在表演观看和衡量比较的过程中，幼儿学会了正确处理类似
意外事情，很好的突破了难点，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六、学做鼻保健操

师：我们一起来为鼻子做个按摩吧，在感冒、鼻塞、流涕时，
这样的按摩可以减轻症状呢。



教师示范讲解，幼儿跟做。

（由于长时间的静坐谈话，孩子们的注意力开始分散，保健
操让幼儿身心得到放松的同时，也学会了一个使用的小技巧）

七、户外体验

在音乐声中带孩子走出教室，到户外体验用鼻子深呼吸新鲜
空气的感觉。

（此环节与前面相呼应，进一步扩展幼儿的经验）

活动反思：

每个幼儿时时刻刻都在与自己的身体打交道，但他们对自己
的身体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引导幼儿了解自己的身体，
养成良好的健康行为习惯，减少意外伤害的发生，是幼儿健
康教育的主要任务。活动“小鼻子真灵”就是我在上述前提
下设计的“探索我自己”系列活动之一，旨在通过谈话交流、
欣赏故事、情景表演等形式，使幼儿了解鼻子的功能和保护
鼻子的方法。

活动中，每一环节衔接紧凑，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结构完
整，将调动幼儿来自生活的经验和引导幼儿主动参与动作技
能的练习作为活动的关键，启发幼儿通过猜猜、看看、想想、
说说、做做积极参与活动，做到了寓教于乐，在轻松、互动
中，幼儿能自由交流，大胆讲述，通过教师引导取得有益的
生活经验，并借助表演进一步巩固了自我保护意识。

小班科学小鼻子真灵教案反思篇七

活动目标：

1、能用鼻子闻出气味，发展嗅觉能力。



2、学习用鼻子闻气味的方法，会用简短的语言表达感受。

3、学习用语言、符号等多种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活动准备：

装有白酒，醋，水，酱油等的杯子。

活动过程：

1.谜语引出出题。

师：

（1）你闻到什么气味？你是怎么闻出来的？

（2）你的鼻子在哪里？请指一指。

（3）幼儿说说自己鼻子的形状和用处。

2、闻气味瓶，感知鼻子的用处。

幼儿回答・・・

（2）幼儿再次闻气味。老师引导幼儿尝试用鼻子闻，注意不
让瓶子紧贴鼻子，也可用手轻轻扇动瓶口，使气味进人鼻子。

幼回答・・・

小结：我们的鼻子用处可大了，能闻到很多气味，我们要好
好保护它。



小班科学小鼻子真灵教案反思篇八

1、能用鼻子闻出气味，发展嗅觉能力。

2、学习用鼻子闻气味的方法，会用简短的语言表达感受。

1、密封但有气孔的果奶瓶若干，里面分别装有香水、风油精、
醋、酱油、麻油等。

2、吹塑纸做成的"家"、小喷壶。

1、进入弥漫着香气的教室，引出课题。

（1）提问：你闻到了什么气味？你是怎样闻出来的？

（2）提问：你的小鼻子在哪里？请指一指。

（3）幼儿说说自己鼻子的形状和用处。

2、闻气味瓶，感知鼻子的用处。

（1）提问：这是气味瓶，怎么才能闻出里面的气味呢？

（2）幼儿闻气味。老师引导幼儿尝试用鼻子闻，注意不让瓶
子贴紧鼻子，也可对着瓶子用手轻轻扇动气味进入鼻子。

（3）提问：桌上有什么？这些气味瓶里装的事什么？怎么才
能知道？

（4）幼儿闻气味，并同老师、同伴交流闻到的.气味。

3、玩游戏：气味瓶找"家"。

（1）认识气味瓶的"家"。



（2）请幼儿问出气味后，将气味瓶送回"家"中。

（3）师幼一起验证：气味瓶找到自己的家了吗？

小结：我们的鼻子用处很大，能闻到很多气味，我们要好好
保护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