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大班在月亮上玩教案 幼儿园
大班科学会变的月亮教案(通用8篇)

中班教案包括多项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通过有针对性的指
导，帮助幼儿掌握各项基础技能。这里是一些适用于六年级
的教案范例，供大家参考借鉴；

幼儿园大班在月亮上玩教案篇一

1.知道月亮是会变化的，并初步了解月亮变化的规律。

2.激发孩子探索自然现象的兴趣。

3.能大胆进行实践活动，并用完整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

4.能积极地与同伴交流自己的发现，激发进一步探索事物变
化的愿望。

场地布置、课件、幼儿操作材料人手一份。

一.回忆故事导入

师：小朋友都听过好听的故事《月亮姑娘做衣裳》，月亮姑
娘最后穿上合适的衣服了吗?

师：为什么穿不到合适的衣服?

因为月亮姑娘的身体不断变化，有时候大，有时候小，所以
她总是穿不到合适的衣裳。

师：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探索月亮，月亮会发光吗?

师：月光从哪里来?



课件展示，小结：月亮是个不会发光的球体，也叫月球。太
阳的光芒照到月球上，月球把光反射到地球上，所以我们地
球上的人能看到月亮。

二.演示实验

1.讨论：你们平时见过的月亮是什么样子的?

2.课件展示师：月亮有这么多的样子，在这张挂图中会在什
么位子上呢?(幼儿自由猜想)3.实验验证实验：一个教师当月
亮，其他孩子当地球上的孩子。孩子观察演示实验。并验证
猜想的结果。

认识新月、满月。

小结：月亮亮面朝着太阳从新月开始，绕着地球转到满月，
月亮越变越大。

三、幼儿操作师：从满月到新月，月亮的变化又有什么样的'
规律呢?

1.再次进行模拟实验，教师发给幼儿每人一份操作材料，小
朋友根据观察结果进行操作。

2.检验幼儿操作结果，教师分析。

3.运用课件小结。

小结：新月到满月，月亮越变越大。满月到新月，月亮越变
越小。

四、活动延伸

家长的配合意识有待提高，只有唐沁等几个孩子记录的很完
整，很仔细，其他孩子的记录有些只有大人的文字，孩子只



是讲述，参与的感官太少;还有一部分家长可能觉得这件事对
孩子的发展无关紧要，所以孩子要求后，并不主动配合，没
有和孩子一起观察月亮，所以当老师让他讲述发现的时候，
孩子无可奈何。家长的教育观念有待改变。

幼儿园大班在月亮上玩教案篇二

1.知道故事的主要情节，了解我国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最
高的山、最长的城墙、最大的广场。

2.领略蒲公英所见的祖国秀丽山河，激发爱家乡、爱祖国的
热情。

一、情境引入——引起幼儿兴趣师：（出示蒲公英在流泪的
图片）这是谁？它怎么了？

蒲公英为什么会哭呢？(引导幼儿自主猜测。)师：我们一起
来欣赏一下故事《月亮船》，就知道蒲公英为什么哭了。

二、分段欣赏故事——知道故事情节

1.第一段：（知道蒲公英哭的原因）提问：

（1）蒲公英为什么哭了？（蒲公英迷路了。）

（2）迷路的蒲公英碰到了谁？（好心的蟋蟀和善良的螳螂）
蒲公英什么反应？

（3）蒲公英迷路了要回家，我们怎样帮助它呢？（幼儿自由
回答。）小结：原来蒲公英迷路了，很伤心很难过。

提问：

（1）是谁帮助了蒲公英？蒲公英的家在哪里？



（2）月亮船在云海里飘呀飘呀，蒲公英看见了什么？仙女告
诉它那叫什么？

（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世界上最高的山——喜马
拉雅山）（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世界上最长
的城墙——万里长城）小结：原来蒲公英的家是中国，中国
有世界上最长的城墙，万里长城；最大的广场，天安门；最
大的海洋，太平洋；最高的山，喜马拉雅山。

二、整体欣赏故事——学说世界之最

1.师：我们一起来完整欣赏一下故事《月亮船》吧！你觉得
故事中什么地方很好听的！（引导幼儿学说故事中好听的话）
师：黄老师觉得这些话是很好听的：月亮船在云海里飘呀飘
呀！蒲公英看见了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仙女就告诉他，那叫
太平洋。蒲公英看见了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仙女告诉他，那
叫喜马拉雅山。

2.教师引导幼儿找好朋友，一个做蒲公英，一个做仙女，进
行学说！

小结：从故事里我们知道，中国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还有很多
世界之最，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三、自主分享讨论——我爱家乡上海

2.幼儿欣赏宣传片：我爱家乡上海师：我还带了一段关于上
海的城市宣传片，说说你欣赏后的感受。

小结：原来我们的家乡上海也有很多有名的地方和世界之最。

四、结束——欣赏歌曲《大中国》

师：小朋友，我们是中国的小主人，不仅要为我们伟大的祖



国感到骄傲自豪，还要从小学好本领，长大了把我们的家乡
建设得更加美丽、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让我想起
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大中国》，让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吧！

幼儿园大班在月亮上玩教案篇三

1．根据故事内容抢答。

教师：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叫什么？（太平洋）

世界上虽高的是什么山？（喜马拉雅山）

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是什么广场？（天安门广场）

蒲公英的家到底是在哪？（万里长城墙下的一棵小草旁）

你还知道中国有哪些世界之最？

引导幼儿翻看幼儿用书，说说中国的世界之最。

幼儿园大班在月亮上玩教案篇四

1、与幼儿玩“变脸”游戏，引导幼儿观察同伴的表情，感受
不同情绪引起的不同的表情变化。

2、过渡环节中，教师或幼儿为大家讲述关于月亮的故事，激
发幼儿创作“玉兔和桂花树”、探索月亮的兴趣。

3、平时为幼儿提供挂历纸，让幼儿随意撕出自己喜欢的图案，
建议从易到难练习，如从斯门帘（直线条）到撕图形（折线、
曲线），再到撕简单的图案（如房子、桌椅、小汽车等），
以增强幼儿小肌肉的灵活性和控制力。

4、户外活动时，带领幼儿观察花朵的外形特征、花瓣的层次



变化等，为制作祝福花奠定基础。

幼儿园大班在月亮上玩教案篇五

教师开门见山地引出《月亮船》的故事，孩子们听的十分认
真，能够清晰明了的回答问题。但在故事的后半部分，由于
有些名词幼儿平时很少接触，如喜马拉雅山，孩子们听了两
次故事还是说不上来。为了让幼儿更深入了解故事内容和含
义，第三遍故事我让孩子们和我一起复述，目的是学习故事
中的一些对话和了解祖国的一些世界之最，加强对故事的熟
悉程度。

二、教师组织方面

在幼儿谈论自己的家园时，许多幼儿只是说出自己家在哪里，
没有将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在此环节之前，教师可以让孩
子们欣赏另外的一些祖国的美丽山河和世界之最，感受自己
祖国的富强，铺垫自豪感，激发幼儿介绍自己家乡时的亲切、
热爱的情感。

幼儿园大班在月亮上玩教案篇六

以“快乐中秋节”为主题布置墙饰，在这一主题下设三个小
主题。

1、“看月亮”——表现幼儿和亲人、同伴赏月的场景；

2、“月亮的秘密我知道”——展示幼儿绘制的月亮周期变化
图。

3、“团圆中秋”——由表现幼儿与家人一起快乐生活的绘画
作品或幼儿的全家福组成。

引导幼儿将自己观察到的农历八月十五期间月亮的圆缺变化



画在对折的彩纸上，然后剪下，剪出两个一样的月亮，然后
将两个相同的月亮合拢粘贴，在中间穿线，并缀上铃铛，制
成美丽的“月亮风铃”装饰教室，增添节日气氛。在班内宣
传栏中创设“温馨小站”栏目，主要包括幼儿全家福、介绍
家庭成员和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的图画作品，每周推出一个
温馨家庭。

幼儿园大班在月亮上玩教案篇七

1．知道月亮是会变化的，并初步了解月亮变化的规律。

2．激发孩子探索自然现象的兴趣。

场地布置、课件、幼儿操作材料人手一份。

师：为什么穿不到合适的衣服？

因为月亮姑娘的身体不断变化，有时候大，有时候小，所以
她总是穿不到合适的`衣裳。

师：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探索月亮，月亮会发光吗？

师：月光从哪里来？

课件展示，小结：月亮是个不会发光的球体，也叫月球。太
阳的光芒照到月球上，月球把光反射到地球上，所以我们地
球上的人能看到月亮。

二．演示实验1．讨论：你们平时见过的月亮是什么样子的？

2.课件展示师：月亮有这么多的样子，在这张挂图中会在什
么位子上呢？（幼儿自由猜想）3.实验验证实验：一个教师
当月亮，其他孩子当地球上的孩子。孩子观察演示实验。并



验证猜想的结果。

认识新月、满月。

师小结：月亮亮面朝着太阳从新月开始，绕着地球转到满月，
月亮越变越大。

三、幼儿操作师：从满月到新月，月亮的变化又有什么样的
规律呢？

1．再次进行模拟实验，教师发给幼儿每人一份操作材料，小
朋友根据观察结果进行操作。

2．检验幼儿操作结果，教师分析。

3. 运用课件小结。

小结： 新月到满月，月亮越变越大。满月到新月，月亮越变
越小。

幼儿园大班在月亮上玩教案篇八

1、理解故事内容，感受月亮姑娘做衣裳的趣事，知道月亮是
变化的。

2、观看月相变化图，初步了解月亮的变化规律。

3、对生活中的自然现象感兴趣，能关注月亮的变化。

4、在活动中，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发现现象，并能以实证研究
科学现象。

5、充分体验“科学就在身边”，产生在生活中发现、探索和
交流的兴趣。



ppt课件、动画视频《月亮姑娘做衣裳》、月相图。

1、重点：通过学习知道月亮是不断变化的。

2、难点：如何让幼儿了解掌握月亮变化的规律。

1、谜语导入。

师：今天你们的老朋友米奇给小朋友带来一个谜语，猜一猜
是什么?(有时落在山腰，有时挂在树梢，有时象面圆镜，有
时象把镰刀。)

2、观看故事动画让幼儿了解月亮变化。

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一个故事，听一听。

(1)故事的名字叫什么?故事里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观看动画
《月亮姑娘做衣裳》

(2)月亮姑娘最后穿上合适的衣裳了吗?

(3)为什么月亮穿不到合适的衣服?

小结：因为月亮姑娘的身体不断变化。

(4)故事中的月亮是怎样变化的呢?

(5)开始的时候月亮是什么样的?先说一说，看动画片。

月亮姑娘变成什么样子了?说一说，看动画。

月亮姑娘又变成什么样子了?说一说，看动画。

最后月亮姑娘变成什么样子了?说一说，看动画。



幼儿学习月亮变化的词句。如：细细的、弯弯的、好像小姑
娘的眉毛。好像弯弯的镰刀等。

3、观察月亮变化的过程，了解月亮变化的规律。

(1)当月亮变成圆盘的时候，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满
月”。

(2)裁缝师傅叹了一口气，对月亮姑娘说：唉!你的身材量不
准，我也没法给你做衣裳了。谁知道，接着往下月亮会再变
成什么样呢?想一想，谁来说?(会变成，像小船的，会变成像
镰刀的)

(3)求证。观看ppt，引导幼儿感受月亮的变化规律。

小结：月亮是不断变化的。

开始的时候月亮是由瘦慢慢变胖了，变成了满月以后月亮又
慢慢的变瘦了。

(4)月亮姐姐是不断变化着的，是随便变化的?(是有规律地变
化的。)

4、认识新月、月亮变化周期。

(1)小朋友你知道最瘦最瘦的月亮叫什么吗?(老师告诉你叫新
月)

你在黑板上找找有吗?为什么老师没把新月请出来，让米奇告
诉你吧。

在农历的每月初一，月亮以它黑暗的一面对着地球，并且与
太阳同升同落，人们无法看到它。这时的月相叫“新月”。



师：新月过后?(新月过后，月亮渐渐移出，这时我们开始看
到月亮，形如弯弯的眉毛，所以这时的月相叫“饿眉月”。)
在黑板上，再找一找峨眉月，它像眉毛所以叫他峨眉月。

小结：原来在峨眉月出来之前，新月是最先出来的。

(2)月亮由瘦变胖，又由胖变瘦用了多长时间呢?

月亮就这样有规律的变化着，从新月到下一个新月时间
为29.53天，也就是中国农历一个月长度。

(3)老师这有一张图片记录了月亮变化的过程，所以我们给它
起名叫“月相图”

5、操作实验。

请你也做一个“月相图”，7个人一组一起来做吧。

宇宙领域，对于学生而言，充满神秘，但又让人无从下手，
很多学生往往会对这块内容的学习产生了“遥不可及”，枯
燥乏味的学习心态，因此，如何激发和培养学生对学习天文
知识的兴趣十分重要。

首先，要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够参与到活动中来。在一月之前，
我就布置了学生观月相、画月相。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学生
对月相变化有个形象生动的了解，拉近了学生与月相的“距
离”，为上课做好铺垫。课上，我先让学生展示了自己画的
月相图，观察之后，大家发现几乎每个同学记录的都差不多，
于是，我又展示了一个用flash做的月相变化图，对比之下，
大家总结出了一个月中变化的规律。这样一来，学生对月相
的变化经历了从直观到较抽象的认识，为研究月相的形成做
好了准备。

其次，要注重学生的讨论。月相的成因主要是和月球本身的



特点及月球、地球、太阳之间的运动有关的，这需要一定的
空间思维能力，对于六年级的孩子来说，有一定难度，但并
不是不可作为。课上，我和学生在总结了月相变化的规律后，
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呢？我们知道月
球本身是不会改变的。通过上节课的研究，我们知道了月球
是地球的卫星，这与月球的运动有关吗？这么一引导，学生
顿时来劲了，纷纷在小组内交流起来，并不时地用手在那比
划，其实是在用手做模拟。接下来的交流，也证实了我的想
法，学生确实拿着书、手等上来边说边演，甚至还画了草图，
乖乖，和我想给他们看的动画演示基本一致，这讨论的价值
还是挺大的。学生大致的意思是月球不发光，我们看到的月
相是它反射的太阳光，而且它还不透明，月球围绕地球转，
转的过程中，由于阳光照到月球的大小面积不同，所以形成
了月相。所以说对天体研究并不一定只是科学家的任务，并
不一定要借助精密仪器才能完成，让他们充分认识到用自己
的能力也可以探索宇宙奥秘，解决天文问题，在学习中体验
乐趣，建立自信。

再而，不可轻视学生的观察。当学生看完我准备的月相形成
的动画演示后，就有学生对我的这幅图提出了疑问：当月亮
转到满月这个位置时，我们怎么看得见月亮呢？地球不是把
太阳照上来的光挡住了，地球比月亮大呀。对呀，我怎么没
想到呢？这还真把我问住了，幸亏是在课后问的，不然还真
不知道怎么面对全班解释。课后，我赶紧上网充电，才知道
月球绕地球公转的轨道投影在天球上，称为白道。地球绕太
阳公转的轨道投影在天球，称为黄道。白道和黄道之间
有5°9′的一个夹角，所以月球运行到满月的位置时，看似
被地球挡住了，其实由于太阳和月球不在同一平面，所以，
不会出现月球每运转到满月位置时，就看不见月亮。只有当
月球与太阳同时位于黄白交点或其附近，才可能发生月食，
即学生说的看不见月亮了。第二班教学时，也碰到了这样的
学生，由于前面做了“功课”，所以当场就做了一番解释，
听得学生是无比佩服。其实，我还真得感谢我的学生，没有
他们的“刁难”，我也不会去学，去看，这就是教学相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