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秋天的树教案反思与评价(优
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
学习。

大班秋天的树教案反思与评价篇一

教学反思

本次科学活动我根据我们班的实际水平与接受能力，在活动
中力求“合作式的探究学习方式”采取相互尊重，协商交流，
共同构建的方式。运用观察和操作，利用多种感官（让幼儿
摸一摸、闻一闻、尝一尝、看一看）进行探索实际操作，让
幼儿知道水果与干果的特点（水果颜色鲜艳、果皮薄、果肉
厚、水分多、味道酸酸的甜甜的；干果颜色不鲜艳、果皮硬、
果肉干、水分少、味道香香的）及他们的不同之处；运用游
戏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巩固对水果与干果的`
认识、分类。提高幼儿学习的积极性与兴趣；运用提问、讨
论发挥幼儿的想象力、提高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由于本次
活动贴近幼儿的生活，幼儿对吃也感兴趣，在活动中幼儿积
极地参与，活动气氛活跃，更好地完成了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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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在操作活动中，积累有关转动的经验，了解转动是运动的
一种方式。

2、尝试用多种方法使物体转动，体验转动的乐趣。



3、积极参与探索活动，愿意和同伴交流自己的发现。

活动准备：

1、各种可以转动的物体（风车、发条玩具、陀螺、皮球、杯
子、塑料盆、积木、雪花片、椅子、溜溜球、绳子、筷子、
牙签等）

2、音乐“圆舞曲”，录音机

活动过程：

一、玩转动玩具，初步获得有关转动的经验，感受有趣的转
动现象。

1、教师提出游戏要求：玩玩具的时候仔细观察，说一说你是
怎么玩的，有什么发现。

2、幼儿自选玩具操作，教师引导幼儿用语言交流自己的玩法
和发现。

3、小结：通过手的运动，这些玩具都能转动起来。

二、提供生活中常见的一些能转动的物品和体育器械，引导
幼儿用多种方法使它们转动。

1、幼儿尝试转动自己的小椅子，教师引导：“它能转动吗？
怎样转呢？”

2、教师：“这儿还有许多玩具，它们能转动吗？现在我们来
比一比，看谁能用更多的方法让它们转动起来。”

3、幼儿操作，教师鼓励幼儿运用多种方法使物体转动。

4、幼儿交流自己的转动方法。



三、引导幼儿用两种材料合作转动，使物体转动的更快，时
间更长。

1、教师引导：“刚才小朋友想了各种办法让物体转动起来，
那现在老师又要让你们动脑筋了，你能不能两种材料合作，
让它们转动的更快，时间更长？”

2、幼儿探索操作，教师鼓励幼儿大胆创造。

3、幼儿交流自己的操作方法。

四、提问：“在生活中，你还见过哪些可以转动的物体？”

五、游戏“身体转转转”

1、提问：“我们的身体能转动吗？”引导幼儿创编各种身体
转动动作。

2、播放音乐“圆舞曲”，引导幼儿伴随音乐做身体转动游戏。
自然结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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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通过看、摸、说等感知活动，激发幼儿对干果的'兴趣。

2、引导幼儿认识常见干果，了解其主要特征，及其营养价值。

3、发展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1、ppt、音乐《摘果子》。



2、核桃、板栗、花生、桂圆、葡萄干、红枣等，各种果实的
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放音乐《摘果子》，激起幼儿兴趣。

二、认识干果

1、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一个神秘的篮子，想知道是什么
吗？让我们一起来倒数5个数吧！“5、4、3、2、1哇！有好
多好吃的果实呢！谁来说说都有什么？有板栗、核桃、花
生……真多呀。

2、在生活中你们吃过这些果实吗？

幼儿说出，皮很硬，果汁很少。

师总结：外壳坚硬，吃起来干燥少汁，这些都是干果，我们
一般吃它的种子。果汁很多的苹果属于水果。

出示ppt，幼儿说出板栗、花生、桂圆。幼儿观察，他们的壳
怎么样？吃的果肉怎么样？

师总结：外壳坚硬，吃起来干燥少汁，我们一般吃它的种子，
这些都是干果。

3、小朋友想一想，还有哪些果实也是干果？幼儿讨论。

师总结：开心果、瓜子、杏仁、松子等，这些果实外壳坚硬，
吃起来干燥少汁，吃它的种子，这些都是干果。

4、出示加工而成干果食品——葡萄干、红枣，引导幼儿知道



这也是干果，是叔叔阿姨经过加工而成的。

瞧！这是什么呀？（葡萄干、红枣！）它们是水果还是干果，
为什么？

小结：葡萄干和红枣它们都属于干果，是人们用晒干、烘干
等方法把它变成干果，所以他们都属干果。

三、干果对我们身体的好处

小朋友，认识了这么多的干果，那干果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
好处呢？

多吃坚果还可以美肤、健脑、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抗衰老等
好处，但凡事有度，不可贪吃，避免营养过剩引起发胖。补
充微量元素。

四、游戏：《我是谁》

小朋友们今天高兴吗？高兴。那我们一起来玩《我是谁》的
游戏吧！我来说一下游戏规则：当摇铃开始时，大家分2组传
球，当摇铃音乐停，球就不传了，球在谁的手里，小朋友就
介绍自己是哪种果实！例如：我是苹果，苹果是水果！我是
核桃，核桃是干果！（老师发果实的图片，小朋友贴在胸前。
听摇铃音乐！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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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设计背景

《纲要》中明确指出：科学教育密切联系幼儿实际生活进行，
利用身边的事物与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对于我们乡镇
幼儿园来说，水果与干果是幼儿非常熟悉的也是感兴趣的，
从经验上来说，幼儿对于水果的名称味道等特征基本上能把



握，而对于干果的特征认识比较肤浅，因此有必要加深幼儿
对水果与干果的认识，加深幼儿的喜欢，激发幼儿吃他们的
情感，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因此我选择这次教学内容，
它既体现幼儿的需要，又贴近幼儿的生活。

活动目标

1.让幼儿知道水果与干果的主要特征，并了解他们都属于植
物的果实。

2.根据水果与干果的特征进行分类，发展其分析综合能力。

3.引导幼儿体验和操作的快乐，丰富知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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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难点

活动重点：认识水果与干果的特点

活动难点：辨别水果与干果

活动准备

1.水果（苹果、桔子、梨、葡萄等数个）；干果（核桃、花
生、瓜子等若干）。

2.分类盒、果品胸饰。

活动过程

1.教师与幼儿谈话：激发幼儿兴趣（提问法，引入课题认识
水果）。现在是什么季节？（引导幼儿说出秋天）秋天有哪



些水果？（幼儿自由回答：苹果、桔子等）。

2.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出示桔子，引导幼儿认识他们的特
点。（从名称、颜色、味道认识特点，酸酸的、甜甜的、有
黄色的、有绿色的）。

3.依次引导幼儿认识苹果、葡萄的特点。

4.教师出示核桃、花生、瓜子，引导幼儿认识他们的特点、
幼儿自由讨论（他们是水果吗？）

5.教师把水果与干果放在一起让幼儿比较他们的不同。（从
颜色、味道、果皮果肉）

7.教师请幼儿对果品分类（幼儿操作）

（2）请幼儿摸出后回答是水果还是干果？并放在分类盒（水
果放在红色一边，干果放在绿色一边）

8.延伸活动：游戏果品找家在室内贴上水果与干果的标志
（红房子是水果的家，绿房子是干果的家）幼儿带上果品胸
饰随着音乐自由的展现水果生长的动作，音乐停，果品娃娃
迅速准确的找到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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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幼儿通过猜猜，看看，摸模，讲讲，认识螃蟹的主要特征
知道螃蟹是崇明的特产。

2、培养幼儿爱家乡的情感。

活动重点：



认识螃蟹的主要特征。

活动难点：

引导幼儿观察仔细深入。

教案准备：

螃蟹（生的和熟的）、稻草、水、大盆。

教案过程：

一、谈话猜谜（半圆形队形）

师：今天，有一位朋友到我们班来做客，是谁呢？我给大家
猜个，猜出来我们就知道这位客人是谁了。

附：两只大钳会夹人，小小嘴儿吐白泡，身穿青灰衣，烧熟
变红衣，猜猜这是什么？

一、说说

三、观察

1、看看螃蟹的身体、颜色、腿、眼睛、大鳌，雌、雄等等。

2、用耳朵听听，它会发出什么声音？

3、用稻草去碰碰螃蟹会怎么样？

4、（往大盆里倒点水）螃蟹在水中是怎么样的？（幼儿分散
在大盆两旁，观察螃蟹，先看再每人一根稻草和螃蟹玩玩，
最后放入水观察）

四、集中谈话（边提问边认识螃蟹的特征及生活习性）



1、螃蟹是什么颜色的？（青灰色）身体的反面是什么颜色？
什么形状？（椭圆形）

2、眼睛长在那里？嘴巴呢？

3、有几条腿？（八条腿）它是怎么爬的？（横爬）

4、用一根稻草去碰两只大钳，提问：这是什么？哎呀，我的
手指被螃蟹的什么钳住了？（大钳）大钳像什么？（剪刀）
这大钳有什么用呢？（保护自己拿东西吃）

5、你们知道它生活在什么地方？（水塘）

6、你们吃过螃蟹吗？熟了的螃蟹是怎么样的？味道如何？

小结：螃蟹生活在水塘里，身体是椭圆形的，生的颜色是青
色的，熟的是红颜色的，反面是白颜色的。有嘴巴、眼睛、
两只大钳，大钳可以拿东西吃，也可以保护自己，有几条腿，
是横爬的，一节一节的，靠近身体的一节粗，中间的一节比
较细，最前面一节是尖尖的，上面还有毛，浑身上下都有硬
壳，熟的螃蟹味道真鲜美。外国客人来到我们崇明岛，我们
都会用什么招待他们（螃蟹）螃蟹是我们崇明的特产，他们
尝后翘起大拇指直夸：veryg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