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中班备课教案(优质9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优秀的
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
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幼儿园中班备课教案篇一

1、激发幼儿探索虫子食物秘密的兴趣；

2、通过观察、发现，初步了解虫子进食的方法。

课件：虫子吃什么

2、虫子卡片若干。

一、导入

教师：小朋友，你们喜欢虫子吗？你见过什么虫子？

知道这些虫子喜欢吃什么吗？

二、展开

1、课件演示

提问：小朋友们，认真观看图片中都有哪些虫子？想一想，
它们喜欢吃什么？

2、讨论：虫子吃什么

（1）蚯蚓生活在什么地方？它喜欢吃什么呢？



（吃土中腐烂的东西，也吃地面上腐烂的叶子。）

（2）螳螂长得什么样子？它吃的食物是什么？

（吃蚜虫、蚂蚁、苍蝇、飞蛾、蜻蜓等大大小小的虫子，它
都吃。）

（3）你喜欢蜻蜓吗？蜻蜓吃什么？

（喜欢捕捉蜉蝣、蚊子、苍蝇等作食物。）

（4）我们都喜欢七星瓢虫，它是益虫还是害虫？它吃什么？

（吃蚜虫、辣蚧等虫子。）

（5）可爱的小蚂蚁吃什么呢？

（吃一些含糖分的食物。）

（6）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小蜗牛，知道蜗牛喜欢吃什么吗？

（蜗牛的舌特别发达，很喜欢舔嫩树叶吃。）

（7）知了知了叫的蝉吃什么呢？

（吃树干内的液汁。）

蝉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蝉主要吃树干内的液汁，所以蝉不拉屎，只有很少的尿。）

教师：小朋友们知道了吗，虫子也都有自己喜欢吃的食物。

3、虫子分类



比如，有些虫子吃蚊子、苍蝇、飞蛾等，我们把这些虫子称
为肉食性虫子。

还有的虫子吃草、树叶之类的，我们把它们称为草食性虫子。

请小朋友们自己把这些虫子分分类，把吃同类食物的虫子放
在一起。

4、趣味练习：正确的找出昆虫的名字

看一看昆虫的图片，并贴出它们正确的名字。

三、延伸

小朋友们，可以继续探索有关虫子食物的秘密，可以用绘画
方式记录下来，及时与小朋友交流。

幼儿园中班备课教案篇二

通过教学让幼儿知道5添上1是6,6里面有6个1。

让幼儿懂得简单的数学道理。

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电教片（4幅）？装有许多小花的小包（与幼儿人数相等）

一、导入

今天老师给小朋友讲一个小果树请客的故事，小朋友想不想
听？(想)

二、过程

教师边讲故事边演示：



小果树请小雨点做客，小雨点很高兴，让小果树喝饱了水，
小果树长出了叶子。

a、请小朋友一起数长出了几片叶子？（5片）过了一段时间又
长出一片，请小朋友看现在是几片叶子？（6片）

5片叶子添上1片是6片叶子，那5添上1是几？（6）（同时贴
出数字6）教师引导幼儿说上几次，5添上1是6。

b、小果树的叶子长多了，它请小鸟做客，小鸟很高兴，帮果
树捉虫子。请小朋友一起书友几只小鸟？（5只）过了一会又
飞来1只小鸟，请小朋友看现在有几只小鸟？（6只）

5只小鸟添上1只是6只小鸟，那么5添上1是6。教师引导幼儿
说几次，5添上1是6。

c、小果树开花了，请小蜜蜂做客，小蜜蜂很高兴，帮小果树
传花粉。请小朋友一数有几只蜜蜂？（5只），请幼儿想想再
添上几只是6只？（1只）

引导幼儿说出：5添上1是6。

d、小果树结果子了，它请来许多小动物，请幼儿数一数有几
只小动物？（6只）

1只小动物用1表示，6里面有6个1。

三、总结

今天小朋友学了6的形成，知道5添上1是6,6里面有6个1。

四、幼儿动手操作

给每个幼儿发一包小花。



在本节教学活动中，我运用了幼儿喜欢的故事，并把本节教
育要点贯穿于故事中，使用了能活动的电教片，使幼儿在欣
赏画面、听故事的过程中无意识的掌握了6的形成，在教学的
整个过程中，幼儿兴趣很高，因此在最后的动手操作活动中
幼儿都能熟练并正确的灵活摆放，掌握很好。

幼儿园中班备课教案篇三

1、认识部分红皮或红心的水果。

2、体验共同制作的乐趣。

1、选择红皮或红心的水果(干果)，如：红苹果、西瓜、西红
柿、火龙果、栗子、山楂等。

2、每桌放一盆已做好的水果沙拉，塑料小勺若干，另有色拉
酱、果酱、水果刀(带齿、钝头)、调羹等。

3、幼儿在区角中已学会使用切割工具。

1、尝尝水果沙拉。

――出示水果沙拉，猜猜这是用什么做成的。

――幼儿品尝水果沙拉。

――品尝后，说说里面有哪些水果。(幼儿说出一种水果，教
师就出示这种水果实物)

――这些水果有什么相同的`地方?(都有红色)

――除了水果自己的味儿，还有什么味道?(沙拉酱)

2、做做水果沙拉。



――你知道水果沙拉是怎样做的吗?(让幼儿自由讲述)

――教师介绍所提供的材料。

――每组幼儿自己选择材料或工具，自制沙拉。

3、互相品尝水果沙拉。

――幼儿自由品尝水果沙拉。可尝尝本组的，也可尝尝其他
组做的。

――说说哪一组做的水果沙拉味道最好。请这一组幼儿介绍
是怎样制作的。

1、本活动试图让幼儿在互相交流、协作、探索的过程中了解
制作沙拉的方法，在与材料、学习伙伴的交互过程中建构制
作技能。在制作沙拉这一环节，教师不要刻意将制作方法告
诉幼儿，而应尽量让幼儿自己去尝试、去体验，实际上学习
沙拉的制作方法已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2、制作沙拉的过程中，教师的巡回观察非常重要。

3、活动可根据条件或分组制作或幼儿每人制作一份。

幼儿园中班备课教案篇四

学习目标：

1.通过对园内各种树木的观察、探索、发现和了解，使幼儿
产生保护树的欲望，说出为何喜欢它。

2.学会主动关心照顾小树或大树。

3.在活动中增长幼儿对文学作品的爱好和对大自然的爱。



4.激发幼儿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培养幼儿初步的审美能
力。

学习准备：

1.活动前对园内树木进行观察，不同树上都挂有树牌(树的名
称、树龄及生活习性)及编号(以便幼儿记录)。

2.彩笔、图画纸、铅笔。

3.幼儿卡(幼儿姓名、性别、年龄)。

4.小桶。

学习过程：

3.领养小树或大树活动，让幼儿把自己的卡片挂到自己喜欢
的树上，与大树拥抱感知粗细，与小树牵手，给小树浇水。

4.观察记录：用不同方式记录所观察到的树种(根据树叶的不
同形状、高矮、粗细、是否开花);记录小树家的路线图。

5.让幼儿说出树的种类，老师用图表示出数量，让幼儿学习
点数。

6.把自己喜欢的树画下来，并画上它的邻居，组成一幅完整
的图画，放在展区展览。

7.总结分享：请幼儿谈谈对园内春天树木千姿百态的感受。

幼儿园中班备课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让幼儿认识各种电动玩具及其共同的特征。



2、使幼儿知道电池在电动玩具中的作用以及正确使用电池的
方法。

3、发展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索玩具的兴趣。

4、通过观察、交流与讨论等活动，感知周围事物的不断变化，
知道一切都在变。

5、学会积累，记录不同的探索方法，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有
很多种。

活动准备：幼儿人手一个电动玩具。

活动进程：

一、创设情境，引起兴趣。

1、教师扮演师猫头鹰博士，邀请幼儿去电动城玩。

3、幼儿分散按意愿玩，教师巡回指导，提示幼儿进行观察。

4、幼儿交流观察结果。

二、寻找电池。

1、教师提问。电动玩具为什么有的能动、有的能响呢？（幼
儿互相发表自己的想法）

3、幼儿交流探索结果，是电池让电动玩具动起来的。

4、请一名幼儿上来将电池拿掉，其他幼儿仔细观察。

5、教师简单小结：看来，真是电池起了作用，电池可以供电
给玩具让它们能动、能亮，电池的本领可真大啊！



三、学习正确安装电池。

1、幼儿观察电池，了解电池的基本结构。

2、幼儿初步尝试给玩具装上电池，让它们能再动、再跑。
（幼儿尝试装电池，教师巡回观察，不作指导）

3、请一名幼儿上来边操作边讲述，教师引导其他幼儿观察。

4、请没有完成的幼儿再次尝试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四、结束活动——教师扮演猫头鹰博士，欢迎幼儿下次再到
电动城来玩。

幼儿园中班备课教案篇六

1、知道冬天过去春天会来。

2、观察春天的景象

3、知道春天昆虫会出来活动。

4、享受听故事和绘画的乐趣。

1、故事图片。

2、冬天图片和昆虫图片若干。

3、春天背景图。

4、彩笔、多媒体。

一、出示冬天图片，引起幼儿兴趣，并简单了解动物的冬眠。

二、欣赏录象，引导幼儿观察并描绘春天的特点。



三、出示故事图片，教师有感情的讲述故事《昆虫运动会》。

1、为什么昆虫都躲起来睡觉了？

2、为什么蜜蜂平平后来能到外面玩了？

3、运动会上，平平的朋友参加了什么比赛？

4、如果你是平平，你喜欢冬天还是春天？为什么？

四、教师出示昆虫图片，请幼儿观察并描述昆虫的外形特征。

五、请幼儿为昆虫穿上漂亮的衣服并贴到春天的大背景图上，
集体创作一幅合作画。

六、活动延伸。

带领幼儿到户外寻找春天。

幼儿园中班备课教案篇七

活动设计背景

孩子们天生爱玩水，根据这一特点，我设计了本次教学活动。

活动目标

激发幼儿探索的兴趣；

让幼儿了解水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懂得节约用水，保护水
资源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激发幼儿探索的兴趣掌握水的基本特性。难点;对水的



流动性的掌握。

活动准备

字卡、透明塑料杯每人两个，分别装有水和酸奶，彩虹糖每
人两粒，水盆三个，玩水的玩具若干。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交代本次活动的主题。教师（出示字卡：水
的秘密）：小朋友们，水有很多秘密，你们想知道吗？今天
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水的秘密。

（二）基本部分：幼儿尝试找出水的特性。

1、比一比（每个幼儿准备两个透明的塑料杯，分别装有水和
酸奶）

让幼儿观察牛奶和水，比一比，说出牛奶是什么颜色的，再
端起水杯，说一说水是什么颜色的？—从中知道水是无色的。

2、尝一尝

让幼儿分别品尝牛奶和水，说一说分别是什么味道。从中知
道水是无味的。

3、看一看

教师给每个小朋友发两粒彩虹糖，（小朋友们，今天老师还
给大家准备了好吃的礼物）分别放到装有水和牛奶的.杯子里，
观察有什么不一样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水是透明的。

4、做一做

（1）幼儿与教师一同将装有牛奶的杯子高高举起干杯，祝福



大家今天开心，品尝一下牛奶加糖的味道。

（三）结束部分：玩一玩

在玩水中感知水的特性，发现新的秘密，告诉客人。

（四）活动延伸：观看视频—《水的故事》

幼儿了解水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教育幼儿节约用水、保护
水资源。

注：在总结水的秘密时，教师可将相应的字卡贴在黑板上。
即：无色、无味、透明、流动等。

幼儿园中班备课教案篇八

1、观察食物加工的过程，知道鸡蛋是有营养的，吃鸡蛋对身
体有帮助。

2、乐意与同伴分享交流自己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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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用语言、符号等多种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生鸡蛋，电暖锅、棉花糖、巧克力、鸡蛋饼干等食品。

1、出示鸡蛋。

让幼儿预测鸡蛋剥去壳以后是什么样子的？

打开鸡蛋，看看鸡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2、共同讨论什么时候鸡蛋才会变成我们平时吃的样子？

3、师生一起煮鸡蛋，分享煮熟的鸡蛋，自己动手剥鸡蛋，选
择自己爱吃的调料。

4、出示几种食品，请幼儿帮助辨别哪种食品中有鸡蛋的成分。

5、表现表达，生活中的各种蛋制品。

6、延伸活动。

幼儿园中班备课教案篇九

活动目标：

1、喜欢参与科学探究活动，体验动手操作的乐趣。

2、对沉浮现象感兴趣，能迁移已有的沉浮经验，积极尝试让
沉下去的东西浮起来。

3、能在集体面前大胆地表达出自己的猜测。

活动准备：

根据《纲要》中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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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如下准备：

1、人手一份水果（桔子和冬枣），盐。

2、每组擦手毛巾若干，抹布若干。

教室周围摆放玻璃水池若干，搅拌棒若干。

关于沉浮定理的课件。



活动重点与难点：

对沉浮现象感兴趣，能迁移已有的沉浮经验，积极尝试让沉
下去的东西浮起来。

活动教学法：

《纲要》中指出，教师应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
者、引导者，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和反应，敏感地察觉
他们的需要，及时以适当的方式应答，形成合作探究式的师
生互动。要尽量创造条件让幼儿实际参加探究活动，使他们
感受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体验发现的乐趣。因此，我选
择了这些教学法：

操作法：让幼儿通过动手操作，在与实物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进行探索学习。

探索法：为了更好地达到以幼儿为主体这一目标，我在这一
活动中还通过让幼儿看一看，说一说等多种形式，让幼儿自
己在实际操作中去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的办法。

演示法：是指教师通过讲解谈话，把实物或教具陈示给孩子
看，帮助他们获得一定的理解。

此外，在各个不同的教学环节中还穿插运用探索法、示范法、
操作法、讲解法等教学方法。使整个教学过程动静结合，让
幼儿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做到寓教于乐。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请幼儿想一想，猜一猜。

教师出示桔子和冬枣，引导幼儿辨认。

师：你们猜，要是把这些水果放到水里，会怎样呢？



幼儿大胆猜测：

幼1：我觉得桔子和冬枣都会在水的下面。

幼2：我觉得桔子会在水的下面，冬枣会在水的上面。

幼3：冬枣那么小，肯定在水的上面，桔子那么大，肯定在水
的下面。

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二、出示浮起的桔子，请幼儿猜测原因。

幼儿猜测大胆，并说说原因：

幼1：这个桔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了，老师把桔子肉都吃掉了。

幼2：我也觉得这个桔子只有皮，没有肉。

幼3：这个肯定是玩具桔子，很轻很轻，所以浮起来了。

教师操作，幼儿观察：

在清水中不断加盐搅拌，直至桔子浮起来。

观看课件，学习简单的科学知识。

教师播放课件，使幼儿了解知识点：在水中加盐，使水的浓
度变大，浮力就变大，桔子就会浮起来。并为幼儿简单介
绍“浮力”的概念，知道浮力就是指能把物体托起来的力量。

四、幼儿进行实验，教师巡回指导。

师：我们两个小朋友一起合作，一个在水里加盐，一个用搅
拌棒把水搅拌一下，观察什么时候桔子才会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