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好玩的种子大班公开课教案(精选6
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好玩的种子大班公开课教案篇一

本节课的教学目的是主要让学生掌握两个知识点：种子的基
本结构和种子发芽的内部条件。

我以小学科学新理念“任务驱动”为依据，在课堂上着重培
养学生的动手探究能力，拓展了学生的`科学思维，顺利地完
成了教学目标。

在小学科学教材里（以粤教版为例）有许多的科学实验教学
活动要是在课堂上来进行操作是很有难度的，不容易实施。
像本节课中的两种种子（虫蛀过的和未被虫蛀过的）的萌发
观察活动就不容易在课堂上操作而放在课后来进行则要容易
操作得多，所以我认为我们科学教师应该学会灵活地处置教
材中的科学实验活动。在科学课堂教学实践中，我不止一次
地感觉到“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对于我们科学教师来说
实在是一条教学良策。对此，作为一名专职的科学教师，在
这点上，我的感慨还是颇多的。

就这节课而言，我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以学生为中心，
以培养学生的动手探究能力为主，引导学生把学习的注意力
始终集中在种子的基本结构和种子发芽的内部条件上来，从
而完成了教学任务。但恰恰又是一节四十分钟的课局限了我
在对“什么样的种子能发芽”这个问题上的补充说明，导致
了在对种子发芽的内部条件的解释上还不够全面，科学依据



还不够充分。植物常识告诉我们，“一颗胚完整的种子能发
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可是，一颗胚不完整的种子难道就
不能发芽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从胚的各部分的功能去了
解就知道了。

子叶是贮藏营养的“仓库”，在种子最初的萌发过程中是依
靠子叶通过胚轴向胚芽和胚根输送营养的，因此从这个科学
角度出发，胚芽、胚根、胚轴以及胚轴与子叶相连接的那个
部分要是没有受损的话，就算是子叶的其他部位略有受损，
这样的种子也具备发芽的条件。所以，“一颗胚完整的种子
能发芽”的同时，一颗胚不完整的种子也是能发芽的。只不
过前者属于一般情况而后者则属于特殊情况。可是，我觉得，
这个问题要是也安排在本节课里进行讲解学习的话，就会显
得本节课内容过多，过于紧凑，同时也不容易让学生理解，
这样教学效果就会远不如现在这样的安排。因此，在我的教
学设计里是把这个问题安排在下节课《幼苗》里再进行学习
的。

好玩的种子大班公开课教案篇二

通过前阶段的理论学习以及教学实践对于小学语文新课改的
理念，特点及其指导思想均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在教育教
学中以及对新课程理念下的终身学习观、人才观、情感道德
价值观的'初步理解也有了新的升华，但在教育教学中仍存在
一定的困难和困惑，需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探索和研究得到答
案。

《一粒种子》一课是篇说明科学知识的童话，先写春风的吹
拂下，地里的一粒种子苏醒过来，再写种子与蚯蚓之间关于
外面世界的问答，最后种子勇敢地冲破土层，跃出地面，欢
快地迎接一个通体光明的世界。同时还说明了种子发芽的条
件，合适的温度、土壤、水、空气，而在教学中既要重视科
学知识及其所体现的科学思维方法，又要同时让学生感受到
小种子的那种对美好、光明世界的向往之情。在教学过程中，



师生之间的尊重、交流、互动便显得极为重要。

课后总结，孩子也是种子，学好顽强向阳的种子精神，使学
生想象成长的童话世界。

好玩的种子大班公开课教案篇三

本节课的重点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学习过程、探究过程的.
体验，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把课堂变静为动,体现了
学生的主体性。通过师生、生生讨论，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
识，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课程理念，立足点是使学
生由“学会”到“会学”。

1、发挥多媒体课件的作用。

在引入新课时，我播放种子植物的一段视频，悦耳的音乐、
美丽的画面、优美动听的解说，学生犹如亲临其境，一方面
给学生以美的享受，另一方面有可以把学生分散的心一下子
集中到课堂来。

在讲两种种子的结构示意图和异同点的比较时，我通过多媒
体动画模拟、局部放大、过程演示等手段都能予以解决，多
媒体在教学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
质量。

2、学生自主探究，体验探究学习的快乐。

让学生自己解剖生活中熟悉的蚕豆（花生）和玉米种子，学
生有真实的体验，从实验观察的基本步骤，种子的切法，到
观察种子的结构等都由学生自己去讨论，交流和实践，然后
从中获得知识，成功的获得了经验，失败的找到原因，不管
正确还是错误，学生都感受到了自己动手，自己探讨的乐趣，
这样学到知识掌握得更加牢固。



好玩的种子大班公开课教案篇四

1、导学案给了学生学习的抓手。导学案中的学习目标引导学
生在每一个教学环节上，通过它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小组要
做什么，自己能做的就做了。

2、设置、实施多种不同的展示交流形式，促动绝大多数同学
参与课堂，学生之间互相交流、质疑、纠正中，正确答案形
成了。

3、教学技术的选择上。课间按排每一小组各派一人在黑板绘
出黄豆种子剖面图，实际上每个小组都已有多数人参与，对
要学习的那么多生物新词汇有所了解，既用足了教室内的课
程资源又给学生提供了发展了个性特长的机会，为提高课堂
实效设了伏笔。运用课件很直观说明了裸子植物种子无果皮
包被。

4、教学目标体现在导学案上确定具体，表述明了，便于学生
操作。

5、教学方法开放、有启发性，促进学习方式的转变，交往渠
道畅通。

1、课堂学生展示规则中对发言的要求，要阶段性改进。

2、练习设计要有趣味性，打入导学案中。

3、学生适应这种上课形式后，教师的重复语言、指令性语言
要减少。

4、设置有梯度的问题还不够。

5、学生之间的.质疑、互辨还有带于建构。



6、新课堂中教学机智还要完善。

1、现在倾向于动作型学习的学生居多，都愿意下地展示。本
来教师要求2人，有的小组下地4--5人，显得课堂乱。

2、怎样的导学案是最合乎学生需要的。

好玩的种子大班公开课教案篇五

《蒲公英的种子》是一则童话故事，全文采用拟人的手法，
写蒲公英的种子对太阳公公的嘱咐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结
果他们的命运也各不同,从而告诉人们做事不要被表面现象所
迷惑，有时，有必要听从长辈的正确教导。

新课标“以人为本，促进个体和谐发展”的基本理论，以尊
重学生情感，张扬学生个性为立足点，围绕“读好书”这一
教学重点进行教学。让学生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加
深对课文的理解和体验。通过读中悟，悟中读，使学生获得
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

依据阅读教学特点和低年级学生阅读的认知规律，突破传统
的教学模式，避免繁琐的内容分析，以读代讲，充分发挥朗
读对理解课文内容、发展语言、陶冶情感的作用。引导学生
与文本对话，把文本读正确，把自己的感觉读出来。通过个
性化的朗读对学生进行语感训练。如：教学第一自然段时，
创设朗读情境，指导学生朗读：这些蒲公英的`种子在微风的
吹拂下离开了妈妈的怀抱。他们要到广阔的天地中去，也许
要到天涯海角。如果你们现在都是蒲公英种子，一阵阵风吹
过，你们飞到了天空中，朵朵白云从你们身旁飘过，你感觉
怎么样《教学中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学生是
怎么理解的就怎么读出来。这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读进
去――理解课文，读出来――表达情感)。



好玩的种子大班公开课教案篇六

本实验观察玉米种子是难点：

一、种皮与胚乳剥离难度大，不利观察。

二、由于玉米种子胚小，加上子叶与胚芽和胚根的包卷式结
构，学生观察时，只能了解胚乳的功能及其所占比例大小，
很难弄清胚芽、胚根、胚轴及子叶在哪个部位。

改进措施：用煮熟的`玉米种子代替新鲜的玉米种子，就很容
易将果皮和种皮与胚乳完整分离利于观察。当果皮和种皮剥
掉后，胚就自动地从胚乳完整分离出来，既可以观察胚的外
形又能了解其和胚乳的关系。通过改进，学生能比较清晰的
观察的玉米种子的完整形态，对胚的感性认识更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