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认识夏天科学教案 大班认识空气活
动方案(汇总8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写教
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认识夏天科学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自主选择活动材料与活动伙伴，体验与同伴合作并获
得成功的情感。

2、能专注、认真地进行活动，善于探索材料的玩法。有良好
的收拾整理的习惯。

活动重点：通过活动体验与人交往的快乐。

活动难点：活动结束后能收拾好各活动材料。

材料投放：

能干的小手：做柳条、春天的花、打扮春天

小小建筑师：建构示意图、各种积塑、建构春天的公园

缠绕的本领：各种材料做成的花、毛线、彩纸、皱纸

发现秘密：观察种子的变化并记录

听听讲讲：给字找朋友、图书、儿歌的卡片、故事录音



动动脑筋：数字卡片、吸铁石、图形配对、量一量、称一称

小舞台：小话筒、表演头饰、各种乐器、节奏卡

活动流程：激发兴趣——实践操作——分享快乐

一、激发兴趣

我们又要开始玩分区活动了，今天我们又有一些新材料,小朋
友可以去和你的好朋友一起玩?看谁能玩得好，玩得开心!

二、实践操作

1、幼儿按意愿自选活动区和玩伴。

2、师观察幼儿与新投入材料的互动性，加以引导。

3、重点观察：美工区，鼓励幼儿大胆尝试与操作。

三、分享快乐

2、幼儿评一评。你觉得他今天成功了吗?什么地方最成功
的?(为什么没成功?你觉得可以怎么做?)

3、教师对孩子的闪光点再次肯定，引发他们再次探索的兴趣。

认识夏天科学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巩固手口一致数3以内的数。

2、培养按数量归类的`能力。

3、通过游戏，提高对数学活动的兴趣。



活动准备：

有1、2、3个斑点的瓢虫图片若干；分别粘有1、2、3个圆点
的树叶3片；小纸虫若干；儿歌录音：小瓢虫。

活动过程：

一、游戏导入

师幼共同玩手指游戏：小瓢虫。

二、利用图片，练习手口一致数3以内的数。

通过数瓢虫身上的斑点及瓢虫数，巩固数数1、2、3。

三、通过游戏，培养幼儿按数量归类的能力。

1、游戏“小瓢虫抓害虫”。

通过照顾小瓢虫，提高幼儿活动的兴趣。

2、送瓢虫宝宝回家，按数量进行分类

（1）让幼儿把不同数量斑点的瓢虫宝宝放到对应圆点的树叶
上。

（2）集体验证。

活动延伸：

1、提供有更多斑点的瓢虫，供幼儿练习数数。

2、给瓢虫身上的斑点涂色。



认识夏天科学教案篇三

1.通过夏天和冬天衣服的对比，了解夏天穿的衣服薄、少、
短。

2.在游戏中，区分夏天和冬天的衣服。

夏天的衣服

冬天的衣服

了解夏天服饰的薄少短

区分冬天和夏天的衣服

一、介绍自己的服饰

说说自己的服饰，找到和自己穿一样的服饰，找到共性。

t：请你介绍自己身上的衣服，找找谁还和你穿一样的衣服？

二、比一比

出示夏天和冬天的图片，请个别幼儿说说是什么时候穿的衣
服，说说理由，着重通过衣服的薄、少、短等方面来比较。

请幼儿摸摸，说说薄和厚。

比一比，说说长和短。

三、说一说原因

t：告诉我夏天为什么要穿少穿薄的衣服呢？（天气热，衣服
少会凉快）



t：冬天为什么要穿厚的多的衣服呢？（天气冷，穿衣服可以
保暖）

t：天气冷了要加衣服，天气热了要脱衣服。

四、找一找（游戏）

教师出示两个季节的衣服，请个别幼儿上来找出夏天的衣服。

教师指导个别选错的幼儿，从夏天服装的特点：薄、少、短
指导。

在第一环节，通过介绍自己的服饰来熟悉夏天服饰，寻找相
同的服饰。

通过对比的方式，更加容易让幼儿知道夏天服饰的特点。

第三个环节，通过游戏的形式，复习巩固夏天的服饰的特点。

认识夏天科学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认识水果“苹果”、“香蕉”。(能辨)

2、能够说出本课两种水果的名称，并准确进行辨听练
习。(能说、会听)

3、通过摸、看、闻、尝等方法认识水果，准确建立实物和其
对应的名称之间的关系。 (物—名)

教学方法：

1、看一看、说一说、玩一玩，学习水果名称;



2、摸一摸、尝一尝，理解水果的色、形、味。

教学准备：

布袋，水果，头饰和切碎的水果。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教师点名，聋儿听到自己的名字举手说“到”。

二、准备练习：

1、舌唇操练习：

(1)、伸舌头，舌头用力往外伸。

(2)、张大嘴巴

(3)、左右伸舌头，嘴巴微张，舌头分别添自己的左右嘴角

(4)、撅嘴

(5)、弹舌头。

(6)、“嘟”唇，双唇放松

2、听觉训练：

串珠游戏，做ling六音的练习。

注：发出声音的间隔时间应是不规则，有时等候长一点，有
时短。避免让孩子搜寻发出声音的提示，可以遮口，随时鼓
励孩子做串珠游戏。



三、认识水果朋友

1、复习，出示颜色小卡片：红色，黄色。

师：这是什么颜色?要求小朋友说出句子：这是红色。

师：这是什么颜色?要求小朋友说出句子：这是红色。

2、教师神秘地出示一个装有水果的布袋。

师：小朋友，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准备了礼物，想知道是什么
礼物吗?老师请小朋友来摸一摸。

(在小朋友摸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小朋友说出水果的形
状——圆圆的)

3、词语训练：

看实物练习说话：苹果

师：这是什么?要求小朋友说出句型：这是苹果。

拓展句子：这是 红色的(或红红的)苹果。

练读句子：这是苹果。(集体读几遍，个别读)

4、展示另外一个布袋，请小朋友摸一摸。

师：我们再来摸一摸，猜猜这个布袋中装的是什么?

(在小朋友摸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小朋友说出水果的形
状——长长的)

5、词语训练：



看实物练习说话：香蕉

师：这是什么?要求小朋友说出句型：这是香蕉。

拓展句子：这是 黄色的(或黄黄的)香蕉。

练读句子：这是香蕉。(集体读几遍，个别读)

(做适当的情绪调整，稍微点评小朋友的表现，奖励表现好的
小朋友;)

6、巩固练习：

出示水果，做辨听、指认练习，纠正发音，巩固所学知识;

7、游戏：《聪明的小蜜蜂》

给小朋友准备一个头饰，一盘切碎的水果

先让小朋友闻一闻水果的味道，再尝一尝，然后说出水果名
称。

8、总结：今天我们学习了苹果和香蕉两个词语，知道了“这
是什么”的句式，在下节课我们还要继续进行这些词语的巩
固拓展学习，希望小朋友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多多练习。

现在，小蜜蜂可以飞出去寻找其他好吃的水果了。(结束本堂
课)

四、总结延伸

可以联系前面学习过的水果名称，加入更多水果图片，让所
有的幼儿一起加入游戏，加强知识之间的衔接性。

1、在家庭康复中，家长自己收集或制造各种情景画面或在生



活中寻找真实情景，让幼儿结合情景表达一段话“这是什么
颜色的水果”“我喜欢吃什么水果”。

2、认知角，继续认识各种水果的颜色和形状。

3、语言角，利用各种教学手段让幼儿结合情景连续表达一段话
“我喜欢吃什么水果，不喜欢吃什么水果”。

认识夏天科学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学习用撕、贴的方法做红花。

2、学讲“妈妈你辛苦啦！”“妈妈祝你节日快了！”??等祝
贺的话。

活动准备：印有小花的红色手工纸若干，糨糊、邹纸等活动
流程：

1、讲讲说说：妈妈要过节了，你准备送妈妈什么礼物？（幼
儿间互相交流）

2、出示小红花讲讲说说是怎么做的？

3、请个别幼儿尝试演示。

4、重点演示：怎样撕贴小红花，按大、中、小的顺序粘贴。

5、幼儿集体操作。

6、学说一句节日祝贺的话。

7、延伸活动：回家把小红花送给妈妈，并说一句节日祝贺的
话。



认识夏天科学教案篇六

“夏日缤纷御江南”xxx西南中心小学二年级、班亲子联谊活
动

亲子竞赛活动

1、通过亲子活动，增进家长与孩子之间、家长与家长之间、
老师与家长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亲近关系，帮助孩子身
心健康成长。

2、通过参与竞赛游戏，增加孩子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心；促
进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密切配合，增进彼此感情。

西南中心小学二班、二班家谊会成员，孩子加亲人共约160人
左右

御江南国际社区、佛山xx策划公司

1、制订方案，发动组织；

2、竞赛游戏活动筹备(推选主持人，考察场地，任务分解，
明确职责，分头准备)；

3、奖(礼、食)品准备。(御江南国际社区提供资金，家谊会
安排专人负责)。

1、8：30集中；

2、御江南负责人致辞；

3、亲子竞赛活动：

先坐为王



袋鼠跳

寻宝大行动

头头是道

三人四足

亲子拔河

1、中午12：00活动结束，吃午饭(健康快餐)，整理相关物品。

2、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各自返家。

1、本次活动由御江南国际社区赞助，凡参与活动的均免费。

2、御江南国际社区会为参与本次活动的孩子买一份意外保险。

3、凡参与活动的家长请看管好自己的孩子，确保孩子的安全。

4、本次活动，只接受本班孩子和家长参与。

5、报名时，请说明家长参与人数，最多不超过两个。

6、报名方式：请在“‘夏日缤纷御江南’家谊会活动报名”
博文处打上参与孩子姓名和家长人数；或者致电（发短信）
给邓老师。

7、报名截止时间：xx年7月10日上午11：00

认识夏天科学教案篇七

20xx年xx月xx日（周二）中午12：20――13：30

活动场地各班教室、操场。



二、活动内容

第一部分：化装舞会。

午饭后，各班迅速带队回教室，由班主任组织学生带好提前
准备的万圣节服装、道具，将队伍带到操场各班级指定位置
（课间操位置），由林倩老师宣布巨人疯狂万圣节活动开始，
同学们自行装扮自己。

第二部分：万圣节游戏。

同学们身着自己的装扮进行游戏环节。一、二、三年级的学
生分别进行两个游戏疯狂小南瓜和植物大战僵尸。分别以班
级为单位进行游戏，由班主任负责组织，副班协助，各级部
主任负责监管。

疯狂小南瓜游戏规则：学生从起点出发，到达终点后需要回
答老师的问题，然后跑回起点。按时间排名。

植物大战僵尸游戏规则：一部分学生装扮成僵尸模样扮演僵
尸，一部分学生装扮成向日葵等植物。僵尸站成一排背对植
物，植物齐喊：僵尸僵尸几点了？僵尸回答：一点了。这时
植物们可以一直向僵尸进发，直到僵尸回答天黑了，僵尸转
身抓植物。

第三部分：分糖果。

游戏环节结束后，由各班主任组织学生回教室，在教室内自
行组织分发糖果，注意保持秩序。

注意事项

面具：建议不要买胶皮的。那种面具有异味，孩子们戴上会
觉得眼睛鼻子不舒服，活动时戴那种面具也不方便看路。自



己制作面具也可以。

服装：斗篷式就可以。如果是纯黑色或纯白色斗篷，请在上
面贴些装饰物，令衣服另类、怪异一些。

活动准备。

（1）请班主任告知学生及家长活动要求，利用周末时间准备
需要的服装、道具（没有具体要求，自愿准备），分糖果环
节中需要的糖果请各班主任通知各班家委会准备即可。

（2）疯狂小南瓜游戏中老师需要的问题请老师们提前准备，
可以是课本知识也可以是适合孩子年龄的课外知识。

认识夏天科学教案篇八

一、活动产生：

通过“春天来了”的主题活动的开展，幼儿对于自然界规律
的变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激发了幼儿对与自然变化探索
的兴趣。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幼儿在着装上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每天的户外活动时都会留许多的汗，冷饮也变成孩
子们钟爱的食品，在家里要开空调、电风扇等等，这些都是
引起孩子们注意的问题，根据教育要顺应儿童的自然发展，
要有效地将儿童的发展纳入社会发展需要，要促进幼儿全面
发展的要求，我们在设计组织主题活动时关注孩子们的兴趣
和发展需要，从中寻找制定主题网络的线索和依据。于是主
题活动内容也就随即产生——“夏天真热呀！”

二、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使幼儿感知夏天的特征，能够区分夏天与春天的
不同之处。



2、知道夏天热了，要多喝水、勤洗澡，注意个人卫生。

3、能够知道几种避暑的方法。

三、活动与指导：

活动一：认识夏天活动目标1、通过观察夏天的景色和各种树
叶、小草的变化，初步知道夏天到了。

2了解夏天的特征，萌发幼儿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活动准备活动前让父母带幼儿去公园帮助观察夏天的景色和
各种树叶、小草的变化散步活动时引导幼儿观赏幼儿园的风
景。

流程谈话活动----欣赏图片----布置墙面实施要点

（一）谈话活动：

a、前几天我们在公园园里看到了大树、小草有什么变化？

b、幼儿大胆地说说自己看到的事情。

（二）欣赏图片

1：夏天来了。哪些小动物出现了2、河里有什么花3、看看我
们的穿着，有什么变化吗？——夏天到了，天气变热了，小
朋友们穿上了薄衣裳。

（三）布置墙面：

涂色，共同布置延伸活动：

引导幼儿到户外、在家里也寻找夏天还有哪些变化，（如吃
冷饮、开空调）感受大自然的变化。



反思在活动中发现小班幼儿对夏天的前期经验还很少，分不
清季节和季节的特征，对夏天的景物了解不多，如：不知道
蝉，也从没见过，但从谈话中能发觉幼儿们对树、树叶、小
草的观察很仔细，知道他们到夏天都有些什么变化了，我想
知识需要积累，尤其是对小班幼儿，如果在主题结束时再进
行一次类似总结性的这样活动，效果一定会更佳。

活动二：美丽的花裙子活动目标1、学习先涂颜色，再勾花边
的方法装饰裙子。

2、增加对线条、图案美和色彩的感受和表现能力。

活动准备范画，装饰的裙子图片，未装饰的裙子轮廓图。

流程图片讨论——模仿示范——幼儿作画——作品展示小班
主题：夏天实施要点一、图片讨论：出示图片1和2，这个小
朋友穿上这么漂亮的花裙子，她们多高兴啊！

咦，这个小朋友怎么啦？她为什么不高兴呢？

（就用我们的小手、彩笔来帮帮她吧！）给她的白裙子上画
什么呢？

画花儿、鱼儿，小兔子，熊猫，苹果……等等二、模仿示范：

先用两三种浅颜色蜡笔涂在裙子上。

再用较深的彩笔在上面勾出花纹。

看，小姑娘笑啦，她感谢小朋友们为她想出的好办法。

提问：除了可以画这种图案，还可以画其它的吗？（小朋友、
房子、机器人…）三、幼儿作画：

教师巡回指导，鼓励幼儿大胆创作。



四、作品展示：

对优秀的作品进行评析，予以奖励。

反思通过这次活动，我感觉幼儿的绘画能力有了很明显的进
步，大多数幼儿都能够涂满颜色，用绘画来表现自己的意思，
有个别能力较强的幼儿，例如：赵艺萱、叶恬妮能够画面构
图饱满，有动物、人物、植物，同时运用渐变涂色。大部分
幼儿能用线条、图形加以简单地组合来表现事物的大致特征，
并且色彩鲜艳，能够画满整个画面。

小班幼儿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能够说出在白裙子上画上……
有的甚至能说出画面的情景。但幼儿在具体绘画的过程中，
对于自己讲述的内容却不能画出，这就造成了眼高手低，于
是看别的小朋友画什么，就跟着模仿什么，每个小组有每个
小组的风格。能力比较差的幼儿也把白裙子变成彩色的，而
且涂色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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