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科学玩水教案反思(模板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问题来了，
教案应该怎么写？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
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班科学玩水教案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能观察、了解糖果的形状、知道糖果的种类很丰富。

2、愿意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发现和感觉，知道不乱扔糖纸。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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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活动准备：

1、幼儿选择2—3种不同的糖带到幼儿园来、主题墙上布置好。

2、各种糖果若干（形状、颜色不同的糖等）

活动重难点：

活动重点：观察、了解糖果的形状、知道糖果的种类很丰富。

活动难点：愿意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发现和感觉。

活动过程：



一、用谈话导入，引起幼儿的回忆体验

师：“小朋友，你们好！你们喜欢吃糖吗？你们吃过什么糖？
最喜欢吃什么糖？”（调动幼儿经验，引起幼儿兴趣）

二、操作，游戏

（一）猜糖果

1、出示一糖罐，里面放置各种形状的糖果。

师：“今天老师带来了好吃的糖，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些
糖好不好？”

2、出示几种有代表的糖，引导幼儿认识。

（二）认识各种各样的糖

1、教师发给幼儿每人两种不同的糖，用你们的小手来摸一摸
糖，用眼睛看一看，用鼻子闻一闻。

2、引导幼儿说说自己的发现和感受：有各种各样的糖，如棒
棒糖、棉花糖、巧克力等，有大的有小的，有不同颜色的，
有硬的有软的等等。

（三）品尝糖果

1、老师请幼儿品尝糖。

师：“这种糖吃在嘴里什么感觉？”（幼儿大胆说出感受）
尝一尝甜不甜。小朋友，剥下的糖纸怎么办？（让幼儿说一
说）

2、幼儿一边品尝一边回答老师的问题：吃到嘴里糖果是什么
形状的，是什么颜色，是硬的'还是软的。在嘴巴里的糖果有



什么变化吗？（引导幼儿回答糖果变小了）

三、结束活动

教师小结：小朋友，我们把刚才剥下的糖纸扔到垃圾筐里，
让幼儿从小养成不乱扔糖纸的好习惯。

糖虽然好吃，但不能多吃，别忘了吃了糖以后要漱口和刷牙，
下面我们一起到盥洗室漱口去吧！

活动延伸：

1、请幼儿搜集不同种类的糖，放在生活区内，供幼儿探索和
品尝

2、在日常生活，放上各种糖纸和小石子、塑料泡沫，供幼儿
进行折折叠叠，练习包糖。

活动反思：

糖果对小班幼儿的吸引力、诱惑力是无穷的，活动中，幼儿
在认识各种各样的糖果，品尝糖果，制作糖果的过程中，好
奇心、动手能力、语言表达力、想象能力得到了发展，也让
孩子们进行了大胆地探索、感知、想象。

小班科学玩水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认识各种各样的纸，感知不同质地的纸。

2、了解纸的一般用途，懂得爱惜纸。

3、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在玩纸的过程中体验活动的快乐。



4、培养幼儿观察能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5、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活动重点难点：

活动重点：

认识各种各样的纸，感知不同质地的`纸。

活动难点：

在认识不同质地纸的基础上，了解纸的一般用途。

活动过程：

一、引出课题，出示纸袋

这是一只纸袋，你们想可以放些什么?我在纸袋里放了许多宝
宝们喜欢的纸，猜猜看这个纸袋宝宝里会装的是些什么
纸?(白纸、挂历纸、卡纸、餐巾纸、手工纸、报纸、超市的
广告纸、纸箱等辅助材料)。

二、认识各种各样的纸，感知不同质地的纸

师：小朋友，你们看一看，这些纸一样吗?它们看上去有什么
不一样?

小结：颜色、光亮度不同。

师：请你们用小手摸一摸，这些纸摸上去有什么不一样?感觉
怎样?

小结：光滑和粗糙，硬和软，厚薄等不一样。



三、了解纸的用途

师：你们想想看这些纸有什么用吗?

1、出示餐巾纸

教师提问：餐巾纸可以帮宝宝擦什么呀?(擦过的餐巾纸放哪
里?)

2、出示手工纸(说说颜色)

提问：这是什么颜色的手工纸?(红黄蓝绿)手工纸可以干什
么?(可以剪、可以撕)

3、超市的广告纸(认说日常用品)

提问：小朋友在广告纸上看到了什么?

4、出示报纸(新闻)

提问：报纸是谁看的?报纸上有什么?

小结：宝宝长大了，也来看新闻、看故事。

小结：小朋友，纸宝宝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用处，我们要爱
惜纸宝宝和图书，节约用纸。

四、亲子制作

师：现在呀有个纸娃娃想邀请我们宝宝去参加它的生日舞会。
但是它有一个要求，需要我们每个宝宝都带上纸帽才能参加，
那么现在就你们动动小脑筋和爸爸妈妈一起制作一顶漂亮的
纸帽吧。

五、玩一玩



播放音乐，戴上制作好的纸帽去参加纸娃娃的生日舞会。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主要是要让幼儿通过生活中的观察、摸等感官来发
现各种各样纸的不同特征，如有些纸是厚的、薄的;有些纸是
光滑的、粗糙的;还有些纸的颜色是不同的。在这里课前我让
幼儿收集了各种材料，以便让幼儿们能够更好的在活动中去
发现、去观察。

一个好的教学过程，是需要动静交替的，因此，我在最后一
环节，让幼儿与坐在一旁的家长一起动起来，利用各种纸的
用途来制作小礼物。一面可以让幼儿对纸宝宝产生兴趣，另
一面可以促进亲子间的感情，从中生成出更有价值和有意义
的活动。

科学活动重在让幼儿参与，而这堂课幼儿的主体地位没有体
现出来，我讲的太多，可能是我太注重课堂纪律，而忽视了
幼儿。

小班科学玩水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感知蚂蚁外形特征，体验喂食蚂蚁的快乐。

2.模仿小蚂蚁爬来爬去的活动方式。

3.学习用语言、符号等多种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4.积极参与探索活动，萌发求知欲，体验成功快乐。

重点难点：



蚂蚁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

活动准备：

1.环境创设：各种小蚂蚁图片展、活体小蚂蚁生活情景展示;
情景游戏用的`大树洞、土洞。(图片附后)

2.经验准备：请家长带幼儿观察大自然中小蚂蚁的生活情况。

3.材料准备：蚂蚁容器、放大镜、橡皮泥、毛根、幼儿操作
卡、记录表、蚂蚁头饰、ppt幻灯片、大树叶、大米粒(图片附
后)。

活动过程：

1.感知小蚂蚁的外形特征。

(1)幼儿自由观察，交流。

(2)说一说自己的发现。

小蚂蚁长得什么样?蚂蚁头上有什么?它有几条腿?蚂蚁都有什
么颜色?

(3)幼儿分组操作(幼儿自由选择)。

第一组：投放用橡皮泥、毛根拼插的小蚂蚁半成品，请幼儿
补插完整的小蚂蚁(黑色的小蚂蚁、褐色的小蚂蚁、红色的小
蚂蚁)。

第二组：投放《幼儿操作》卡，请幼儿找一找小蚂蚁(图片附
后)。

小结：说一说都有什么颜色的小蚂蚁;数一数操作页中共有几
只小蚂蚁。



(4)认知小蚂蚁外形特征。

蚂蚁有头、胸、腹、六条腿和两只触角。

2.观看ppt幻灯片，了解小蚂蚁的生活方式。

请幼儿观看小蚂蚁身体结构的幻灯片，加深幼儿对小蚂蚁身
体外形特征的印象，然后，观看小蚂蚁生活方式的幻灯片，
简单了解小蚂蚁的生活方式。

小蚂蚁生活在哪里?它们是怎样搬运食物的?遇到事情的时候，
是怎样告诉同伴的?

师幼讨论，通过探究了解到蚂蚁的家在泥土里;蚂蚁的家在树
上;蚂蚁的家在石头缝里等。

3.喂食小蚂蚁。

小蚂蚁喜欢吃什么?

提供树叶、面包渣、石子，与幼儿一起喂小蚂蚁，用自己喜
欢的方式记录。

4.游戏“小蚂蚁回家”。

学一学小蚂蚁走路的样子好吗?

幼儿带头饰，随音乐模仿小蚂蚁爬行、运粮食、钻洞等动作，
体验小蚂蚁爬来爬去的活动方式，游戏自然结束。

活动延伸：

在语言区投放儿歌《小蚂蚁》;在操作区投放小蚂蚁结构拼
图;在运动区投放小蚂蚁头饰、树洞、土洞等游戏材料;供幼
儿在区域活动中继续探究。



活动反思：

让幼儿的科学活动从身边生活开始。对于幼儿来说，掌握系
统的科学知识不是目的，小班幼儿更是如此。本次活动，是
根据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本班幼儿的发展水平，围绕活动
重点，从幼儿的兴趣出发，按从易到难、层层递进的方式提
供支持性的操作材料和游戏环境，让幼儿在愉快的活动中感
知小蚂蚁的外形特征和爱吃的食物，即在活动中帮助幼儿获
得新经验。

小班科学玩水教案反思篇四

《蚕豆花》歌词：

蚕呀蚕豆花呀，一呀一排排。

像蝴蝶哟哟哟哟飞田间，

呀，像蝴蝶哟哟哟哟飞呀飞田间,哟哟哟。

风吹翅膀呀，一呀一闪闪，

变成豆豆哟哟哟哟睡田边，

呀，变成都豆豆哟哟哟哟睡呀睡田边哟哟哟。

兴趣是幼儿的关键，在歌唱活动中如何始终抓住幼儿的兴趣
呢，如果从头到没有变换方式，让幼儿进行多次演唱，幼儿
肯定会失去兴趣，我在歌唱活动中为了提高幼儿的活动兴趣，
喜欢随机变换多种演唱方式。在这周的歌唱教学《蚕豆花》
中，我随机用了一些有趣的方法，结果幼儿的.演唱兴趣高昂，
能按不同的要求顺利又愉快地完成了我教学活动。下面是我
的一点课后反思记录：



歌唱活动《蚕豆花》我们安排了两个教时，在第一课时中我
们班幼儿已经学会歌曲还能用简单的动作进行匹配。第二课
时的目的是让幼儿进一步学唱歌曲，学习表现歌曲欢快的情
绪，活动的难点就是让幼儿练唱“哟哟哟哟”两音，要求唱
出跳音，重点是启发幼儿唱出快乐的感觉。

小班科学玩水教案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玩各类能滚动的物体，体验玩滚动游戏的乐趣，引发
幼儿对滚动现象的好奇。

2.愿意表达自己在探索活动中的发现。

活动准备：

幼儿自带1-2种自己认为能滚动的物体。

活动重点：

探索怎样把物体滚动起来。

活动难点：

了解物体滚动的原因。

审美元素：

探索活动的成功会给人带来心灵上的满足和喜悦，能够激发
人向更高更难的方向发出挑战和进取，本次活动就能达到这
样的效果。

活动过程：



1.引导幼儿回忆已有的“物体滚动”的经验。

师：小朋友，你们知道哪些东西能滚吗?

2.幼儿自由介绍自己带来的能滚动物体。

师：你带来的是什么?它能滚动吗?

3.幼儿自由探索，尝试使物体滚动起来。

师：你们玩玩、试试，看看到底哪些物体能滚起来。

4.幼儿自由选择物体进行尝试，并交流各自经验，了解什么是
“滚动”。

(1)引导幼儿根据尝试后的经验，将这些物体按照能否滚动进
行归类。

(2)请幼儿演示，并检验这些物体能否滚动。

(3)引导幼儿尝试用语言和动作来表达“滚动”。

(4)引导幼儿尝试解释物体滚动的原因：这些东西为什么能滚
起来呢?

教师小结：这些物体，有的像圆柱、有的像圆锥、有的.像球
体……在一般情况下，圆状物体都可能会滚，不过，事情不
一定就像我们猜想的那样，只有试了才能真正知道它能不能
滚动起来。

活动反思：

活动中以游戏的形式贯穿始终，适合小班幼儿的年龄的特点，
以幼儿兴趣为切入点，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和材料，为幼儿创
设一个轻松愉快的活动学习的环境，让幼儿与各种材料进行



互动，从而感知滚动的科学现象，形成圆圆的东西能滚动的
关键经验。整个活动孩子们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观察力、动
手能力、口语表达能力、想象力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目
标达成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