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 尿的形成教案
(模板20篇)

教师编写一年级教案时，需要根据学科教学大纲和学生的实
际情况进行合理的安排和设计。初三教案范文归纳了一些优
秀的教学案例，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设计教学活动。

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一

1理解双受精的概念和过程，并认识双受精是绿色开花植物所
特有的。

2理解果实和种子的形成过程，认识传粉和受精是子房发育成
果实，胚珠发育成种子的必要条件。

3通过本节教学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并树立事物是发展变化
的观点。

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二

1.学习4的形成

2.在操作的基础上尝试用语言来表达4的形成

1.情景导入，激发幼儿兴趣。

今天我们去超市买东西好不好？你们喜欢去吗？超市中有许
多好东西，你们每人买3个，要一边买一边数数。

幼儿操作，提醒幼儿一边买一边数。幼儿可以互相交流自己
买的'什麽，买了几个。

2.你们买了东西以后还要赠送你们一个。一边赠送一边问幼



儿：你买了几个？（3个）3个在添上一个是几个？幼儿尝试
用语言回答：3个再添上1个是4个。

把买来的东西摆放在桌子上数一数有几个（点数）

3.我们把买的东西送给小兔子好不好？（一边送一边说：我
送小兔子4个玩具....）

4.让幼儿自己添数

刚才我们把买的东西送给了小兔子。现在我们自己来买喜欢
的东西好吗？请小朋友每人拿3个你最喜欢的玩具，一边拿一
边数。回来摆在桌上。

老师问：你们有几个玩具？（点数）

老师想让你们每人有4个玩具，在添上几个就是4个了？请你
们去拿。（幼儿自己去拿）。告诉我3个添上1个是几个？
（尝试回答：3个添上1个是4个）

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三

１）、引导幼儿学习掌握４以内数的形成。

２）、能正确认读数字１、２、３、４。

３）、体会数学的生活化，体验数学游戏的.乐趣。

４）、知道按事物不同的特征进行排序会有不同的结果，初
步了解排序的可逆性。

教师幼儿每人一套１～４的数字卡，四个指偶；１～４的圆
点卡片每人一套。



１）、引起兴趣，导入课题：出示指偶，引起兴趣。

２）、有具体形象到抽象训练：让幼儿操作指偶，复习４以
内数的形成，正确认读数字１、２、３、４。

a 、让幼儿出示１个指偶，启发幼儿说出１个指偶的数量用数字
“１”来表示，老师出示数字“１”，让幼儿说出像什么并
认读。

b、提问幼儿：“１个怎样变成２个？”让幼儿操作验证并认
读数字２（方法同上）。

c、同法，复习３、４的形成，认读数字３、４。

３）、半抽象到抽象思维训练：让幼儿操作圆点及数字卡片，
进一步复习４以内数的形成，人读书自１、２、３、４。如
提问：“２个圆点添上１个圆点是几个圆点？”让幼儿在桌
上摆出３个圆点的卡片，并在圆点卡片的下面对应摆
出“３”的数字卡。

４）、听音举数卡：如老师敲“４”下小铃，幼儿举起数字
卡片“４”。

幼儿园的数学活动相对于其他活动枯燥、单调，容易使幼儿
失去学习兴趣。因为这个时期的幼儿年龄小，逻辑思维尚未
发展，所以本次活动中我为幼儿创设了一个可操作的丰富材
料的环境，为幼儿创设了一个可选择性、可操作性的空间。
使幼儿能独立的操作材料，并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幼儿
的自主性，选择性，独立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通过一系列
的游戏活动，达到了主题总目标预设的要求。

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四

1.花粉落到_____上后,就开始了___过程。以后,_____



和_____就逐渐形成。

2.受精是_____,双受精是指_____，双受精现象是_____。

3.子房的结构包括__________，胚珠的外层是______，它的
一端有个开口叫做________。

4.伸长的花粉管中具有（）

a一个受精卵b两个精子c受精极核d卵细胞和极核

5.受精卵将来会发育成为（）

a果实中的果皮b果实中的种子

c种子中的种皮和胚d种子中的胚

6.下列结构中，受精后一般会存留的是（）

a花萼b花冠c雄蕊d子房

7.一朵桃花在传粉、受精，发育成桃子的过程中，不会凋落
的是()

a.花瓣b.雄蕊的花药c.萼片d.雌蕊的子房

8.果皮指的是（）

a.果实中最外面的一层皮b.果实中包在种子外的部分

c.果实中有子房壁发育而成的部分d.果实中容易剥开的部分

9.桃的可食部分是桃的______。



10.种子的主要部分是由胚珠的____发育而成的。

a卵细胞b受精卵c极核d受精极核

11.能发育成玉米种子胚乳的结构

a受精卵b子房c受精极核d胚珠

12.下列食物和农产品：杏、葡萄蚕豆、苹果、绿豆、芝麻、
梨、向日葵、小麦、豆角、花生仁、西瓜籽、玉米、番茄。
其中属于果实的是()，属于种子的是()。

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五

1、通过引导幼儿观察，使幼儿清楚的感知到9添上1是10，并
能用语言加以描述，理解10的形成。

2、培养幼儿认真倾听、细心观察的习惯。

3、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判断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4、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5、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教具：挂图(梨树，树上挂着9个黄梨，9个青梨)磁性大黄梨1
个，大绿梨1个，数卡1——10。

学具：雪花片

一、复习9以内的形成。

1、拍手游戏。



2、看数字做动作。(教师出示数字5——9，幼儿根据数字做
相应数量的

动作)

3、接着说数(教师随意说数字，幼儿接着说下去)

二、学习10的形成。

1、出示挂图，问：图上有什么?(幼儿说完后，集体点数验证，
可以引导幼儿用目测后接着数的方法去点数)9个黄梨、9个绿
梨可以用数字几来表示?(教师给予匹配数字9)

2、有的梨被叶子遮住了，小朋友看看遮住的是什么梨?(引导
幼儿说出1个大黄梨和1个大青梨)。

3、现在有几个黄梨、几个青梨了呢?10个梨是怎么变成的
呢?(引导幼儿完整说出9个黄梨添上1个大梨是10个梨)

三、幼儿操作，进一步巩固10的形成。

1、幼儿看数字取相应数量的雪花片。

2、看会变的数卡取放相应数量的雪花片，从而进一步感知9、
10两数之间的数量关系。

四、收拾用具后结束本次活动。

根据幼儿具体形象思维占主要地位和幼儿语言发展特点，我
采用了演示讨论法。演示就是让幼儿去看,在自由宽松的环境
中充分刺激幼儿视觉。讨论就是让幼儿去说，更好的发展幼
儿在数学活动中的表述能力。



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六

9、10的形成

1、引导幼儿在操作过程中感知8添上1是9，9添上1是10，理
解9、10的形成。

2、培养幼儿认真倾听、细心观察的习惯。

3、引导幼儿对数字产生兴趣。

4、培养幼儿相互合作，有序操作的良好操作习惯。

1、ppt，数字1-10；

2、每组一份花片、一份蜡笔，每人一张操作单。

1、玩拍手游戏，看谁说的`又快又准。

教师：小朋友，我问你，1添上1就是几？

幼儿：姚老师，告诉你，1添上1就是2

2、边拍手边依次出示数字1—8，集体认读。

1、出示ppt：

请仔细看看，图上都有什么？（小鸟，花，苹果）

请你们数数它们的数量都是几？（8只小鸟、9朵花、9个苹果）

2、操作ppt，数量发生变化（飞来一只鸟、开出一朵花、拿走
一个苹果）：



仔细看看，什么变化了？

引导讲述：8只小鸟添上1只就是9只小鸟；8朵花添上1朵花
是9朵花；9个苹果去掉一个是8个苹果。

3、追问：

那9去掉1就是几？（出示“8”，巩固认读）

8添上1是几？9添上1呢？（依次出示9、10，引导幼儿认读）

1、根据教师指令幼儿拿取相应数量的花片：

请拿出数字8的花片朋友——幼儿取8片花片并排成一排。

想一想怎样让8片花片变成9片？——鼓励幼儿边操作边讲述：
8片添上1片是9片

9片又怎么变成10片呢？10片去掉一片是几片？10去掉1就是
几？

2、介绍操作单，幼儿独立操作：

看看每座房子上的数字是几？再数一数对应房子里的实物数
量是多少，是不是一样？如果不是，请想办法变成一样多。

1、简单介绍操作结果，鼓励用简短的语言讲述。

2、数字9除了表示9片积木，还可以表示什么东西也是9个呢？
数字10呢？

3、接着说数：教师随意说数字，幼儿接着说下去。

数学活动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个很愉快的课程，因为整节活动
中游戏的时间多，而且小朋友动手操作的机会比较多，但是



要让孩子们能真正的理解这节教学活动的内容，并做到熟练
掌握、灵活运用却不是那么容易。

掖之柳谷有开石焉，始见於建安，形成於黄初，文备於太和，
周围七寻，中高一仞。"秦牧《艺海拾贝·核心》:"有了一定
的压力作用，水才形成水柱，奔涌而出，出现了语言的喷泉。
"。

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七

1、学习4的形成

2、在操作的基础上尝试用语言来表达4的.形成

超市用的柜台，里面有各种玩具、食品、文具等、篮子若干、
小兔的家背景

1、情景导入，激发幼儿兴趣。

今天我们去超市买东西好不好？你们喜欢去吗？超市中有许
多好东西，你们每人买3个，要一边买一边数数。

幼儿操作，提醒幼儿一边买一边数。幼儿可以互相交流自己
买的什麽，买了几个。

2、你们买了东西以后还要赠送你们一个。一边赠送一边问幼
儿：你买了几个？（3个）3个在添上一个是几个？幼儿尝试
用语言回答：3个再添上1个是4个。

把买来的东西摆放在桌子上数一数有几个（点数）

3、我们把买的东西送给小兔子好不好？（一边送一边说：我
送小兔子4个玩具。）



4、让幼儿自己添数

刚才我们把买的东西送给了小兔子。现在我们自己来买喜欢
的东西好吗？请小朋友每人拿3个你最喜欢的玩具，一边拿一
边数。回来摆在桌上。

老师问：你们有几个玩具？（点数）

老师想让你们每人有4个玩具，在添上几个就是4个了？请你
们去拿。（幼儿自拿）。告诉我3个添上1个是几个？（尝试
回答：3个添上1个是4个）

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八

1、通过引导幼儿观察，使幼儿清楚的感知到9添上1是10，并
能用语言加以描述，理解10的形成。

2、培养幼儿认真倾听、细心观察的习惯。

3、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判断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4、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5、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教具：挂图(梨树，树上挂着9个黄梨，9个青梨)磁性大黄梨1
个，大绿梨1个，数卡1——10。

学具：雪花片

一、复习9以内的形成。

1、拍手游戏。

2、看数字做动作。(教师出示数字5——9，幼儿根据数字做



相应数量的动作)

3、接着说数(教师随意说数字，幼儿接着说下去)

二、学习10的形成。

1、出示挂图，问：图上有什么?(幼儿说完后，集体点数验证，
可以引导幼儿用目测后接着数的方法去点数)9个黄梨、9个绿
梨可以用数字几来表示?(教师给予匹配数字9)

2、有的梨被叶子遮住了，小朋友看看遮住的是什么梨?(引导
幼儿说出1个大黄梨和1个大青梨)。

3、现在有几个黄梨、几个青梨了呢?10个梨是怎么变成的
呢?(引导幼儿完整说出9个黄梨添上1个大梨是10个梨)

三、幼儿操作，进一步巩固10的形成。

1、幼儿看数字取相应数量的雪花片。

2、看会变的数卡取放相应数量的雪花片，从而进一步感知9、
10两数之间的数量关系。

四、收拾用具后结束本次活动。

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九

1、通过操作活动让孩子熟练掌握10以内数的正数和倒数；

2、学习10以内数的按数取物。

演示板一块、数学插板人手一套

一、摆“六色旗”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六色棋’的游戏”，请幼儿用盒里六
种不同颜色的插子，在学具板上摆出一个三角形的“旗子”，
方法是：

第一行摆一个插子，第二行摆两个，到第十行摆十个，相邻
两行颜色不同，然后练习从1—10 ，从10—1的正、倒数，要
求手口一致。

二、学习按口令指数

玩法：六色旗摆好后，老师说任意的数字，幼儿迅速用两只
手摸在相应的数字两边，如：老师说“6”，幼儿就两只手摸
着第六行6个棋子的两端；老师说“2”，幼儿就摸2。

三、练习按数取物：

幼儿先将棋子收回棋盒，然后按教师的指令要求，取相应的
棋子。

比如：要求幼儿取出7个红棋子摆在棋盘上，就是要求幼儿能
将红棋子摆在数字7的后面，而不是摆在第一行。

反复进行取棋子练习，提醒幼儿听清老师的要求，用什么颜
色？用几个棋子？摆在第几行？摆在数字几的后面？等等，
培养幼儿听的能力。

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十

初步了解雨的形成过程，水的两态之间的变化。

1、幼儿有过看雨的经验。

2、一个酒精灯，一个装有水的烧杯，一块透明玻璃。



1、猜谜。教师出示谜面：千条线万条线，数不清剪不断，落
在水里就不见。请幼儿猜出谜底：雨。

2、教师引导幼儿讨论雨是怎么形成的？鼓励幼儿大胆想象。

3、教师向幼儿展示小实验：雨的形成。

教师将装了水的烧杯放在酒精灯上加热。让幼儿观察水加热
后变成蒸汽的现象。然后在烧杯朝上开口的地方放一块透明
的玻璃，让幼儿观察蒸汽遇到冷的玻璃后又变成了水珠流了
下来的现象。

4、教师引导幼儿讲解水的两态变化的原因：受热、遇冷。如
果有条件，可以让幼儿进行分组实验。

可以随后进行画雨、雨中打伞或穿雨衣漫步、感受雨等活动；
也可以进行雨伞的种类区分、制作、绘画等活动。

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十一

1、了解云和风的关系，产生探究的兴趣。

2、知道雨是怎样形成的。

云、风的'头饰若干。

1、教师故作神秘的说：我听到笑话、小草、大江、小河、池
塘、小鱼的叹息声，他们都说太热了，要被晒干了。请大家
帮他们想想办法。

2、有个朋友是一定要来帮忙的，他就是云，你们知道他能帮
上什么忙吗？

4、无数小小的水滴聚在一起，就形成了云。当谢谢水滴越聚



越大，直到负荷太重、漂浮不动就会嘀嗒一声掉下来。那就
是雨。

1、幼儿自由选择角色扮演风或扮演云彩。

2、扮演风的幼儿站在周围一圈，用力吹起。当所有的云聚在
一起时，发出哗啦啦的雨声。

【

活动设计思路比较清晰、简单的，通过图片、欣赏课件、游
戏表演，一环紧扣一环，过渡也较自然，幼儿能随着老师的
思路，一步步接近主题。整个活动中，幼儿的表现可以说是
非常不错的。注意力都很集中，思维也很活跃，常规纪律自
觉遵守。大部分幼儿举手发言很积极，思维至始至终都跟随
着老师，当然也有极个别幼儿虽然做似端正，却没有主动发
言，他们应成为老师关注的焦点，要想办法调动他们的学习
积极性。

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十二

1、巩固复习5以内序数，学习10以内序数。

2、能从不同方向辨别序数。

3、发展记忆力和反应能力。

4、让幼儿会在生活中运用。

教师教具：洞洞板、棋子

幼儿学具：洞洞板、棋盒

1、 重点：能说出10以内序数词。



2、难点：从不同方向辨别序数。

(一)、复习巩固5以内序数，感知10以内序数，

游戏一：看谁猜得对

1、教师取出一摞带有小动物图案的棋子，洞朝上插在演示板
第一行数字1的后面；

2、教师提问小朋友：“现在我们来猜猜这些棋子的图案是什
么？你们想先猜第几个棋子？”（请小朋友说序数词并指出
所说棋子的位置）,鼓励小朋友大胆猜，引起幼儿兴趣（例如，
我猜第5个棋子下面是小猫，然后请小朋友翻开排在第5位的
棋子，看看是否正确，教师引导小朋友说出正确的名字，并
说出它排在第几位）。以此类推，直至把5个棋子翻完。

3、这个棋子排在第几？（指着第5个），老师在后面添上一
个棋子，问：“这个棋子排在第几？依次插出第六、第七、
第八、第九、第十个棋子。”教师：“小朋友真聪明，如果
我把棋子换一个排列方式，你们还能说出他们排在第几
吗？”

4、将棋子摆成一个圆圈（棋子数在10以内），教师：
例：“如果猴子排在第一，从右往左数，蝴蝶排在第几？小
兔排在第几？“从左往右数，蝴蝶、小兔又排在第
几？”“要找到动物在圆圈里的位置，怎样才找的对？”

小结：在圆圈中确定一个排头，找准数的方向，就能知道要
找的动物排在第几。

（二）、练习10以内序数

游戏二：我说，你做



1、请小朋友将有房子图案的1摞棋子洞洞朝上插在演示板上
第一数字1的后面。

2、教师：“现在我们来翻翻看，这些棋子的图案都是什么？
你们想先看第几个棋子？”（请小朋友说序数词并指出所说
棋子位置）“请小朋友翻开从左往右数第四个棋子。”孩子
翻过来并说说从左往右排在第四位的是谁。（用完整的语言
表述）

游戏三：听指令，摆棋子

请小朋友取出1摞有小房子图案的棋子，听老师的指令从上往
下或从左往右，不同方向摆棋子，并说一说从上往下，从下
往上，从左往右，从右往左xx图案的棋子宝宝排在排在第几
位？或排在xx位置的棋子宝宝是谁？（教师可变换多种方式
提问，发展小朋友多向思维）。

延伸：让小朋友回家数数自己家在第几单元第几层，回来悄
悄告诉老师（加深对序数的理解）

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十三

9、10的形成

1、引导幼儿在操作过程中感知8添上1是9，9添上1是10，理
解9、10的形成。

2、培养幼儿认真倾听、细心观察的习惯。

3、引导幼儿对数字产生兴趣。

4、培养幼儿相互合作，有序操作的良好操作习惯。

1、ppt，数字1-10；



2、每组一份花片、一份蜡笔，每人一张操作单。

1、玩拍手游戏，看谁说的又快又准。

教师：小朋友，我问你，1添上1就是几？

幼儿：姚老师，告诉你，1添上1就是2

2、边拍手边依次出示数字1—8，集体认读。

1、出示ppt：

请仔细看看，图上都有什么？（小鸟，花，苹果）

请你们数数它们的数量都是几？（8只小鸟、9朵花、9个苹果）

2、操作ppt，数量发生变化（飞来一只鸟、开出一朵花、拿走
一个苹果）：

仔细看看，什么变化了？

引导讲述：8只小鸟添上1只就是9只小鸟；8朵花添上1朵花
是9朵花；9个苹果去掉一个是8个苹果。

3、追问：

那9去掉1就是几？（出示“8”，巩固认读）

8添上1是几？9添上1呢？（依次出示9、10，引导幼儿认读）

1、根据教师指令幼儿拿取相应数量的花片：

请拿出数字8的花片朋友——幼儿取8片花片并排成一排。

想一想怎样让8片花片变成9片？——鼓励幼儿边操作边讲述：



8片添上1片是9片

9片又怎么变成10片呢？10片去掉一片是几片？10去掉1就是
几？

2、介绍操作单，幼儿独立操作：

看看每座房子上的数字是几？再数一数对应房子里的实物数
量是多少，是不是一样？如果不是，请想办法变成一样多。

1、简单介绍操作结果，鼓励用简短的`语言讲述。

2、数字9除了表示9片积木，还可以表示什么东西也是9个呢？
数字10呢？

3、接着说数：教师随意说数字，幼儿接着说下去。

数学活动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个很愉快的课程，因为整节活动
中游戏的时间多，而且小朋友动手操作的机会比较多，但是
要让孩子们能真正的理解这节教学活动的内容，并做到熟练
掌握、灵活运用却不是那么容易。

掖之柳谷有开石焉，始见於建安，形成於黄初，文备於太和，
周围七寻，中高一仞。“秦牧《艺海拾贝·核心》:”有了一
定的压力作用，水才形成水柱，奔涌而出，出现了语言的喷
泉。"。

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十四

1、了解细胞分化形成组织，理解组织的概念。

2、识别人体和动物的四种基本组织的细胞特征。

3、说出绿色开花植物的主要组织。



通过观察归纳出陈述性知识，培养概念内化能力。

领悟结构和功能相互适应的重要原理。

1、重点：细胞分化、组织形成概念的掌握

2、难点：人体和动物的四大基本组织的细胞特征、功能及功
能与结构的相互适应

生物体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什么?一个成年人大约由60万亿
个细胞组成，而人是由一个细胞受精卵发育而来的。一个细
胞是怎样变成60万亿个细胞的呢?通过细胞分裂，可以使细胞
数目增多，但细胞分裂的结果是一个细胞变成两个相同的细
胞，而组成人体的细胞都一样吗?例如神经细胞、肌肉细胞、
骨细胞等等，它们的形状、结构、功能有很大的差异，这是
为什么呢?本节课我们就来探讨这些问题。(板书课题，出示
学习目标)

(自主探究)

师：阅读教材，回答下列问题：

1、 细胞分化的定义。

2、组织是如何形成的?

3、人和动物有哪四种基本组织?

4、植物体的主要组织是什么?

(合作探究)

师：借助小组的力量解决下列较为疑难问题：

1、人体四种基本组织的主要特征，主要分布位置和功能是什



么?

质疑互探：

师：就前面所学问题，同学们有什么疑问，请踊跃提出，我
们共同探讨解决。

生1：细胞分化与细胞分裂的区别?。

生2：结缔组织为什么分布最广?

1、生物体能够由小长大的主要原因是( )

a、细胞的分裂和体积增大 b、细胞数目的增多

c、细胞体积不断增大工业 d、营养状况的好坏

2、下列组织中，不属于植物主要组织的是( )

a、保护组织 b、 基本组织 c、上皮组织 d、分生组织

3、下列组织中，具有营养、连接、支持、保护功能的是( )

a、上皮组织 b、结缔组织 c、肌肉组织上 d、 神经组织

4、植物体的各种细胞在形态、结构和功能上有很大差异，与
其相关的是( )

a、细胞的分裂 b、细胞的分化

d、细胞的生长 c、细胞的增值

1：如果你的皮肤不慎被划破，你会感到疼，会流血。



这说明皮肤可能含有哪几种组织?(学生讨论后检查)

答案：皮肤分布在人体表面，有保护作用，说明皮肤中有上
皮组织，如果皮肤被划破，我们会感觉疼，说明皮肤中有神
经组织，皮肤划破会流血，说明皮肤中含有结缔组织。

师：同学们，本节课你都学到了哪些内容，你有什么体会、
感悟、和发现呢?

师总结：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知道了人和动物的四种基本
组织，以及植物体也有四种主要组织。

细胞分化形成组织

一、组织的形成及概念。

二、人和动物的基本组织活动观察人体几种常见的组织。

三、植物体的主要组织。

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十五

一、活动设计意图：

前几天的下午，突然下起了雨。有的孩子则特别兴奋，高声
叫到：“下雨了！下雨了！”有的孩子闷闷不乐的'说“：下
雨就没法出去玩了”，这时一个孩子提出了一个问题：“老
师，天空为什么会下雨呢？”孩子们的回答真是千奇百怪，
带着这个问题，我设计了这次的活动。

活动《雨从哪里来》选自主题十二《下雨了》

二、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发现问题，并积极探索自然现象的兴趣。

2、培养幼儿大胆推测、操作及细致观察的能力。

3、了解“蒸发”以及“雨是怎样形成的”等科学现象，知道
雨与人们的关系。

三、活动分析：

重点：通过幼儿的主动实验，了解雨形成的原因。

难点：在实验过程中让幼儿大胆操作，细致观察试验现象。

“雨的形成”这一问题对于5、6岁的幼儿来说比较抽象，不
容易弄明白，如果仅凭教师枯燥的讲述，幼儿被动的接受，
不但达不到活动目标，更让幼儿对这节活动产生厌烦，所以
我就让幼儿通过观察、操作简单的实验，自己得出结论，既
满足了他们的求知欲又让幼儿学会寻找问题，不怕困难，根
据问题难易程度来寻找答案。5、6岁的幼儿好动，对新鲜事
物、现象虽充满好奇，但往往沉不住气耐心的观察、探索，
所以，本活动的难点就是让幼儿大胆操作、耐心细致的观察。

四、活动准备：

1、雨的形成的课件：小水滴旅行记，雨声的录音

2、实验器材：酒精灯、试管、试管夹、玻璃片、夹子、水等

五、教学方法：

教学中我运用了实验法、讲述法、直观法，引导幼儿了解雨
的形成过程，活动中把枯燥的灌输、被动的接受为幼儿主动
的实验，大胆的推测、迁移的学习，从而自己得出结论。

六、活动过程：



（一）请幼儿听雨的声音，引出活动内容：

师：小朋友竖起你们的小耳朵仔细得听，这是什么声音呢？

幼儿：下雨的声音。

提出疑问：天上为什么会下雨呢？（允许幼儿充分想象和猜
测）

（二）引导幼儿了解雨的形成原因

1、教师介绍实验器材，教师操作实验，幼儿观察，了解“蒸
发现象”。

幼儿1：有气泡

幼儿2：有气从试管口冒出来。

幼儿3：有水蒸气

幼儿4：感到热了

总结：水热了就会有水蒸气，许多水蒸气向上跑的现象叫做
蒸发。

2）你在那里看见过水“蒸发”的现象？

（烧水、煮饭、晾衣服......）

（由于实验中需酒精灯，对幼儿的安全考虑所以使教师操作。
）

2、幼儿自己操作实验――观察水蒸气遇冷变成小水珠的现象。

幼儿1：玻璃片上有水



幼儿2：玻璃片上有气

（过了几分钟）

幼儿3：我发现玻璃片上有水珠

幼儿4：我发现玻璃片上的水珠掉下来了

（很多小朋友都发现了这个现象）

2）让幼儿思考：玻璃片上为什么会有小水珠呢？

共同得出结论：许多水蒸气在一块遇冷变成小水滴。

3、幼儿观看雨的形成的课件：小水滴旅行记，更深一步了解
雨的形成的原因。

请幼儿结合刚才的实验，再来说一说：雨的怎样形成的？

幼儿：水加热以后，形成了水蒸气，水蒸气渐渐多了，他们
抱在一起，当遇到冷空气，形成了小水珠，当他们快托不住
的时候，小水珠就落下来，这就是雨。

（三）引导幼儿了解雨与人类的关系：知道雨对人的好处与
危害。

（四）以古诗结束，通过雨联想到带雨字的古诗，让幼儿复
习、背诵。（《春晓》《夜雨寄北》）

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十六

1.运用案例理解工业联系、工业集聚和工业地域三个概念的
区别与联系，初步学会分析工业集聚的利与弊。

2.通过案例分析，提高运用联系的观点分析地理事物的能力，



培养创新意识。

3.由工业地域的形成认识我国大力发展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重
大意义。

【重点】

准确认识工业联系、工业集聚和工业地域三者之间的关系。

【难点】

能够联系实际说明工业地域的形成条件及发展特点。

环节一：导入新课

运用设疑导入法，通过多媒体展示两段关于辽宁鞍山钢铁公
司和大连开发区的资料，结合相应的图片，引导学生思考：
上述两个工业区都集中分布于某一地区内，原因是什么?通过
学生的回答，顺势导入新课。

环节二：新课讲授

【教师活动】通过多媒体展示“布匹生产过程示意图”，引
导学生观察。

【问题】

(1)布匹生产过程需要哪些环节?

(2)前后工序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学生回答】

(1)布匹的生产过程需要从棉花—纺织—织布—印染这四个环
节。



(2)工序之间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不能颠倒。

【教师总结】

工业生产的过程复杂，工序繁多，往往需要经过多家工厂的
加工才能完成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因此，在这些工厂之间
就存在着产品与原料的联系。一家工厂生产的产品是另一家
工厂的原料，这两家工厂之间就形成了工序上的工业联系。

【教师活动】教师通过多媒体出示“工业与基础设施联系示
意图”，引导学生观察。

【问题】

(1)图中企业是否存在上述的工序上的联系?

(2)它们聚集在一起的原因是什么?

【学生回答】

(1)与上述联系不一样，不存在工序上的联系。

(2)集聚在一起是为了共用基础设施。

【教师总结】

这些工厂之间虽然没有生产工序上的联系，但布局在同一个
工业区内，共同利用工业区的道路、供水、供电、通信等基
础设施以及其他生产、生活服务设施，或者共同利用当地廉
价的劳动力，形成了空间利用上的工业联系。例如我国许多
地方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是建立在这种工业联系基础上的。
因此工业联系包括生产工序上的联系和空间利用上的联系。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并思考问题。



【问题】

(1)找出工业集聚的含义。

(2)工业集聚的利与弊?

【学生】

(1)具有工业联系的一些工厂往往近距离地聚集起来，形成工
业集聚现象。

(2)好处是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取得规模效
益。弊端是加剧污染。

【教师总结】

(1)具有工业联系的一些工厂往往近距离地聚集起来，形成工
业集聚现象。

(2)好处：工业集聚可以加强企业间的信息交流和技术协作、
降低中间产品的运输费用和能源消耗，进而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取得规模效益。工业集聚还可以共同
利用基础设施，节约生产建设投资。例如，为了充分利用运
输设备，运输量大的工业企业往往在港口和铁路枢纽附近集
聚，为了共同利用廉价的能源，减少能源成本、耗电量大的`
冶金工业，会在大型水电站或火电站附近集聚等等。

弊端：集中将会使原来对发展工业有利的某些因素趋于消失;
企业间协作不便，无法共同辅助设施;投资大，运营费用高。
加剧工业污染，破坏环境。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并思考问题。

【问题】



(1)工业地域的概念是什么?

(2)工业地域是如何形成的?

(3)工业地域如何进行分类?

【学生活动】学科兴趣小组合作探究。

【教师总结】

(1)工业集聚而形成的地域称为工业地域。

(2)工业地域的形成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自发形成的工业地
域，是以生产工序上的工业联系为基础，以降低生产成本为
目的。第二种是规划建设的工业地域，有的出于同样的考虑，
有的则是在规划的工业用地上，先建成基础设施，再吸引投
资者建厂，形成空间和信息共同利用的工业联系。

(3)可以分为两种，发育程度高的，例如钢铁工业区、石油化
学工业区、汽车工业区等;发育程度低的，例如食品工业。

环节三：巩固拓展

回顾导入环节的问题，解决疑问。

小结：师生共同总结本节课内容。

作业：课后搜集自己生活的城市，有没有相关工业集聚的案
例，并分析原因。

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十七

活动目标：

1、让幼儿知道4添上1是5，5可以表示所有数量为5的物体。



2、培养幼儿边操作边讲述的习惯。

活动准备：

教具：水果图片、树叶图片若干学具：树叶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1、拍手游戏：现在请小朋友跟着马老师来玩拍手游戏

2、师：小朋友，马老师问你，1添上1是几?

幼：马老师，我告诉你，1添上1是2.

师：小朋友，马老师问你，2添上1是几?

3、看数字做动作：教师出示数字1--4，幼儿根据数字做相应
数量的动作)

4、接着说数：教师随意说数字，幼儿接着说下去，如：教师
说1，幼儿接着说2、3、4

二、学习5的形成

1、小朋友，秋天到了，看看都发生了什么变化。

2、苹果树上的果实成熟了，今天小狗要去摘苹果吃。我们看
看它摘了几个苹果，是怎么摘的教师扮演小黄狗，摘苹果，
先摘4个苹果。

小黄狗的苹果摘好了，我们来数数它一共摘了几个苹果?

小狗刚想走了，想起了要送一个苹果给小花狗吃，于是又回



去摘了1个苹果，现在我们来看看小黄狗一共摘到了几只苹果
吧!

教师带领幼儿一起说4个苹果添上1个苹果有5个苹果。

小黄狗一共摘了5个苹果。

3、秋天来了，树上的叶子也慢慢地变黄了，黄了的树叶会掉
到地上去，成了落叶。

教师演示一棵树上落下来了4片树叶。

接着又落下来了一片。

引导孩子说出4片落叶添上1片落叶有5片落叶。

4、以相类似的形式引导幼儿学习5的形成。

5、小朋友，4片落叶添上1片落叶有5片落叶，那我们就知道
了4添上1是5.

三、拾落叶

1、小朋友，秋天到了，你们也想去拾落叶吗?

2、教师为每张桌子发放好一定的落叶。

3、请你们跟着老师一起去拾落叶吧，但是老师有一个要求就
是要小朋友听老师的指挥，老师请你先拾几片，你就先拾几
片，然后拾几片，还要边操作边说你是怎么做的。

四、结束部分今天我们学习了4添上1是5。

请小朋友下了课找一找教室里、家里，都有什么数量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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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十八

活动目标：

1、画雨形成的循环图。

2、探究云和风的关系。

3、使幼儿对探索雨的形成感兴趣。

4、通过实际操作，培养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

活动准备：

课件《小水滴旅行》，云和风头饰，纸和蜡笔。

活动过程：

一、出示图。

小花，小草，小树，小鸟和小朋友都说太热了，要被晒干了。
帮他们想办法。

二、欣赏课件《小水滴旅行记》。

三、探究雨的形成。

1、下雨云帮了什么忙？（许多云聚在一起，负荷太重，变成
雨滴往下落）

2、云是怎么形成的？它们怎么会聚在一起？（水蒸汽往上升
变成了云，天空中有很大的风，吹得云很冷很冷，它们漂啊
漂就聚在一起了。）



3、水蒸汽是怎么形成的？（江河里的小水滴被太阳晒得暖暖
的，它们变成水蒸汽往上升）

四、画雨形成的循环图。

1、讨论。

2、分组合作画雨循环图。

五、游戏：云彩和风儿

幼儿演风和云。

扮演“风”的幼儿站在周围一圈，用力吹气，扮演“云”的
幼儿先表现出各自的形态，然后慢慢聚集在一起。当所有的
云聚在一起时，发出“哗啦啦”的雨声。

活动反思：

活动设计思路比较清晰、简单的，通过图片、欣赏课件、游
戏表演，一环紧扣一环，过渡也较自然，幼儿能随着老师的
思路，一步步接近主题。整个活动中，幼儿的表现可以说是
非常不错的。注意力都很集中，思维也很活跃，常规纪律自
觉遵守。大部分幼儿举手发言很积极，思维至始至终都跟随
着老师，当然也有极个别幼儿虽然做似端正，却没有主动发
言，他们应成为老师关注的焦点，要想办法调动他们的学习
积极性。

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十九

活动目标：

1.学习并认识数字7。



2.逐步掌握数字的小，学习正确判断7以内数的多少，感受7
以内数的实际意义。

3.教幼儿养成细心、认真的学习态度。

4.激发幼儿在集体面前胆表达、交流的兴趣。

活动准备：

1.课件。

2.7种动物贴片，每种动物数量从1开始递增。

3.香蕉卡片若干，每人一个魔法袋。

4.1~7数字贴片。

活动重点：

认识数字7并运用点数的方法感受7以内数字的组成。

活动难点：

正确理解7以内数字组成的方法。

活动过程：

一、教师带领幼儿做手指游戏“咕噜咕噜变1~6”初步引入课
堂。

二、播放课件。

教师：“小朋友们看，今天老师带你们来到了森林里，因为
今天森林里要举办文艺晚会。小朋友们猜猜森林里的文艺晚
会上会有哪些小动物参加呢?”幼儿自由作答。



三、依次出示7种动物贴片和数字贴片。

1.教师展示出1只小猫的贴片。教师：“小朋友们第一位参加
演出的小动物是谁?哦，是小猫，看看小猫有几只?”“嗯，
一只小猫我们用数字宝宝几表示?”教师出示数字1贴片。

2.教师出示2只小鸭子的贴片。教师：“小朋友们快看第二位
参加演出的'小动物是谁?哦，原来是小鸭子啊。数数看小鸭
子有几只?对，有2只，那我们应该用数字宝宝几表示?”教师
出示数字2贴片。教师：“小朋友们数数看，小鸭子比小猫多
了几只?”教师引导幼儿说出“1添上1是2,2去掉1是1。

3.教师依次出示动物(小松鼠、小狗、公鸡、小兔)贴片，带
领幼儿复习1~6的数字，并引导幼儿说出数与数之间的关系。

6.教师出示数字7贴片并播放幻灯片数字7。教师：”小朋友
们看，我们的数字7宝宝像什么啊?“引导幼儿说出像镰刀，
教学儿歌”7像镰刀割麦草“。

四、幼儿操作，象放香蕉。事先在每位幼儿跟前放1个魔法袋，
里面装有6个香蕉卡片。

1.教师：”小朋友们知道象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吗?它们要表演
单脚滚皮球的杂技，这个演出非常耗费体力，所以象表演之
前要吃饱肚子。小朋友们知道象喜欢吃什么吗?“幼儿自由作
答，最后给出答案，象最喜欢吃香蕉。

3.教师：”小朋友们，你们变好了吗?快看看你们的魔法袋里
有几块香蕉片啊?哦有6块，那小朋友们刚才数了象有几只
啊?“对，有7只象，那我们的6块香蕉片够不够啊?不够的话
我们还要再拿几个香蕉片就够7只象吃了?”引导幼儿说出再
摆1块香蕉片。

4.每一张桌子上摆放有一个放香蕉片的盒子。教师：“小朋



友们看，你们的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个放香蕉片的盒子，那是
老师花了好力气变出来的香蕉片，有好多呢!我们就从盒子里
再取出香蕉片给象吃吧!小朋友们先说说看现在你们有6块香
蕉片要再从盒子里取几个香蕉片才能把它们变成7块香蕉片
啊?”引导幼儿说出再拿1块香蕉片出来。

5.教师：“哎呀，有一只象它跟老师讲说它已经吃过饭了，
它要先去摆放道具了，那小朋友们数数看，走掉一只象还剩
几只象啊?对，剩6只象，那6只象它们一共需要几块香蕉片
啊?对，需要6块，而我们盘子里现在有几块?对，7块，那我
们应该取掉几块?是的，取掉1块香蕉!”引导幼儿总结说
出：“6填上1变成了7,7取掉1变成了6。”

五、数数看。

1.播放课件，并把刚才取掉的一只象放回来。教师：“好啦，
小朋友们，刚才去摆放道具的象已经回来了，我们的小动物
们也准备好了，让我们一起去文艺晚会的现场看看我们能发
现什么东西，然后来数数看哪些东西的个数是和我们新认识
的数字宝宝7一样。”

2.依次展示幻灯片，引导幼儿熟练说出“6填上1是7,7取掉1
是6。”

3.教师：“哇，这么多小动物准备了节目，我们的小朋友是
不是也有节目表演给家啊!好，我们小朋友把学习了的数字带
到数字歌里表演送给家好不好!好，数字歌，小手准备!”

六、将幼儿带出活动场地，活动结束。

小朋友看，小动物们有话跟你们讲，哦它们呀说欢迎小朋友
们来观看文艺晚会，让我们快点去看!走吧，把小板凳带着我
们快去看表演吧!



尿的形成教案实施思路篇二十

一、活动名称：

雨从哪里来

二、活动目标：

1、让幼儿了解“雨是怎样形成的”科学现象，知道下雨前的
现象以及雨与人们的关系。

2、激发幼儿发现问题，并积极探索自然现象的兴趣。

3、培养幼儿大胆推测、操作及细致观察的能力。

三、活动准备：

课件：小雨点旅行记、雨的形成

雨点、浪花、冰雹、雪花、雾、雷、电、露珠、太阳和大风
等图片4套

四、活动过程：

(一)、导入部分：

1、小朋友，请你们闭上眼睛听听是什么声音……

(放录音：打雷下雨的声音)

(二)、故事欣赏《小雨点旅行记》(播放课件)注意故事中的
修饰性词语

讨论思考：



1、小雨点住在哪里，是谁帮助小雨点去旅行的，又是谁帮助
小雨点回家的?

2、引导幼儿梳理小雨点的旅行过程，并根据故事内容对旅行
过程排序。

(三)、加深理解雨的形成

1、听了故事，小朋友现在知道雨是从哪里来的吗?我们来看
《雨的形成》

(播放课件――雨的形成)

2、动手操作：排一排

请幼儿按自己的理解，把用图片把雨的形成过程排出来，并
鼓励幼儿大胆发言表述

(四)、活动延伸：下雨前的现象

1、思考：引导幼儿说说下雨前的有哪些现象

小朋友现在知道为什么会下雨了，那你们怎么才能提前知道
要下雨了呢?(下雨前的征兆)

2、放课件――下雨前

3、幼儿讨论，教师小结

燕子低飞要下雨，青蛙高唱要下雨

鱼游水面要下雨，蚂蚁搬家要下雨等

小结：生活中小朋友要注意多动脑筋，多思考，多观察，一
定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



(五)、结束部分：欣赏歌曲《雪花和雨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