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约用水教案中班反思 中班社会节约用
水教案(优秀8篇)

通过制定一年级教案，教师可以更好地控制教学进度，确保
教学任务的完成。希望大家能够善用这些安全教案范文，为
我们的教学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

节约用水教案中班反思篇一

1、让幼儿认识水的有关性质及水的用途。

2、萌发幼儿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3、发展幼儿的观察和语言表达能力。

教学重点：让幼儿认识水的有关性质及水的用途。

教学难点：发展幼儿的观察和语言表达能力。

实验用的小瓶、杯子、颜料、可乐、醋、透明的塑料细软管。

被污染水的挂图。

1、引题：

（1）师：你口渴的时候，首先想到了什么？

（2）你手脏的时候怎么办？

（3）你见过什么地方有水？

2、实验、示范：

（1）小瓶里放入颜料，让幼儿观察。



（2）杯子里分别放入醋、水、可乐让幼儿闻一闻，品尝一下。

（3）盆子里的水倒入杯子里。

3、幼儿分组实验，得出结论：

（1）水是流动的（2）水是没有颜色的（3）水是透明的（4）
水是无味的

4、师：你们知道水有哪些用途？

幼儿讨论总结（1）日常生活中用水（2）生产建设中的用水
（3）动植物的用水。

5、师：水分淡水、咸水两部分，而淡水的用途非常大，地球
上的淡水正在减少，应知道并告诉你周围的人节约用水。

节约用水教案中班反思篇二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环境教育"已走进课堂,幼
儿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幼儿作为21世纪的主
人，有必要让他们尽早接受环境保护的启蒙教育。而且今年
冬季以来，玉溪气候干旱，很长时间都没有降雨，水资源会
越来越贫乏。所以，结合以上这些原因及特点，我设计了这
一教学活动《节约用水》。

1、知道人类生活和动植物都离不开水。

2、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有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一盆干枯的花、一盆水、抹布、录音机；活动前教师关掉盥
洗室的水闸。

一、看一看，想一想：



1、请一名在美工区做完手工的幼儿，发现该幼儿手脏了，都
是颜色……老师：“那好，待会儿，我们来帮你解决这个问
题。”

2、老师：“前几天下了场雨，把我们班的玻璃都弄脏了，溅
上了些泥点，待会儿，我想请位小朋友想个办法，能不能把
玻璃变得像原来一样清洁呢？”

3、保育员老师搬上一盆打蔫儿的花，问：“小朋友你们看，
放了几天假，咱们班这盆花怎么变成这样了，叶子都……
（颜色怎样，请幼儿上来摸土的感觉）”幼儿：“好像生病
了，快死了。”老师：“那我们快帮帮它，把它救活吧！”

4、老师请三个小朋友分别去完成那三个任务，想个办法把问
题解决（引导幼儿去用水解决，并发现水没有了。）

二、说一说，听一听。

1、教师首先表现出很着急（表情、动作），引导启发幼儿，
想想为什么水没有了？可能是流干了！

2、教师问保育老师：“您知道为什么没有水了吗？”
保：“哦，关于这件事呀！早晨来园时我看到水管滴答、滴
答地漏，足足漏满了一盆，而且小水滴还跟我说了许多话
呢！”教师：“说的是什么呢？小朋友你们想不想知道
呀？”（想……）保：“那好，现在就请小朋友听一听我和
小水滴之间的一些对话吧！”（出示一盆水、放录音）

3、教师：“哦，原来是这样呀！”提问：

1）为什么没有水了？

2）这盆水是从哪来的？



3）你们看小水滴这么的生气、伤心，我们怎么才能让小水滴
不伤心，不生气呢？（启发幼儿做错事后应该怎样，并表示
不再浪费水了，要节约用水）

三、做一做，试一试。

1、启发幼儿用滴漏的那盆水把刚才没水无法做的事做完，谈
一谈感受，强化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2、讨论：

1）在平时如何做节约用水的好孩子？

2）我们班小朋友都懂得要节约用水了，那么我想请你们回家
后想个好办法，让全国的小朋友都像你们一样做节约用水的
好孩子。

3、打开水闸，老师：“刚才我们也向小水滴道歉，并且保证
以后要节约用水，不再浪费了，小水滴应该不会伤心了，是
不是已经原谅我们了呢？现在我们去盥洗室找一找水吧”。

节约用水教案中班反思篇三

培养幼儿从小要有节约用水的好习惯，有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盆干枯的花

盆水

抹布

录音机

一、看一看，想一想：



游戏结束后教师引导幼儿发现几个问题，总结活动区的活动。

1、请一名幼儿回答她在美工区都做了些什么？在幼儿坐下时，
教师提问：“请等一下，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请把你的手举
起来，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什么没有？”（幼儿回
答：“手脏了，都是什么颜色”）老师：“那好，待会儿，
我们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2、老师：“前几天下了场雨，把我们班的玻璃都弄脏了，溅
上了些泥点，待会儿，我想请位小朋友想个办法，能不能把
玻璃变得像原来一样清洁呢？”

3、这时，保育员老师搬上一盆打蔫儿的花，问：“小朋友你
们看，放了几天假，咱们班这盆花怎么变成这样了，叶子都-
--（颜色怎样，请幼儿上来摸土的感觉）”幼儿：“好象生
病了，快死了。”老师：“那我们快帮帮它，把它救活
吧！”

4、老师请三个小朋友分别去完成那三个任务，想个办法把问
题解决（引导幼儿去用水解决，并发现水没有了。）

二、说一说，听一听

1、教师首先表现出很着急（表情、动作），引导启发幼儿，
想想为什么水没有了？可能是流干了！

2、教师问保育员老师：“您知道为什么没有水了吗？”
保：“哦，关于这件事呀！早晨来园时我看到水管滴答、滴
答地漏，足足漏满了1盆，而且小水滴还跟我说了许多话
呢！”教师：“说的是什么呢？小朋友你们想不想知道
呀？”（想---）保：“那好，现在就请小朋友听一听我和小
水滴之间的一些对话吧！”（出示1盆水、放录音）

3、教师：“哦，原来是这样呀！”



提问：

1）为什么没有水了？

2）这盆水是从哪来的？

3）你们看小水滴这么的生气、伤心，我们怎么才能让小水滴
不伤心，不生气呢？

（启发幼儿做错事后应该怎样，并表示不再浪费水了，要节
约用水）

三、做一做，试一试

1、启发幼儿用滴漏的那盆水把刚才没水无法做的事做完，谈
一谈感受，强化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2、讨论：

1）在平时如何做节约用水的好孩子

2）我们班小朋友都懂得要节约用水了，那么我想请你们回家
后想个好办法，让全国的小朋友都像你们一样做节约用水的
好孩子。

3、打开水闸，老师：“刚才我们也向小水滴道歉，并且保证
以后要节约用水，不再浪费了，小水滴应该不会伤心了，是
不是已经原谅我们了呢？现在我们去盥洗室找一找水吧！”

节约用水教案中班反思篇四

做节约用水的好孩子

养幼儿有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1盆干枯的花、1盆水、抹布、录音机

(活动前教师关掉水闸)

一、看一看，想一想：游戏结束后教师引导幼儿发现几个问
题，总结活动区的活动。

1、请一名幼儿回答她在美工区都做了些什么?在幼儿坐下时，
教师提问：“请等一下，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请把你的手举
起来，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什么没有?”(幼儿回答：“手
脏了，都是颜色----”)

老师：“那好，待会儿，我们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2、老师：“前几天下了场雨，把我们班的玻璃都弄脏了，溅
上了些泥点，待会儿，我想请位小朋友想个办法，能不能把
玻璃变得像原来一样清洁呢?”

3、这时，保育员老师搬上一盆打蔫儿的花，问：“小朋友你
们看，放了几天假，我们班这盆花怎么变成这样了，叶子都-
--(颜色怎样，请幼儿上来摸土的感觉)”幼儿：“好象生病
了，快死了。”老师：“那我们快帮帮它，把它救活吧!”

4、老师请三个小朋友分别去完成那三个任务，想个办法把问
题解决(引导幼儿去用水解决，并发现水没有了。)

二、说一说，听一听

1、教师首先表现出很着急(表情、动作)，引导启发幼儿，想
想为什么水没有了?可能是流干了!

2、教师问保育员老师：“您知道为什么没有水了吗?”
保：“哦，关于这件事呀!早晨来园时我看到水管滴答、滴答
地漏，足足漏满了1盆，而且小水滴还跟我说了许多话呢!”



教师：“说的是什么呢?小朋友你们想不想知道呀?”(想---)

保：“那好，现在就请小朋友听一听我和小水滴之间的一些
对话吧!”(出示1盆水、放录音)

3、教师：“哦，原来是这样呀!”

提问：

1)为什么没有水了?

2)这盆水是从哪来的?

3)你们看小水滴这么的生气、伤心，我们怎么才能让小水滴
不伤心，不生气呢?

(启发幼儿做错事后应该怎样，并表示不再浪费水了，要节约
用水)

三、做一做，试一试

1、启发幼儿用滴漏的那盆水把刚才没水无法做的事做完，谈
一谈感受，强化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2、讨论：

1)在平时如何做节约用水的好孩子

2)我们班小朋友都懂得要节约用水了，那么我想请你们回家
后想个好办法，让全国的小朋友都像你们一样做节约用水的
好孩子。

3、打开水闸，老师：“刚才我们也向小水滴道歉，并且保证
以后要节约用水，不再浪费了，小水滴应该不会伤心了，是
不是已经原谅我们了呢?现在我们去盥洗室找一找水吧!”



节约用水教案中班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培养幼儿从小要有节约用水的好习惯，有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活动准备：

1盆干枯的花1盆水抹布录音机

活动过程：

一、看一看，想一想：游戏结束后教师引导幼儿发现几个问
题，总结活动区的活动。

1、请一名幼儿回答她在美工区都做了些什么？在幼儿坐下时，
教师提问：“请等一下，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请把你的`手举
起来，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什么没有？”（幼儿回
答：“手脏了，都是颜色——”）老师：“那好，待会儿，
我们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2、老师：“前几天下了场雨，把我们班的玻璃都弄脏了，溅
上了些泥点，待会儿，我想请位小朋友想个办法，能不能把
玻璃变得像原来一样清洁呢？”

3、这时，保育员老师搬上一盆打蔫儿的花，问：“小朋友你
们看，放了几天假，咱们班这盆花怎么变成这样了，叶子
都——（颜色怎样，请幼儿上来摸土的感觉）”幼儿：“好
象生病了，快死了。”老师：“那我们快帮帮它，把它救活
吧！”

4、老师请三个小朋友分别去完成那三个任务，想个办法把问
题解决（引导幼儿去用水解决，并发现水没有了。）



二、说一说，听一听

1、教师首先表现出很着急（表情、动作），引导启发幼儿，
想想为什么水没有了？可能是流干了！

2、教师问保育员老师：“您知道为什么没有水了吗？”
保：“哦，关于这件事呀！早晨来园时我看到水管滴答、滴
答地漏，足足漏满了1盆，而且小水滴还跟我说了许多话
呢！”教师：“说的是什么呢？小朋友你们想不想知道
呀？”（想——）保：“那好，现在就请小朋友听一听我和
小水滴之间的一些对话吧！”（出示1盆水、放录音)

3、教师：“哦，原来是这样呀！”

提问：1）为什么没有水了？

2）这盆水是从哪来的？

3）你们看小水滴这么的生气、伤心，我们怎么才能让小水滴
不伤心，不生气呢？

（启发幼儿做错事后应该怎样，并表示不再浪费水了，要节
约用水）

三、做一做，试一试

1、启发幼儿用滴漏的那盆水把刚才没水无法做的事做完，谈
一谈感受，强化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2、讨论：

1）在平时如何做节约用水的好孩子

2）我们班小朋友都懂得要节约用水了，那么我想请你们回家
后想个好办法，让全国的小朋友都像你们一样做节约用水的



好孩子。

3、打开水闸，老师：“刚才我们也向小水滴道歉，并且保证
以后要节约用水，不再浪费了，小水滴应该不会伤心了，是
不是已经原谅我们了呢？现在我们去盥洗室找一找水吧！”

2光说不做的狐狸故事活动

一）、活动目标：

1、帮助幼儿理解故事主要内容，并能用响亮的声音、较完整
的语言讲话。并有礼貌讲话的意识。

2、培养幼儿的倾听习惯，知道不能随意打断别人的谈话；发
展他们的想象力。

3、培养幼儿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和表现力。

（二）、活动准备：

1、与故事相关的图画、头饰、道具等。

2、本班幼儿排好的情景表演。

3、布置好的情景场地。

（三）、活动过程：

1、导入活动，吸引幼儿。出示狐狸。“你们喜欢狐狸吗？为
什么？”“今天这只狐狸跟以往的不一样，到底是哪里不一
样呢？我们来听故事《光说不做的狐狸》就知道了。”

2、幼儿欣赏故事，熟悉理解故事。

（1）幼儿欣赏故事，说说故事中的狐狸是怎么样的。（引导



幼儿说出它说话不算话，只知道说却不做。并说说自己有没
有光说不做的时候。）

（2）幼儿观看情景表演，初步理解故事。

（3）先后出示三幅图画，帮幼儿回忆故事中角色的对话、动
作。进一步熟悉理解故事。

3、幼儿自选头饰表演，体验故事中角色的情感。

指导语：看了他们的表演，你们想不想也来玩一玩呀？

4、玩游戏“小动物种菜”。

(1)引起幼儿游戏的兴趣。指导语：大象伯伯家有很大一片的
菜地，是空空的。他想请小动物帮帮他，让他的地里种上各
种各样的瓜果蔬菜。你们觉得可以种什么呢？（幼儿说说）

(2)交代游戏玩法：说完自己想种什么后，去拿一样工具一些
种子到菜地里去种。先用铲子翻翻地，再浇水，最后撒种子。
几名幼儿与教师一起扮狐狸。秋天到了，小动物去收获果实，
用礼貌的语言请客人吃自己的东西。

5、活动结束，收拾场地。

附故事：(光说不做的狐狸)

春天到啦，小动物们都忙着种菜种瓜。只有狐狸动荡荡西逛
逛，什么事情也不愿意做。

这天，他来到熊大哥家门口，看见熊正正准备刨地。他走过
去问：“哟，熊大哥，你准备种什么呢？”熊说：“是你呀，
狐狸，我打算种红薯，你准备种什么呢？”狐狸拍了拍胸膛
说：“我想种一大片西瓜，夏天吃西瓜，又甜又解渴。到时
候我送你一个。”



与熊说了再见，狐狸又来到山羊姐姐的家门口。看见山羊正
准备浇水。他走过去问道：“哟，山羊姐姐，你准备种什么
呀”山羊说：“噢，我打算种白菜。你准备种什么呀？”狐
狸摇头晃脑的说：“我想种人参，多有营养啊。到时候我送
你一支。”

离开山羊的家，狐狸又来到小兔子家门口。小兔子正在家门
口的地里撒种子。狐狸走过去问：“小兔子，你在种什么
呀？”小兔子说：“我在种萝卜。你准备种什么呀？”狐狸
神气的昂着头说：“我想种草莓，又酸又甜真好吃，到时候
我送你一篮。”

其实呀，狐狸根本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嘴里说说罢了。

一转眼秋天到了。熊带来他种的红薯，对狐狸说：“狐狸狐
狸，我请你吃红薯。”山羊带来他种的白菜，对狐狸
说：“狐狸狐狸，我请你吃白菜。”小兔子带来他种的红萝
卜，对狐狸说：“狐狸狐狸，我请你吃红萝卜。”可狐狸什
么也没有种，他低下头说：“谢谢你们，真不好意思。我没
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吃的。”

山羊姐姐走上去拍拍狐狸的肩膀说：“小狐狸，光说的好是
不行的，还要真正做的好啊！

节约用水教案中班反思篇六

1、知道水的重要性。

2、讨论节约用水的方法，培养节约用水的意识。

1、有关水的声音的`录音。

2、《美丽村》幼儿用书或电子书第18页。



3、大图画纸。

1、播放水的声音的录音片段，例如冲马桶声、雨声、水龙头
流水声等，让幼儿猜猜是什么声音。

2、请幼儿说说水的重要性。（人、动物和植物都要水来维持
生命，洗东西、煮饭做菜也要用水等。）

3、出示《美丽村》幼儿用书或电子书第18页，与幼儿讨论：

河马先生洗澡的方法对吗？为什么？

熊妈妈忘记了什么？

河马先生和熊妈妈应该怎样做？

你也像他们一样浪费过水吗？

有什么方法可以节约用水？

4、老师帮助幼儿把节约用水的方法写在大图画纸上。

5、可让幼儿在纸上加画图案，制作“节约用水承诺书”，然
后一起签名。老师可以请幼儿关注生活的细节，例如电子感
应水龙头会自动出水和关水；座便器的冲水按钮有两个，一
个可以冲大量的水，一个可以冲少量的水，这些都能节约用
水。

能说出水的重要性。

能说出节约用水的方法。

节约用水教案中班反思篇七

综合应用节约用水是结合前面学过的量的计量、统计等知识



设计的。旨在通过测量等操作活动，一方面让学生经历收集、
整理、分析数据的过程；另一方面促使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
数学知识、技能和方法科学地认识日常生活中水资源浪费的
问题。此外，还可让学生积累节约用水的方法，加强环保意
识。

节约用水活动由四个部分组成。

1．收集信息。

通过黑板报的形式给出地球水资源的一些统计信息，通过这
些信息让学生认识到我国水资源匮乏，帮助学生认识到节约
用水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收集相关的信息：

（1）观察生活中浪费水的现象，实际调查一下学校或家里漏
水水龙头的数量。

（2）选择其中一个漏水的水龙头，测量出它一定时间漏水的
量。

（3）通过多种途径收集节约用水的资料。

2．分析数据。

小组同学合作对收集到的一定时间水龙头漏水的量进行测量
分析，计算出水龙头每分钟漏水的速度。然后，对各组的分
析结果进行比较，并针对比较的结果进行小组讨论，收集到
的水龙头漏水速度不一样，怎样表示全班同学调查到的水龙
头漏水的一般水平比较恰当。

3．解决问题。

在上述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解决教材75页中提出的问题，帮
助学生对生活中浪费水的现象有一个客观而量化地认识。



4．提出方案。

对课前收集的节约用水的资料进行讨论交流，提出具体的节
约用水的方案，加强学生的环保教育。

1．这部分内容可用1课时进行教学。

2．本综合应用需要教师提前以黑板报或课前作业的形式让学
生对我国水资源的情况进行了解，让学生对我国水资源的匮
乏有较为深刻地认识，激发他们对生活中浪费水的数量进行
考察的兴趣。

3．教师需要提前安排学生选择一个漏水水龙头，收集其一定
时间内漏水的数量。提醒学生选择盛水容器时，应该尽量选
用不仅能方便大家观察所盛的水量，还要便于测量容积的容
器。

4．课堂上，可先让学生交流观察到的生活中浪费水资源的现
象，并展示收集到的漏水水龙头一定时间的漏水量。然后小
组合作，运用已经学习的测量等相关知识计算出漏水水龙头
每分钟的漏水量，并以小组为单位汇报测量的方法、过程以
及结果。在学生汇报后，老师可通过提问：我们班调查到的
水龙头漏水速度是多少呢？引起学生的思考收集到的水龙头
漏水速度不一样，那么怎样表示全班的调查结果更有代表性
这一问题，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统计学知识选择恰当的指标，
并在此基础上解决75页第1题。

节约用水教案中班反思篇八

. 知道水的重要性。

. 讨论节约用水的方法，培养节约用水的意识。

活动准备



. 有关水的声音的录音。

. 《美丽村》幼儿用书或电子书第 18 页。

. 大图画纸。

活动过程

学习领域：

形式 ：小组

1. 播放水的声音的录音片段，例如冲马桶声、雨声、水龙头
流水声等，让幼儿猜猜是什么声音。

2. 请幼儿说说水的重要性。( 人、动物和植物都要水来维持
生命，洗东西、煮饭做菜也要用水等。)

3. 出示《美丽村》幼儿用书或电子书第 18 页，与幼儿讨论：

. 河马先生洗澡的方法对吗?为什么?

. 熊妈妈忘记了什么?

. 河马先生和熊妈妈应该怎样做?

. 你也像他们一样浪费过水吗?

. 有什么方法可以节约用水?

4. 老师帮助幼儿把节约用水的方法写在大图画纸上。

5. 可让幼儿在纸上加画图案，制作“节约用水承诺书”，然
后一起签名。老师可以请幼儿关注生活的细节，例如电子感
应水龙头会自动出水和关水;座便器的冲水按钮有两个，一个



可以冲大量的水，一个可以冲少量的水，这些都能节约用水。

活动评价

. 能说出水的重要性。

. 能说出节约用水的方法。

活动建议：

. 老师可搜集生活中节约用水的标志，展示给幼儿看，给幼
儿讲讲这些标志的意思。提醒幼儿不仅要在家里节约用水，
在公共场合也要注意节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