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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主题《谁的脚印》⼩班科学教学活动设计，在教学活动中幼⼉通过观察

讨论⾃⼰的脚的外形与功能，再利⽤幼⼉对⼤⾃然的兴趣，认识不同动物的脚印

及功能，⽤幼⼉感兴趣的“连⼀连”，巩固所学到的知识，通过直接感知、亲身体

验和实际操作，引导孩⼦科学学习。主要运⽤的⽅法有直观教学法、观察法、讨

论法、操作法。核⼼在于帮助孩⼦积累经验，并运⽤到新的学习活动中，形成终

身学习的态度和能⼒。

关键词：幼⼉；探究；教师；科学。

Abstract

Design of small class science teaching activity for the theme “Whose Footprints”

children discuss the appearance and function of their feet by observing them, and

use their interest in nature to understand the footprints and functions of different

animals. They consolidate the knowledge they have learned through direct perception,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by using the “connection” they are

interested in.

Key words:Infant；explore；teacher；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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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脚印》⼩班科学活动设计
⼀、设计思路

（⼀）选题缘由

科学活动作为幼⼉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能够丰富幼⼉的知识⼒,⽽且还

能够让幼⼉认识到⼈与⼤⾃然的密切联系,能够让幼⼉更清楚的看到⽣活中的美

好,能够为幼⼉更多内容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在《3-6岁⼉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中，3-4岁⼉童的科学探究⽬标在学习与发展⽬标中提出：感知和发现周围物体

的形状是多样的，对许多不同的形状感兴趣；能注意物体⽐较明显的特征，并⽤

⾃⼰的语⾔描述。著名教育家杜威说过,早期发芽尤其可贵，它引导孩⼦沿着最

初⾃然倾向的路径，固定孩⼦的基本习惯，决定以后能⼒的倾向。

在幼⼉⼀⽇⽣活中，发现幼⼉对⼩动物⼩动物的叫声、形状特点、⽣活习性

很感兴趣，都很⾃然的渗透在⽇常⽣活中，像⼩猫轻轻地⾛路，像袋⿏蹦蹦跳，

像⼩⽩兔爱吃⻘菜。由此设计了关于动物的活动，认识⼩动物们的脚印，贴合⽣

活实际，提⾼孩⼦的洞察能⼒、探究能⼒、灵活能⼒等多⽅⾯的能⼒。

（⼆）对象分析

⼩班幼⼉发展特点：3岁之后孩⼦们的和活动从本质上改变了，并被划⼊了

⼉童保育的新社会。3-4岁的孩⼦已被动机为能预测游戏的可能性，并且能够表

达⾃⼰的愿望、与他⼈交流。喜欢触碰⼤⾃然对周围的事物感兴趣仔细观察你感

兴趣的事物，找到你⾃⼰的特⾊，可以找到多样性。在活动中更有活⼒，在动作

上更容易发展，能够进⾏各种有趣的活动。

我班幼⼉对于周围事物很好奇，喜欢探索，但⼩班幼⼉的特点是先做再想，

⽽不是先想再做，例如：幼⼉拿着⼀⽀笔在画画，画的什么也不去想，发现⾃⼰

画了⼀个⼤圆圈，于是就说“我的苹果”，针对这⼀特点，发现幼⼉对事物的观察

能⼒⽐较敏感，知道物体的显著特征，没有明确的观察⽅法。

（三）活动内容的选择与编排

1.活动内容的选择

活动选材从幼⼉的实际⽣活出发，符合幼⼉的年龄特点以及最近发展区，对

幼⼉来说⼜熟悉⼜能获得经验；通过《谁的脚印》活动，不仅更加了解⼩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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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增进了观察⽅法，发展观察能⼒，为将来的科学探究奠定基础。

2.活动内容的编排

（四）教法、学法的使⽤

1.教师的教法

观察法：通过 PPT图⽚，幼⼉观察四种脚印的特点与不同之处，与同伴表述

⾃⼰的想法，联系实际⽣活，猜想⼩动物的脚印像什么。

操作法：幼⼉利⽤已学习过的知识经验，在操作卡上与同伴⼀起把脚印进⾏

配对，对活动内容进⾏巩固。

2. 幼⼉的学法

体验式学习法：在整个活动中，幼⼉作为活动的主体，对⼩动物的脚印进⾏

讨论，让幼⼉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实际操作，融⼊到⽇常⽣活中，巩固⾃⼰的

对动物脚印的经验。

视听结合学习法：根据幼⼉视觉敏感的特点，利⽤视听结合学习法，通过

PPT播放的⼩动物脚印，从⽽让幼⼉根据形状联想到梅花、枫叶等植物，活动最

后⽤⼿指游戏《脚印》，让幼⼉在⾳乐视频中不知不觉就巩固了经验。

活动内容活动内容活动内容 活动时⻓活动时⻓活动时⻓

开始部分开始部分开始部分 谈话导⼊并带⼊情景 1分钟

基本部分基本部分基本部分

认识四种⼩动物的脚印 9分钟

指导操作卡进⾏配对 3分钟

组织⼿指游戏《脚印》 1分钟

结束部分结束部分结束部分
教师总结 1分钟

总时⻓总时⻓总时⻓ 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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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案

（⼀）活动⽬标

1、情感⽬标：喜欢并爱护⼩动物，对⼤⾃然产⽣喜爱之情。

2．认识⽬标：认识四种⼩动物的脚印，⼤胆表达⾃⼰的想法。

3．能⼒⽬标：通过观察和⽐较，区分鸭⼦和⼩鸡脚印的不同之处。

（⼆）活动重点、难点

1、活动重点：认识四种⼩动物的脚印。

2、活动难点：区分⼩鸡、⼩鸭的脚。

（三）活动准备

1、物质准备：ppt课件、⼿指游戏⾳频、操作卡。

2、经验准备：幼⼉认识常⻅的动物和不同的形状。

3、环境准备：创设⾃由的氛围，良好的同伴关系与师⽣关系，教师⼤⽅的

教态。美⼯区投放的有关动物材料。

（四）活动过程

1、开始部分

（1）谈话导⼊活动，引⼊主题

（2）师：⼩朋友们看看这些是什么动物？那有没有观察过⼩动物们的脚印

是什么样⼦呢？今天⽼师带来了⼏位动物朋友，我们⼀起来看看它们的脚印是什

么形状吧！

2、基本部分

（1）认识四种⼩动物的脚印，发现脚印的不同之处

①认识⼩鸡的脚印

师：咦，这⾥有⼀些脚印，这是谁的呢，我们⼀起观察这些脚印像什么，请

幼⼉说⼀说看到的脚印是什么样的，和⼩朋友⼀起说⼀说：⼩鸡的脚印像⽵叶。

我们⼀起邀请⼩鸡吧：欢迎⼩鸡!

总结：⼩鸡的脚印⼩⼩的、尖尖的，并且分开在脚趾之间，⼩鸡的脚印像⽵

叶。

②认识⼩鸭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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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哇，这⾥有⼀些脚印，他们是谁的？教师与幼⼉⼀起观察，请幼⼉说⼀

说看到的脚印是什么形状，和⼩朋友⼀起说:⼩鸭的脚印像枫叶。我们⼀起邀请

⼩鸭吧：欢迎⼩鸭!（请幼⼉说）

总结:⼩鸭的脚印宽宽的，脚趾之间是合拢的，⼩鸭的脚印像枫叶。

③认识⼩狗的脚印

师:这⾥⼜发现了⼀些脚印，仔细观察是谁的？请幼⼉互相讨论，说⼀说脚

印的形状，是谁的脚印，和⼩朋友⼀起说⼀说：⼩狗的脚印像梅花。我们⼀起邀

请⼩狗吧：欢迎⼩狗！（请幼⼉说）

总结:⼩狗的脚印圆圆的，有⼤圆和⼩圆，⼩狗的脚印像梅花。

④认识⼩⻢的脚印

师:看，这些脚印⽐较⼤，那是谁的呢？幼⼉讨论，说⼀说这些脚印可能是谁

的，和⼩朋友⼀起说⼀说：⼩⻢的脚印像⽉⽛。我们⼀起邀请⼩⻢吧:欢迎⼩⻢!

总结:⼩⻢的脚印弯弯的，⼤⼤的，⼩⻢的脚印像⽉⽛

（2）巩固所认识的脚印，给脚印们“连⼀连”

①巩固知识:刚刚我们认识了四种⼩动物的脚印，⼩鸡的脚印像⽵叶，⼩鸭

的脚印像枫叶，⼩狗的脚印像梅花，⼩⻢的脚印像⽉⽛。那怎么区分⼩鸡和⼩鸭

的脚印呢？

②幼⼉讨论，请个别幼⼉回答

（3）分发操作卡，进⾏配对

师:现在请⼩朋友们为⼩动物们找⼀找⾃⼰的脚印吧，找到后进⾏连线。

①幼⼉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②展示幼⼉操作成果，幼⼉互相评价

3、结束部分

（1）观看视频，⼿指游戏《脚印》

师：每位⼩动物都有不同的脚印，我们⼀起来玩⼀玩⼿指游戏，名字叫《脚

印》。⼤地⼀⽚⽩，脚印串串踩，⼩鸡踩⽵叶，⼩鸭踩枫叶，宝宝脚印美，扇⼉

⼀排排。

（2）师幼共同表演，结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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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动延伸

1、区⻆活动：益智区投放不同脚印的图⽚，请幼⼉猜⼀猜是谁的脚印；美

⼯区投放画笔、卡纸、油画棒、超轻黏⼟等材料，请有画⼀画或者做⼀做⾃⼰喜

欢的脚印；图书⻆投放有关脚印的书。

2、家园共育：请家⻓带领幼⼉⼀起认识不同动物的脚印；亲⼦共读绘本《谁

的脚印》；亲⼦游戏《⼤脚印⼩脚印》

3、其他领域活动：绘本故事《谁的脚印》；体育游戏《⼩脚蹦蹦跳》；科学活

动《脚印消失了》；健康活动《⼩脚的作⽤》；⾳乐游戏《⼩脚⾛⼩脚停》。

（六）活动反思

1、活动亮点

（1）活动设计⽅案的亮点：

活动选材贴近幼⼉⽣活，让幼⼉在⽣活中学习，在学习中⽣活，符合幼⼉年

龄特点与⽣活经验；⽀持孩⼦的发展和积极习惯的发展，采取定向、具体的⽅⾯；

适合孩⼦的实际童年，选择对孩⼦相关的问题；充分发挥幼⼉的主动性、参与性

和操作性，促进⼉童的充分反应能⼒、参与式和操作性。

（2）教学活动实施过程的亮点：

在活动过程中，引导幼⼉进⾏观察，观察可以帮助幼⼉获得关于周围世界的

知识和信息，是认识世界的基础。专注，孩⼦的观察⼒强，会使他的知识更扎实，

更有利于思维的发展;良好的组织能⼒，孩⼦学习做事循序渐进，可以帮助他学

习新知识更系统的敏锐度⾼，很容易发现被别⼈忽视的事情。

⽤⼿指游戏结束活动，能帮助衔接活动的各个环节，⽽且还有助于⼩班幼⼉

记忆⼒、协调能⼒、表达能⼒等的发展。以期提⾼幼⼉教学活动质量。

2、不⾜之处

（1）对活动设计⽅案的反思：⽅案的设计严谨性不⾜，在引⽤⽂献过程中，

注意与⾃⼰主题的契合性，遇到不懂的专业名词，应“打破砂锅问到底”。

（2）对教学活动实施过程的反思：活动过程的衔接要不够⾃然，⼀环扣⼀环，

突出幼⼉主体性，让幼⼉动⼿动脑，当幼⼉提出不⼀样的问题时，教师要抓住说

话技巧，让幼⼉回归主题，在活动结束以后，教师要引导幼⼉在⽇常⽣活中多观

察，在⽣活中学习，在学习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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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进策略

（1）⽅案设计要严谨，具有价值性，多阅读书籍与查找资料，提升教师职

业素养，多钻研遇到的问题，针对年龄特点与幼⼉的独特性，优化学习⽅法与思

维，多询问专业⽼师的意⻅，⼀起分享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开拓教学思维。

（2）找到幼⼉兴趣点，在活动中运⽤⽣动、直观、形象、可感触的教具，吸

引幼⼉的注意⼒，因材施教，观察幼⼉的情况，及时做好记录，注重幼⼉园与家

庭之间的合作，利⽤不同的资源，增加幼⼉的学习⽅式和内容，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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