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科学教案有趣的膨胀篇 大班科
学有趣的膨胀教案(精选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
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班科学教案有趣的膨胀篇篇一

活动目标：

1、初步让幼儿了解物体膨胀的条件。

2、激发幼儿学会用比较观察的方法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

3、萌发幼儿对物体膨胀现象产生兴趣和探索欲望。

教具准备：膨胀的食物图片ppt、

实物准备：菊花、木耳、乒乓球、黄豆（干、湿）

活动设计过程：

一、引导幼儿认识遇水膨胀

1、小朋友，今天有这么多老师陪我们一起上课你们高兴吗？
老师还请来了一位客人（出示泡过的和没泡过的两种黄豆）

师：小朋友，你们认识这位小客人吗？

幼：黄豆



师：咦，这两种黄豆怎么不一样呢？

幼：有一种用水泡过了。

师：对，这是老师昨天晚上用水泡过的，你们看看有什么不
一样呢？

幼：泡过的大，没泡过的小。

幼：泡过的是软的，没泡过的是硬的。

2、豆宝宝还带来了它的好朋友，你们想知道是谁吗？出示木
耳

师：小朋友，木耳是什么颜色的？

幼：黑色

师：因此，有人叫它黑木耳。你们再用手摸摸，什么感觉的？

幼：硬的

师：通过实验你们发现了什么？

幼：木耳泡过后变大了

幼：菊花

出示紫菜、菊花茶、茶叶、银耳的图片让幼儿再次观察膨胀
前后的变化。

二、引导幼儿认识遇热膨胀

出示玉米



师：小朋友，你们摸摸什么感觉？

幼：硬梆梆的

师：你们猜猜如果我们把玉米放在炒锅里经过高温不断加热
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幼：变大了，变成爆米花了

师：我们来看一段视频，看看你想的对不对，好不好？（放
视频）

幼：甜甜的.、脆脆的

幼：面包、馒头、豆腐、油条、蛋糕等等。

3、利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难题

出示瘪了的乒乓球

师：你们能不能帮助老师把瘪了的乒乓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呢？想想办法

幼：用手捏捏、扎个眼儿吹吹、用热水泡泡（让幼儿逐一操
作）

小结：像乒乓球这样受热以后随着温度升高，体积慢慢变大
这种现象也是遇热膨胀。

延伸活动

大班科学《有趣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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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科学教案有趣的膨胀篇篇二

1．能运用多种感官、感知不同食物遇水膨胀的现象。

2．能够积极思考、大胆探索，并用完整的语言描述食物遇水
前后的变化。

3．愿意动手、动脑，感受探究活动的趣味。

重点：运用多种感官感知不同食物遇水膨胀的现象。难点：
用比较的方法观察食物遇水前后的变化。

干木耳、银耳、胖大海、紫菜、菊花、水壶、温水、记录表、
水彩笔、透明杯、盘子、

一、导入部分：感知木耳的特征。

1．出示干木耳

（2）幼儿充分表达自己的发现.

（3）小结：我们小朋友通过用眼睛看，小手摸，鼻子闻的方



法，知道了木耳现在看起来黑黑的、小小的、摸起来干干的、
硬硬的、有点扎手，闻起来还有一股味道。

2．迁移生活经验

（1）教师：怎么才能把干木耳变成我们吃的样子？

（2）教师：有很多的小朋友说，泡在水里就会变成我们吃的
样子，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试试吧！

二、基本部分：幼儿实验体验膨胀现象。

（一）幼儿第一次实验，感知木耳遇水膨胀。

1．幼儿实验

（1）讲解实验要求：以小组的形式将木耳放入温水碗中，仔
细观察木耳的变化并用完整的语言表述自己的发现，提示幼
儿保持桌面清洁。

（2）教师：把泡过的木耳夹到盘子里，看一看、摸一摸、闻
一闻，比较泡过的木耳和干木耳有什么不一样？用完整的语
言描述干木耳泡水后的样子。

（3）幼儿运用各种感官感知木耳遇水前后的变化。

（4）小结：泡过水的木耳看起来颜色浅了一些、个子变大了，
摸起来软软的、湿湿的，闻起来还是有味道的。

2.膨胀现象

（1）教师：为什么木耳会有这样的变化？木耳里面什么样子？

（2）幼儿讨论，尝试用完整的语言描述原因。



（3）教师：木耳吸水会变大，这种变大的现象叫做膨胀，木
耳膨胀变大后，可以做菜和汤，吃起来不仅有营养而且口感
会很好，那就把我们泡好的木耳送到厨房去做美味的食物吧！

2.出示材料：银耳、胖大海、菊花、紫菜（观察认知）

3出示记录表并介绍使用方法：全班集中猜想，然后幼儿个体
实验，最后在分享中全班记录结果。

4.幼儿选择材料进行实验，提示幼儿观察物体泡水前后的变
化，体验探索的乐趣。

6.小结：食物遇水变大膨胀，水的温度和泡水的时间对膨胀
的快慢也是有影响的，我们可以在科学区活动的时候进行探
索。

三、结束部分：拓展经验——探索水温和时间对膨胀速度的
影响。

（1）继续观察自然角里自己所泡的操作材料。观察一下它们
有什么新变化？

（2）在科学区探索同一种食物不同的水温，膨胀的速度是怎
样的？

（3）整理操作材料。

大班科学教案有趣的膨胀篇篇三

设计意图：

膨胀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每位幼儿在生活中都会遇见的`，
但是幼儿一直不会用一个合适的词语来说明这个现象。例如：
在班级的植物角中，我用水泡了一些黄豆、绿豆，让幼儿观



察这些植物生长需要哪些条件。这些豆子用水泡过后，就变
大了，幼儿看见后就说它们都鼓起来了，而不知道黄豆、绿
豆是因为遇水产生了膨胀。另外在新《纲要》中也明确指出
了，科学的教育内容因从身边取材，这样就有益于孩子们真
正地理解科学、热爱科学。孩子们会感到“科学并不遥远，
科学就在身边”。针对幼儿这方面知识比较贫乏，以及新
《纲要》的精神，选择了此次活动。本次活动中为幼儿提供
了丰富的材料，引导幼儿通过小组操作和小组讨论的方式，
感知物体的膨胀现象，初步了解物体膨胀的条件。从而激发
幼儿学会用比较观察的方法。萌发对物体膨胀现象的兴趣和
探索欲望。

活动目标：

1、感知物体的膨胀现象，初步了解物体膨胀的条件。

2、会用比较的方法观察事物。

3、萌发对物体膨胀现象的兴趣和探索欲望。

4、在交流活动中能注意倾听并尊重同伴的讲话。

5、通过实际操作，培养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

活动准备：

1、海带每组一份。

2、紫菜、木耳、压缩海绵、银耳每组分别一份。

3、瘪的乒乓球每人一个。

4、录像资料。

活动过程：



一、激发幼儿探索欲望。

教师出示海带，引导幼儿初步感知膨胀的现象。

二、感知物体遇水膨胀的现象。

1、幼儿操作并观察海带遇水膨胀的现象。

2、请幼儿交流操作结果。

3、教师小结：干海带放进水里有，体积慢慢变大了，这种现
象叫吸水膨胀。那么你在生活中还看到哪些物体吸水后体积
变大，产生了吸水膨胀的现象。

4、请幼儿讲述生活中的吸水膨胀的现象。

5、幼儿分组操作，观察所提供的物体吸水膨胀的现象。

6、分组派一名幼儿来介绍实验结果

7、教师小结：海带、紫菜、木耳、压缩海绵、黄豆、红枣、
茶叶等这些物体放到水里后，体积就慢慢大了，它们都产生
了吸水膨胀的现象。

三、感知物体遇热膨胀的现象。

1、教师出示一个瘪的乒乓球，请幼儿想想怎样才能让它恢复
原样？

2、幼儿操作并观察、比较。

四、幼儿观看录像资料，了解生活中的吸水和遇热膨胀的现
象。

五、结束活动。



教师：今天，我们一起发现了生活中有许多吸水膨胀和遇热
膨胀的现象，下次活动我们再来一起找找生活中哪些地方出
现了遇冷膨胀的现象。

活动延伸：

幼儿回家后，继续寻找哪些物体遇水、遇热会产生膨胀的现
象，并请幼儿将寻找到的物体投放到班级的科学角中，从而
产生资源共享。

教学反思：

本次活动，教师给幼儿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引导幼儿大胆想
象、自主操作，充分体现了幼儿在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幼儿
的想象能力和动手能力都得到了提高，调动了幼儿的学习积
极性。教师的教学从严格掌控到逐步放开，幼儿探索的思维
空间和学习自主权逐渐扩大，也体现了教师教学的规范性和
严谨性，更体现了幼儿在做中学、试中学、想中学的主体性。

大班科学教案有趣的膨胀篇篇四

科学《有趣的膨胀》班级：大班

1、了解一些物体遇水膨胀的现象。

2、通过观察、比较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

3、培养幼儿探索周围科学奥秘的兴趣。

1、温水、茶叶、胖大海、木耳、紫菜、串珠、积木、贝壳若
干，供幼儿操作的透明杯子、垃圾筐、毛巾等操作材料若干。
（每组两份操作材料，每种都放在一个透明杯子里。）

2、幼儿呈环形坐在教室前面，后面摆四个桌子，幼儿操作时



分组，桌上操作材料分组放好。

一、导入

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位小客人（出示泡大珠），你们认
识吗？（有一部分幼儿认识）有的小朋友认识，说叫泡大珠。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泡大珠长什么样啊？（没泡过水
的泡大珠放到透明的杯子里），先来看一看，像什么？再请
小朋友摸一摸，有什么感觉？经过小朋友们认真地观察，我
们发现，泡大珠非常小，像米粒一样，颜色很漂亮，摸上去
有点硬。

有的小朋友说把他泡在水里就会变大，昨天，老师就把它放
到水里了，他发生了非常神奇的变化（出示泡好的泡大珠）。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放到水里泡一泡，它变成了什么样？
（请小朋友看一看，摸一摸）

总结：他变得像玻璃球一样大了，而且还特别漂亮，摸上去
软了。

二、活动

1、猜想：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小筐里都有什么啊？（带幼儿一起认识
小筐里的东西：积木、串珠、贝壳、茶叶、紫菜、木耳、胖
大海）可是小筐里的东西这么多哪个才是他的好朋友呢？泡
大珠说只要和他一样，放到水里会膨胀的东西就是他的好朋
友。

2、填写记录表第一行

老师给每组小朋友都准备了这些东西，现在就请你先仔细看
一看，轻轻地摸一摸，再和你们组的小朋友一起猜一猜，谁



会是泡大珠的好朋友，把你们组猜的结果记录在记录卡的第
一行上。在你操作的时候，老师要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和你
的好朋友讨论的时候小点声音，摸的时候更要轻轻的，可千
万不能太用力，他们都在安安静静的睡觉，我们可千万不要
吵醒它们。

好了，大部分的小朋友都已经填好了记录表，现在老师就请
小朋友说一说，你们猜想的泡大珠的好朋友是谁？我们一起
把黑板上的大记录表填写完整。

3、验证猜想

4、验证操作并填写记录表第二行

老师给每组小朋友准备了两份材料，一份放水，一份不放水，
你要仔细观察泡在水里的和不泡在水里的有什么不一样？发
生什么变化？哪些变大了，哪些没有变大，找出泡大珠的好
朋友。并记录在你们组的记录表的第二行。记住，你操作的
时候，只能轻轻的摸，不能用力，更不能用手去撕，如果这
样你就永远也找不到泡大珠的好朋友了。（幼儿开始操作，
教师指导）

好了，大部分的小朋友都已经操作完了并填好了记录表，现
在老师就请小朋友说一说，你们发现的泡大珠的好朋友是谁？
和你们刚才想的一样吗？（幼儿自由发言，老师填写大记录
表）

三、总结

小朋友你们可真棒，把泡大珠的好朋友都找到了，为我们自
己鼓鼓掌吧！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东西像泡大珠一
样遇水会变大膨胀，谁知道还有什么遇到水会膨胀呢？（豆
粒、花生等）



四、分享爆米花，活动结束。

大班科学教案有趣的膨胀篇篇五

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位小客人(出示泡大珠)，你们认识
吗?(有一部分幼儿认识)有的小朋友认识，说叫泡大珠。我们
先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泡大珠长什么样啊?(没泡过水的泡大
珠放到透明的杯子里)，先来看一看，像什么?再请小朋友摸
一摸，有什么感觉?经过小朋友们认真地观察，我们发现，泡
大珠非常小，像米粒一样，颜色很漂亮，摸上去有点硬。

有的小朋友说把他泡在水里就会变大，昨天，老师就把它放
到水里了，他发生了非常神奇的变化(出示泡好的泡大珠)。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放到水里泡一泡，它变成了什么
样?(请小朋友看一看，摸一摸)

总结：他变得像玻璃球一样大了，而且还特别漂亮，摸上去
软了。

二、活动

1、猜想：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小筐里都有什么啊?(带幼儿一起认识小
筐里的东西：积木、串珠、贝壳、茶叶、紫菜、木耳、胖大
海)可是小筐里的东西这么多哪个才是他的好朋友呢?泡大珠
说只要和他一样，放到水里会膨胀的东西就是他的好朋友。

2、填写记录表第一行

老师给每组小朋友都准备了这些东西，现在就请你先仔细看
一看，轻轻地摸一摸，再和你们组的小朋友一起猜一猜，谁
会是泡大珠的好朋友，把你们组猜的结果记录在记录卡的第
一行上。在你操作的时候，老师要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和你



的好朋友讨论的时候小点声音，摸的时候更要轻轻的，可千
万不能太用力，他们都在安安静静的睡觉，我们可千万不要
吵醒它们。(幼儿进行猜想的环节，教师适当指导。)

好了，大部分的小朋友都已经填好了记录表，现在老师就请
小朋友说一说，你们猜想的泡大珠的好朋友是谁?我们一起把
黑板上的大记录表填写完整。(幼儿自由发言，老师根据幼儿
的猜想填写大记录表)

3、验证猜想

4、验证操作并填写记录表第二行

老师给每组小朋友准备了两份材料，一份放水，一份不放水，
你要仔细观察泡在水里的和不泡在水里的有什么不一样?发生
什么变化?哪些变大了，哪些没有变大，找出泡大珠的好朋友。
并记录在你们组的记录表的第二行。记住，你操作的时候，
只能轻轻的摸，不能用力，更不能用手去撕，如果这样你就
永远也找不到泡大珠的好朋友了。(幼儿开始操作，教师指
导)

好了，大部分的小朋友都已经操作完了并填好了记录表，现
在老师就请小朋友说一说，你们发现的泡大珠的好朋友是谁?
和你们刚才想的一样吗?(幼儿自由发言，老师填写大记录表)

三、总结

小朋友你们可真棒，把泡大珠的好朋友都找到了，为我们自
己鼓鼓掌吧!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东西像泡大珠一样
遇水会变大膨胀，谁知道还有什么遇到水会膨胀呢?(豆粒、
花生等)

四、分享爆米花，活动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