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科学活动教案水的张力(优质7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科学活动教案水的张力篇一

观察并讲述消防车的外形及其用途。

讲述消防车的外形及其用途。

1.幼儿用书：《车子开来了》

2.教学电子资源：《消防车来救火》。

3.消防车玩具。

4.消防车的基本知识

一、组织教学。

二、教师播放教学电子资源中消防车的图片，请幼儿观看。

1.你在什么地方见过消防车？

2.你知道消防车是做什么用的吗？

3.消防车是专门用来救火或用作其他紧急抢救用途的车辆，
消防车又叫救护车。

三、请幼儿阅读幼儿用书上的画面，了解不同消防车的外观
和用途。



1.房子失火了，怎么办呢？

2.这个白色的管子有什么用？

3.水罐车的水罐里装着什么？

4.云梯车上长长的梯子有什么作用?

四、将幼儿分成若干组，给每组幼儿发放消防车玩具，请幼
儿观察并讨论消防车的作用。

你知道消防车是怎么救火的吗？

五、请每组幼儿用消防车玩具玩救火的游戏。

消防车对于孩子们来讲是很神秘的，在图片的吸引下，孩子
们对消防车有了初步的认识，认知经验上的丰富，为他们在
本次活动中的言行提供的丰富的“话题”，于是参与性与主
动性就自然而然的得到了提高。玩救火的游戏让孩子更深入
的了解、巩固对消防的认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游戏中
孩子们乐此不疲。

科学活动教案水的张力篇二

1、引导幼儿运用感官，探索了解蛋的形状、结构，积累有关
蛋的知识经验。

2、初步培养幼儿比较、判断能力。

3、初步培养幼儿与同伴分享的意识。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学习用语言、符号等多种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1、让幼儿自己从家里带来各种各样的蛋，将蛋藏在教室四周
的树林里。

2、一只不透明的大布袋内装鸭蛋、鸡蛋、鹅蛋、鹌鹑蛋等。

3、人手一只塑料碗，每桌中央放一空碗、擦手巾。

4、将幼儿家长、教师收集的有关蛋的图片布置在活动室墙上。

（一）玩一玩

1、看看摸摸猜口袋

教师：你们猜猜看口袋里装了什么？（启发幼儿运用视觉、
触觉来猜）

2、教师逐一出示口袋中的蛋宝宝，让幼儿数数有几只并说出
蛋的名称

3、找找蛋宝宝

让幼儿自由到树林边找蛋宝宝，互相看看比比。

教师：你找的是什么蛋？什么蛋宝宝大？什么蛋宝宝小？

（二）试一试

1、引发吃蛋的愿望

教师：你喜欢吃蛋吗？要吃到蛋先要做什么？（提醒幼儿将
剥掉的蛋壳放入碗中）

2、幼儿自由探索，尝试区分了解生蛋和熟蛋。

教师：你们的蛋都可以吃吗？为什么？生的蛋里面是什么样



的？熟的蛋里面又是什么样的？

3、幼儿讨论交流

4、归纳小结

（三）尝一尝

1、让幼儿尝尝熟蛋。

2、启发幼儿将熟蛋与别人分享。

（四）延伸教师品尝咸蛋并与几名幼儿分享，

本节活动，小班孩子们很活跃，对各种蛋特别感兴趣。唯一
缺点就是，这事一节科学课，科学课是让孩子们自己探索、
操作的活动。

科学活动教案水的张力篇三

1、激发幼儿的探究兴趣，让幼儿在探索活动中掌握运沙的科
学方法。

2、引导幼儿在活动中发现：用大小不同的工具来运同一堆沙，
大工具运的次数少，小工具运的次数多。

3、能够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沙、大小不同的杯子、盆子、记录单、铅笔等

让幼儿在探索活动中掌握运沙的科学方法。



1、谈话引起幼儿兴趣。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运沙游戏，你想用什么工具来运沙？

2、幼儿第一次运沙。

（1）提出要求：两人一组轮流运沙，并记录运沙的总次数。

（2）出示统计表格，记录每组幼儿运沙次数，并引导幼儿观
察，发现问题。（每组两人使用一个工具运同一堆沙，为什
么次数不一样）

（3）引导幼儿用科学的方法运沙：每一次要运得一样多，通
过讨论、示范明确运沙的具体操作规则（满杯后用工具刮平）

3、幼儿第二次运沙，验证。

（1）统计运沙次数

（2）引导观察数据，得出结论：同一堆沙用同样的工具，都
装满抹平了来运，运的次数是一样的。

4、幼儿第三次用不同工具运沙。

（1）幼儿预测大工具来运刚才的一堆沙，运的次数会怎么样？

（2）幼儿操作

（3）统计数据

教师小结：用大小不同的工具运同一堆沙，大工具运的次数
少，小工具运的次数多。

请小朋友想想，如果用小碗来运沙，运的结果又会怎么样？
下次我们再来试一下。



沙子由于平时接触的机会较少，所以孩子们玩沙子时非常兴
奋。将难点设置为选择合适大小的工具装沙子，帮助小班幼
儿提高游戏的趣味性。从幼儿的操作情况来看，参与游戏的
幼儿均能有目的'的选择大的沙铲以达到装的快的目的，活动
目标基本完成。

科学活动教案水的张力篇四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结合我班幼儿吃饭掉饭粒、有剩
饭的现象，特意设计“春耕”的科学活动，通过活动，启发
幼儿珍惜农民伯伯的劳动果实，同时了解春天播种的季节。

现在的孩子缺少了苦难教育，因此有时候“珍惜”只是作成
了口头工夫，真正做到的少之又少，为了锻炼幼儿一双发现
美的眼睛，为了让孩子对春天农田里的情境有一定的了解，
我结合季节特色和孩子的生活实际，设计了这节带有综合课
性质的大班的大班科学活动。

1、通过幼儿的大胆表述了解春天的主要特征。

2、让幼儿了解春天是播种的季节。

3、教育幼儿要尊重劳动人民，爱惜粮食。

（一）通过各方面的变化，了解春天到来的信息。

1、师提问：现在是什么季节？你是怎么知道的？

2、柳树绿了 （引出杨树、槐树、梧桐树现在都开始变绿，
松树、柏树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

3、花朵开放了（引出桃花、梨花、迎春花都开始开放了，穿
上它们美丽的衣服比美呢！）



4、河水解冻了（河水解冻了，“哗哗”的唱着欢快的歌，小
河里有小鸭、鹅，它们在河里玩耍嬉水呢！）

5、由河里的小动物引出冬眠的陆地上的动物，如：青蛙、蛇
等。

（二）引导幼儿了解春天是播种的季节。

1、师：小朋友们，春天来到的时候，动、植物都开始发生变
化。最忙的要数农民了，大家来看一幅图。

2、出示挂图，幼儿观察画面。（农民正用牛来犁地、播种）

3、提问：春天会种哪些种子呢？

4、农作物（南瓜、茄子、豆角、西红柿、菠菜、棉花、水稻、
葵花等）

5、春季适合播种的花有（天竺葵、茉莉花、牵牛花、鸡冠花、
一串红、月季花等）

（三）了解农民播种的辛苦，教育幼儿要尊重劳动人民，爱
惜劳动成果。

1、让幼儿了解，种子种上之后要浇水、施肥、锄草、除虫，
收获的时候还要用机器等。

2、提问：农民辛苦吗？（教育幼儿尊重劳动人民，热爱劳动。
）

3、提问：那个小朋友知道我们的馒头是怎样做好的？（通过
让幼儿了解工序，从而爱惜粮食。）

春天，大地妈妈换上了漂亮的衣服，那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衣
服变了吗？引导小朋友自己说一说服装的变化。



科学活动教案水的张力篇五

幼儿园里孩子们可玩的玩具不是很多，而吹泡泡是孩子们特
别喜欢的一种游戏，经常看到幼儿买来玩，因此，我设计了
本次活动，旨在丰富孩子们的课余活动。

1. 通过制作吹泡泡水的小实验，产生愉快的情绪和探索的兴
趣。

2. 体验动手操作的乐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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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吹泡泡水的过程，水和原料的比例。

塑料杯和吸管若干、干净水、洗衣粉、洗洁精、洗发精、沐
浴露。

一.游戏导入

老师吹泡泡，引起幼儿学习兴趣。

“这节课，老师就教你们怎样制作吹泡泡水。”

二.探索活动

1.老师拿出一杯清水，用吸管吹，幼儿观察能不能吹出泡泡。

2.老师往水里倒入洗衣粉，充分搅拌。用吸管吹，让幼儿观
察后回答，吹出泡泡了没有？



3.介绍制作吹泡泡水小实验材料。

4.让幼儿说说老师刚才是怎样制作吹泡泡水的。

5. 分发材料，让幼儿动手操作。

让幼儿分别用洗衣粉、洗洁精、洗发水、沐浴露调试。

6.师幼共同小结。

用水和洗衣粉、洗洁精、洗发水、沐浴露都能制出吹泡泡水。

三.延伸活动。

让幼儿到操场比赛，看谁吹的泡泡最大。

本次活动我主要注重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给幼儿创设了一
个宽松自由的探究氛围，促使幼儿能自主地在与材料的互动
中建构经验，激发幼儿探索的欲望，培养幼儿对常见科学现
象的兴趣。由于我受传统的目标意识影响，有重结果的倾向，
指导得不是很到位。

科学活动教案水的张力篇六

1．探索玻璃杯倒扣入水而手绢不湿的方法，感知空气存在并
占据着空间。

2．能大胆地表述自己探索的过程和结果，体验探索的乐趣。

1．物质准备：

第一次探究材料：小手绢、可封口塑料袋、不封口塑料袋、
有盖的盒子、没盖的盒子、有盖的瓶子、没盖的瓶子、塑料
包装 纸、皮筋、剪刀、透明胶带、清水一盆、干抹布若干。



第二次探究材料：玻璃杯人手一只，小手绢、干抹布若干、
装满水的水盆每组两个。

其他材料：可乐瓶、小纸球、透明水盆、彩色乒乓球，玻璃
杯。

2.幼儿经验准备：

了解水的特性及有关空气的知识，具备了一定的动手能力和
语言表达能力。

一、游戏导入，激发兴趣：

“小朋友们，看，老师手里拿的是什么？”（一只用小手绢
叠成的小老鼠）“小手绢可以折出小朋友喜欢的许多物品，
小手绢还可以做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玩一个小手
绢不怕水的游戏。

二、第一次探究活动：使用封闭的、半封闭的材料，探索让
小手绢到水里也不会湿的办法，感知和发现“密封”能使小
手绢不湿。

1．熟悉材料，寻找探究的方向：我们先来看看桌上有哪些材
料？想想看，怎样做能让小手绢到了水里而手绢不湿。

2. 幼儿分组尝试，教师交代实验要求：试完一种方法，可以
再试一种。但必须用抹布把材料和手擦干，这样才能保证第
二次实验的成功。

3.组织幼儿集中讨论：“你是用什么方法成功的？”“有谁
没有成功的，让我们大家来帮你解决解决？”

4.第一次递进，教师小结：成功的幼儿做实验时材料封紧了，
没有缝隙，水进不去，手绢就不会湿；没有成功的小朋友也



知道失败的原因了，是因为材料有缝隙，水进去了，手绢也
就湿了。小朋友明白了用密封的办法能让小手绢不湿。

三、第二次探究活动，加深难度，解决“用一只玻璃杯让小
手绢不湿”的问题，感知空气的存在和空气占据空间的特点。

1.设置新问题：“只用一只玻璃杯，能不能让小手绢到了水
里也不湿呢？幼儿自由尝试。

2.教师适时提示：“将玻璃杯杯口朝下压入水底，再把杯子
提出水面，试试看，杯子里的手绢会怎么样？”

3.教师指导并请个别幼儿讲述成功的方法：杯子要垂直上下，
不能斜，要快、稳、直。

5．第二次递进，小结：玻璃杯里装满了空气，是空气把杯子
严严实实地密封起来，水流不进杯子里，所以杯子里的手绢
不会湿。

四、第三次探究活动，体验验证空气是占据空间的。

2. 第三次递进，小结：我们周围充满着空气，而且空气是要
占据空间的。

五、拓展延伸：

空气还有很多的秘密，我们要多动手、多思考，努力去发现
它们。

科学活动教案水的张力篇七

活动目标：

1、对探究物体软硬产生好奇心和探究欲望，体验运用各种感



官感知物体软硬的乐趣。

2、通过感官感知物体的软硬，掌握感知物体软硬的方法，并
且能把自己的感受正确的表达出来。

3、初步掌握软硬的概念，并且能按物体的软硬分类。

二、活动重难点：

1、活动重点：掌握感知的方法。

2、活动难点：能按物体的软硬进行分类。

三、活动准备：

1、材料准备：

（1）两个神秘袋、一个大筐两个小筐；

（3）硬的物品：硬糖、铁片、木头、硬纸盒、茶杯、勺子、
积木、石头、玻璃瓶等。

2、经验准备：能说出软硬物体的

四、活动过程：

（一）摸一摸，猜一猜，感知物体的软硬

（教师把东西从神秘袋里拿出来）

2、所有的小朋友都摸一摸，捏一捏该物品，验证这名幼儿说
的感觉，让所有幼儿都感受到物体的软硬，并且能说出“感
觉软软的/硬硬的”。

（二）分一分，用不同的感官感知各种材料并试着进行分类。



1、把软硬材料混在一起，分成若干份。

2、要求：摸一摸，捏一捏，压一压，尝一尝，敲一敲，摔一
摔。

3、幼儿分组实验，把软软的和硬硬的物品分成两组，教师做
适当指导。

4、操作完成后，交换分组进行检验。

5、教师引导幼儿互相讨论实际操作和检验别人操作成果的感
受，交流感知的方法，进一步加深对物体软硬特性的认识。

小结：通过手，牙齿，皮肤，耳朵等感官摸一摸，捏一捏，
咬一咬，敲一敲都可以感知物体软硬。

（三）巩固：

游戏“送玩具宝宝回家”，学习按物体的软硬分类。

游戏规则：天黑了，软宝宝玩具，硬宝宝玩具都要回家了，
我们一起把软宝宝和硬宝宝送回家吧。

（教师将幼儿刚刚分组操作的物品再次混合在一起，幼儿和
教师一起分类，幼儿说感知方法，教师演示）。

五、活动延伸：让幼儿寻找并感知身边的物体哪些是软的哪
些是硬的，让幼儿进一步感知分类物体的软硬。

反思：幼儿科学教育的目标首先是让幼儿对周围的事物、现
象感兴趣，有好奇心和求知欲，

教案

设计中先用神秘袋，引起幼儿的兴趣，继而引入主题。



活动过程中，以分组实验d检验d交流讨论为主线。

首先让幼儿分组实验，科学教育的目标包括能运用各种感官，
动手动脑，探究问题，分组实验可以让幼儿自己探究各种感
知方法，这样对探究结果印象更深刻；然后让幼儿交换分组，
检验其他组的操作是否正确，幼儿在检验过程中，在发现别
人存在的问题的同时也会反思自己在操作过程中的错误，产
生好奇；最后，教师引导幼儿互相讨论实际操作和检验别人
操作成果的感受，交流感知的方法，进一步加深对物体软硬
特性的认识。《纲要》中明确要求，在科学教学活动目标中，
幼儿能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交流探索的过程和结果。

教学巩固阶段采用游戏的形式，让幼儿再次分类，明确物体
软硬的特性并且用多种感知方法进行分类。

科学教育应密切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进行，利用身边的事物
与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因此在活动延伸中，让幼儿寻
找并感知身边的物体哪些是软的哪些是硬的，让幼儿进一步
感知分类物体的软硬并运用到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