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大班科学教案 科学课幼儿
园大班教案(精选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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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幼儿园大班科学教案篇一

幼儿园大班科学教案――聪明的黑猫警长

幼儿通过游戏感知淀粉遇碘会变色，从而激发学习的欲望，
提高观察的全面性、思维的发散性及操作的协调性，培养对
科学的兴趣和探究欲望。

5―6岁幼儿。

面团、盘子、碘酒、黄瓜、胡萝卜、洋葱、土豆、西红柿。

做一做：自己做淀粉。

我们先练爪子和眼睛，请警士将盘子里的面团放在清水中抓
一抓，一直把面团抓小，等盆中淀粉水沉淀一会后，轻轻倒
掉上面的清水。

幼儿把面团放在清水里反复抓，看到清水变成白色，还有白
色的东西沉在盆的底部。

试一试：碘酒滴入淀粉水中会变颜色吗?

教师：(出示碘酒)这里有一瓶消毒用的药水叫碘酒，我们打
针时用它来消毒，现在把碘酒滴人揉过面粉的水中，看看有



什么变化。

幼儿：碘酒滴人淀粉水中，淀粉水变成蓝色了。

幼儿讨论：蔬菜中有淀粉吗?

试一试：哪种蔬菜中含有淀粉?

幼儿将碘酒滴在各种蔬菜(黄瓜、胡萝卜、洋葱、马铃薯、西
红柿、藕片)上，观察颜色的变化。

说一说：我的发现。

(1)马铃薯片、藕片遇到碘酒，变成蓝色。

(2)黄瓜、洋葱、西红柿、胡萝卜滴上碘酒后没有变色。

游戏：捉小偷。

(电话铃声)警长接听电话：“不好了，森林中的粮仓被偷，
我们马上过去检查现场。”警长手拿“喷射枪”(装了碘酒的
喷壶)冲向门外。

(1)寻找脚印。带领幼儿进入仓库现场，仔细检查现场，不放
过小偷留下的任何痕迹(幼儿在泡沫板上寻找脚印)。

提问：你们发现了什么?怎么发现的?幼儿讨论回答：粮仓被
偷，地上有小偷的痕迹，用“喷射枪”可以找到小偷。

(2)寻找罪犯。我们随着脚印找一找，看看还能发现什么(发
现老鼠)?这里有两只老鼠，但它们都说没有偷仓库的东西，
你们有什么办法查出谁是小偷?(讨论并启发幼儿用碘酒检查
小偷的爪子，幼儿实验。)

面粉和碘酒是我们生活中常接触的东西。面粉里含有大量的



淀粉，当它和碘酒相遇时会产生化学变化。在许多的食品中，
如蔬菜、水果中都含有淀粉，只是含量有多有少。在生活中，
把切好的土豆放在水里一段时间后，在盆底就会有沉淀物，
这就是淀粉。碘酒中含有碘，常常作为消毒用品，用来清洗
伤口和打针前的消毒。

活动点评

聪明的黑帽警长活动方案是利用淀粉遇碘变蓝的化学原理设
计的。活动的材料是碘酒和淀粉，它们都是幼儿生活中接触
到的物品，而且无毒无害，实验现象明显。在活动中，幼儿
通过亲手揉面粉、找淀粉等活动，感知变化的现象，了解活
动的过程，增加了对科学实验活动的兴趣。活动不要求幼儿
了解变化的原理。从活动过程来看，教师运用了先实验，再
感知，最后用游戏活动结尾。活动各个环节紧凑。

淀粉遇碘变蓝的实验可以结合体育活动设计成“算题赛跑”，
用淀粉事先写好算术题，贴在黑板上，幼儿拿着装有碘酒的
喷壶把题喷出来，用彩笔写出得数。活动可分几组完成，也
可以结合语言和美术活动设计成“奇妙的画家”，事先用淀
粉画出一幅幅有故事情节的画，再用碘酒喷出来。

幼儿园大班科学教案篇二

让幼儿了解废弃的塑料袋、泡沫用品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及危
害。

1、让幼儿了解各种各样的口袋功能，并能作好记录。

2、能运用手、眼亲身体验，提高幼儿的探索欲望。

3、了解这些污染造成的危害，从此关心周围环境，增强环保
意识。



重点：通过实验了解各种口袋的功能。

难点：端正自己的环保意识，正确的对待可回收资源的利用。

1、积攒不同质地的口袋（布袋、纸袋、网兜、塑料袋）；

2、人手一份操作材料：书、乒乓球、水果、豆子、毛巾、水；

3、每人一份记录表格；

4、事先让幼儿观察生活中口袋的存在；

5、ppt《白色污染对环境的危害》，有关“聚丙乙烯”的视频。

一、以游戏“看看我的口袋里有什么”引出课题。

1、个别幼儿兜里有老师事先准备好的小塑料袋一个。

2、让幼儿通过摸、看、说出口袋的作用。

3、教师依次出示各种口袋，引导幼儿了解它的用途。

二、鼓励幼儿大胆实验操作，并探索发现。

1、根据教师准备好的材料，先看，先想什么物体能装进各口
袋中。

2、再请幼儿通过实验证明，并采用多种材料操作。

3、让幼儿对实验结果做记录。

4、师幼总结实验结果，网兜不能装水及细小的物品，纸袋和
布袋不能装水，应为这两者都具有吸水性。

三、观看ppt《白色污染对环境的危害》及视频，让幼儿直观



的了解塑料袋给环境带来的危害。

1、请幼儿线观看视频，知道塑料袋中含有聚丙乙烯的物质，
了解它对大自然的危害。

2、播放ppt，切身感受白色污染的危害。

3、师幼共同讨论，如何针对这一现象，又该如何应对呢？

四、活动结束

教师小结，应该爱护环境，合理的处理塑料制品，争做环保
小使者。

此次活动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进行，开展这样的活动是为
了培养幼儿的探索欲望和理解能力，初步让幼儿了解科学活
动的过程。

a部分：以游戏开始，通过在个别幼儿兜里有老师准备的小塑
料袋从而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让幼儿通过摸、看、说出口
袋的作用。通过教师出示各种口袋的引导多数幼儿亿初步了
解口袋的用处。

b部分：幼儿根据教师提供的材料，实验探索发现口袋的用处，
并对结果进行记录。通过总结，得到结论，根据口袋的自身
特性幼儿都已知道网兜不能装水极细小的东西，布和纸都具
有吸水性，所以这两种质地的口袋都不能装水。明确根据
《育儿天堂指导纲要》中的要求，体现师生互动，教师在授
课过程中只是做好引导，帮助幼儿完成。

c部分：通过观看ppt及视频，让幼儿讨论白色污染给环境带
来的危害，且知道“爱护环境，保护大自然，要从我做起，
从点滴做起”。幼儿都能积极发言，这种方式不仅锻炼幼儿
的观察力，也激发了幼儿的表现欲。



这节活动课结束后，我也在反思，觉得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观看视频过程中，有一段没有声音，导致幼儿顿时失去观
看的积极性，应该在上课之前对所需的设备及材料反复检查，
以免出现漏洞。我觉得应该认真地对待每一节活动，不断从
教学过程中积累经验，使每节活动能画一个完美的句号。

幼儿园大班科学教案篇三

1、积极动脑,尝试用各种方法使风车转动起来。

2、感知空气的流动能产生风,了解风的作用和危害。

1、纸板,吸管,纸扇,气球,风车,风筝。

2、制作课件。

教师:

今天由徐老师带你们一起玩游戏,学本领,开心吗?那就请大家
和我一起做段音乐律动吧!(播放《去郊游》音乐)。

在做音乐律动时收到"无风国国王"送来的求助信。(亲爱的xx
班小朋友,我是无风国的国王,我有个烦恼,最近我们国家的温
度特别高,但又没有风,所以感觉非常的热。听说xx班的小朋
友不但聪明,而且还很乐于帮助他人。你们愿意帮助我吗?)

教师:

那请小朋友和老师一起出发,去无风国帮助国王吧!

国王:

欢迎你们来到无风国,快请坐。我又件非常苦恼的事情想请聪
明的小朋友帮帮忙,我们的国家没有风,所以感觉非常的热,请



你们想想办法,帮我制造风。

教师:小朋友们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有风?

教师: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小朋友有什么办法制造出风来呢?

幼儿:自由畅所欲言。

教师:老师带来了风车和一些材料,分别有纸板,纸扇,吸管,气
球。请小朋友用这些材料制造风,让风车转动起来。(幼儿分
组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教师:小朋友们真能干,能用这么多种方法制造风,让风车转动,
下面我要请小朋友到坐位上来告诉其他小朋友你是怎样制造
风的。(请幼儿上来演示,并给予奖励。)

总结:我们用材料让空气流动,空气的流动形成风。

国王:谢谢xx班的小朋友,帮我想出了这么多制造风的好办法,
现在我就回去告诉大家。再见!

教师:我们知道如何制造风,而且风在热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感
觉到凉快,那你们知道风还有什么作用吗?(播放视频)

小结:风力发电:因为有风,风力车能为我们发电。

帆船: 因为有风,航海员才能扬帆远航。

种子传播:因为有风,蒲公英的种子才能洒满山坡,甚至更远。

放风筝: 因为有风,风筝才能飞得更高。

幼儿:自由畅所欲言。

教师:现在老师给小朋友看看视频,看看风到底有哪些危



害。(播放视频)

原来台风、龙卷风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在的危害,甚至还会危害
到人类生命财产安全。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有关风的知道,还动手制造了风,风给人
类带来很多好处,但有时也会给人类带来危害。小朋友表现的
很棒,老师准备了风筝,让我们一起到室外去放风筝和风做游
戏吧!

幼儿园大班科学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通过实验观察，发现纸睡莲在水中自动开放的有趣现象，
初步了解纸张具有吸性。

2、能自己动手制作盛开的纸睡莲。

3、愿意动手操作，细致观察。

重点难点：

重点：发现纸睡莲在水中自动开放的有趣现象，初步了解纸
张具有吸性

难点：自己动手制作盛开的纸睡莲。

活动准备：

1、白纸、报纸、画报纸等各种纸，纸莲花若干

2、水盆6个

3、幼儿用书，彩笔，剪刀



活动过程：

一、观察纸莲花在水中盛开的现象

1、出示纸莲花：把它放在水中会自己开放吗？

2、将纸莲花放到水盆中，并提示幼儿细致观察：纸莲花有什
么变化？它开了吗？它是怎样开放的？请用动作演示一下。

3、纸莲花为什么谁在水里开放？它在开放的同时你还有什么
发现？

二、学习制作纸莲花，并放到水中进行观察

1、你想做一朵会自己开放的纸莲花吗？

2、纸莲花怎么做呢？请打开用书第16页，看一看纸莲花的制
作步骤，并照图示进行制作。

三、尝试制作不同纸质、多层花瓣的纸莲花

1、鼓励幼儿选择不同的纸，制作大小不同、花瓣造型和数量
不同的纸莲花

2、幼儿将自己再次制作的纸莲花放到水面观察。比较用不同
纸做的纸莲花开放的速度有什么不同。请幼儿给不同纸质的
纸莲花按开放速度的快慢来排序。

3、怎样做一朵连续开放的纸莲花呢？引导幼儿思考、讨论。

4、每组幼儿合作制作多层花瓣的纸莲花，并将其放到水面进
行试验

5、请每组代表介绍本组的制作经验和试验效果后老师进行总
结。



幼儿园大班科学教案篇五

1、让幼儿知道空气流动形成风。

2、让幼儿具体感知风，并让他们知道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只能感觉到。

3、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和感知能力，了解风的好处与坏处，以
及人们怎样利用风和战胜风灾。

4、学习用语言、符号等多种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5、主动参与实验探索。

1、课前引导幼儿观察风给外界带来的变化，如：红旗、水、
头发等的'变化。

2、一把扇子，每人一个气球，碎纸屑许多，小风车每人一个。

3、ppt课件。

2、让幼儿感知空气流动形成风。

（1）教师引导幼儿玩气球，通过玩气球亲自感受空气流动形
成风。

（2）幼儿自己动手做小实验：让幼儿用自己的小手扇动空气，
使空气流动形成风。

（3）小结：空气流动形成风，哪里有空气流动，哪里就有风。

3、了解风的特性。

（1）让幼儿用自己的小手当小扇子，扇动空气，说出扇的快



脸上有什么感觉，扇的慢脸上又有什么感觉？（幼儿自由发
言）

教师小结：扇的快，空气流动的快，风就大，扇的慢，空气
流动的慢，风就小。

小结：风看不见，抓不着，只能感觉到。

4、玩纸屑。

（1）分给幼儿每人一小堆纸屑，让他们想办法玩纸屑，看谁
最聪明，想的玩法多。

（2）讨论：玩完后让幼儿自由讨论，说一说自己是用什么办
法产生风使小纸屑动的。

大班科学教案《认识风》含ppt课件

6、玩“风车转转转”游戏。

幼儿每人一个风车，想办法让风车转起来。请几名幼儿到前
面演示讲解后，幼儿自由玩风车。

带幼儿到户外玩风车结束活动。

这节课中，我觉得我的活动提问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提
问的效果也很好。可以说在大家的讨论下，提问的有效性有
了很大的提高。幼儿不仅会说了，而且还更会问了。这样的
自由探索活动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也激发了他们的学习
热情。孩子们在轻松、愉快地氛围中，发挥了他们在活动中
的主动性，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幼儿园大班科学教案篇六

1.通过操作尝试让纸站起来，并探索让纸站得稳得多种方法。

2.探索通过改变纸的形状，增加纸的支撑力。

3.激发幼儿的探索兴趣，体验成功的快乐。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充分体验“科学就在身边”，产生在生活中发现、探索和
交流的兴趣。

白纸人手若干张、书若干本、记号笔、记录表。

一、谈话导入。

出示书和纸

1、老师：书和纸这对好朋友，今天发生了争执。

瞧!书神气地说道："当我站起来的时候，能稳稳地站住!"老
师操作：书本稳稳地站着。

可是，纸听了很不服气，说："你能站，我也能稳稳地站着!"

2、猜想：你们觉得纸能站起来吗?

请幼儿交流介绍自己的猜测，并说说自己的想法。

二、幼儿第一次实验。

1、到底你的好办法能不能帮助纸稳稳地站起来?

2、老师在后面的每个桌子上都放了许多纸，待会请你去试一



试你的办法，并把你的方法用绘画的形式记录在记录纸
上。(出示记录纸)

3、幼儿操作，老师巡回了解幼儿操作情况。

4、集合幼儿，请幼儿向同伴介绍自己的方法。

小结：纸真神奇，大家通过折、卷等方法，改变它原来的形
状后，使纸站了起来，纸开心极了，它在你们的帮助下终于
稳稳地站起来了。

三、幼儿第二次实验。

可是，书又说了："我不仅能站站住，而且还能把你纸稳稳地
托起来呢!"老师演示，书托起一张薄薄的纸。

1、纸也能托起书吗?幼儿猜测。

2、教师交代操作要求请幼儿再次实验。

幼儿根据记录表讲述，教师进行小结。

四、提升难度(幼儿第三次实验)。

你们听，书又说了："你才托起一本书，我可是能托起好多纸
呢!"老师演示，书托起好多纸。

1.纸也能托起很多书吗?幼儿猜测。

2.教师交代操作要求，幼儿实验。

小结：教师统计托书最多的是哪一种形状的纸?

五、总结。



纸的支撑力跟它接触的地方、高度都有关，上下接触的面大，
它的支撑力就大，相反，接触的面小，力就小。在这个活动
中，还有好多科学知识呢，我们以后再去慢慢探索。

六、拓展生活经验。

1、在生活中有好多东西也使用这种方法使它们的力气大起来
的。

2、教师举例讲述。

七、延伸活动。

请幼儿找找幼儿园里有哪些东西也是使用这种方法的?

我一走进教室，学生眼睛一亮，大声拍掌欢呼“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分别两个月的第一次见面，学生让我很感动。
教室里刚安静下来，立刻又有学生站起来说，“高老师，你
不在的时候，老师都不让我们到外面去观察！”我真不知道
该如何和他们解释。是不是他们把科学课理解成了游戏。

纸张对于三年级的孩子已经不陌生，他们一口气说出了纸的
很多特点：很滑、有点硬、有点软、很白、什么颜色都可以。

我让他们把我提供给他们的实验纸揉成一团，然后再展开，
观察有什么变化，他们又说出一大堆来；我让他们将纸撕开
一个边，观察边缘有什么特点，他们惊喜地跳了起来：“有
毛毛！”其他孩子立刻也撕开看毛毛，有的孩子不断地揉纸，
然后惊喜地举手告诉我，不用撕开，只要使劲地揉，纸也
会“生毛毛”的。教室里立刻出现了“嚓嚓嚓”的揉纸声，
立刻又出现了一大片的惊叹：“真的有毛啊！”“老
师，‘纸毛’是从哪来的？”“从树上来的，因为纸是树做
的，对吧，老师？”“哎呀，好多灰啊，不要搓啦。”。



我无奈而又欣喜地看着这群调皮蛋，心里好开心。教室里的
声音很吵，我注意到在我的提醒下，一部分孩子已经开始将
纸的特点向科学本上记录了。这个习惯，是我最想他们培养
的：及时记录，及时思考。

下课了，一个孩子突然跑上前来，搂着我的脖子，附在我耳
边说，“老师，我知道一个秘密，明天，有一个人要送你礼
物。”说完，他飞似地跑回座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