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大班科学教案及反思比高矮(精
选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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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前，我为每组准备了两张纸：一张是两种颜色混合
的纸(其中三组是红加黄、两组是蓝加黄、还有两组是红加
蓝)，另一张是画有树叶、茄子和橘子的纸，每组还有一盒蜡
笔。活动开始我以画小草导入，然后我给小草涂颜色，当我
给小草涂上蓝色的时候，小朋友们立马就叫了起来：“不对
不对!小草应该是绿色!”我就追问：“那怎么办呢?有什么办
法可以把蓝色的小草变成绿色?”班里有个最聪明的男孩就说
道：“可以加上黄色。”我还请其他小朋友说了其他的办法，
然后再用他的方法演示给孩子们看，神奇的现象发生了，蓝
色小草变成了绿色，小朋友们都开心的拍起手来。后面的环
节我请孩子们自己到组里去尝试两种颜色混合，并混合给相
应植物涂色。虽然成果还可以，但因为每组只有一份，所以
有些孩子没有机会尝试到。可以将这个材料复印多份，投放
入科学区，在区域活动时，引导幼儿继续尝试，巩固所学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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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只要有新材料出现，必然会引发我班孩子的探索兴趣。
这不，多多在第一时间来到了区域里，开始了他的探索旅程。

看着图片上浮在水面上的鸡蛋，多多立马去厕所间，往广口
瓶中加了5/4的水，随后用小调羹往水里面加了一勺盐，再用



筷子进行搅拌。一会儿盐在俊杰不断地搅拌下融化了，他一
看鸡蛋还是沉在水底；随后他第二次向水里加了第二勺盐，
再一次进行搅拌，盐慢慢慢慢融化了，可鸡蛋还是和原先一
样，沉在水底；俊杰没有灰心，继续着他第三次的尝试，可
结果依然还是鸡蛋沉在水底……。这下，多多开始沉不住气
了，他向左看看，向右看看。一会儿没有耐心了，扔下桌上
的材料，转身投向了其他孩子。

这时我来到了他的身边，问他：“你的小实验做的怎么样了，
成功了吗？”他对我笑笑说：“实验很难的'，没有成功，我
不想做了。”“不成功就放弃了，你还是个男子汉吗？”被
我这么一将，本已丢失的信心又树立了起来，他不服气地说：
“我一定要让鸡蛋浮起来了。”随后他又回到了原地，重新
拿起材料，尝试起来。他拿起小调羹勺起第四勺盐，向瓶中
添加进去，又开始搅拌……，就这样，他加盐、搅拌、再加
盐再搅拌，直到第七勺盐搅拌后，原本沉在水底的鸡蛋真的
浮起来了。多多放生叫起来：“老师，你来看呀，鸡蛋真的
浮起来了，哎呀，怎么这么奇怪呀……。”他用他自己的方
式为自己的成功庆祝着，我们也为他的成功而感到高兴。

分析与反思：

责任心不像知识、技能和能力那样明晰可见，但它是能力发
展的催化剂。可以说，责任心是一个走向成功和幸福人生的
必备条件，而缺乏责任心的人与成功无缘分，与幸福擦肩而
过。因此针对孩子的这个特点，当俊杰在实验中遇到困难放
弃的时候，教师采用激将法或是鼓励的方式引发孩子知难而
上，不怕困难、克服困难，从而获得成功。

我想：我们教师的目的并不是要让孩子做成功多少个实验，
关键是在这些活动中，培养孩子做事是我们的初衷。

大五班：曹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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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是幼儿生活中熟悉和常见的科学现象，但幼儿对它的认
识是模糊的，鸡蛋能浮起来，更是令幼儿好奇的`事。于是，
我设计了本次活动，通过实验、观察探索，让幼儿初步感受、
理解这一现象，让幼儿在探究中学习，激发幼儿从小探究科
学奥秘的兴趣。

【教学目标】

1、知道蛋宝宝在水里是沉的，引出让蛋宝宝浮起来。

2、通过实验操作，提高幼儿探索的兴趣。

3、培养幼儿动手操作能力，在活动中大胆创造并分享与同伴
合作成功的体验。

4、通过实验培养互相礼让，学习分工合作的能力。

【教学准备】

1、鸡蛋若干。

2、杯子、水、盐等操作材料。

【教学过程】

一、导入―引题

1、出示蛋宝宝，让幼儿猜想鸡蛋在水里会怎么样？

2、那么到底鸡蛋在水里会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动手试
一试。

二、感知鸡蛋在水里是沉的。



1、分组请幼儿去尝试把鸡蛋放到水里。

2、请幼儿说一说你的发现。

教师小结：原来鸡蛋在水里是沉在水底的。

3、那么有没有办法让鸡蛋浮起来呢？

三、体验沉与浮

1、请幼儿讨论，怎么样让鸡蛋浮在水了？

2、小朋友想了很多的办法，真棒！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
一样东西可以让鸡蛋浮在水里。

3、出示盐，请幼儿讨论我们该怎么做呢？

4、教师操作实验让鸡蛋浮起来。让幼儿知道把盐放到水里，
通过搅拌，并要加到一定量的盐才能浮起来。

5、请幼儿尝试操作，教师引导。

（1）教师讲解操作步骤，并提醒幼儿注意事项。

（2）幼儿操作实验。

6、小朋友们你们的实验有成功的吗？真棒！请你们说说你们
的实验结果。

四、延伸活动

今天小朋友们的操作实验表现真棒，老师请小朋友你们回去
可以和爸爸妈妈再去尝试一下还有什么方法让我们的鸡蛋浮
起来。



幼儿园大班科学教案及反思比高矮篇四

作为一位刚到岗的教师，教学是我们的任务之一，借助教学
反思我们可以快速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教学反思应该
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大班科学活动《认
识人民币》教学反思，欢迎阅读与收藏。

《认识人民币》是本学期的教学内容。人民币是我国法定的
货币，在人们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幼儿年龄小，缺乏社会
经验，家长单独让孩子上超市购物的机会很少，对人民币只
是初步的认识。这节课的教学就是为了让幼儿结合自己的生
活经验和已掌握的`对100以内数的认识，进一步认识人民币，
使幼儿在简单的活动中感知人民币的面值和人民币的功能。
为了培养幼儿对数学的兴趣,使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在这节
课的开始时。我以提问的形式，引入课题“认识人民币”同
时也渗透一种德育思想在其中，合理利用零花钱，教育幼儿
养成节约的品质。第二环节是让幼儿区分硬币和纸币。第三
个环节是让幼儿认识人民币的面值。为了完成这一环节，我
课前让幼儿准备了假币，所以我就让幼儿拿出样币逐一进行
辨认，并让有疑问的幼儿请教同桌。反馈提问幼儿：“你是
怎么知道这些人民币的面值？”通过幼儿的回答总结出方法。
再让幼儿对手中的样币进行分类。最后一个环节是游戏，加
深对人民币的认识。

在这次活动，课上的很好，完成得还很顺利。我思考了许久，
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在这次活动的时候，我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对于1元的
人民币比较熟悉。当然我也准备了真的人民币。因为人民币
每人都有一份，所有的幼儿都看的很仔细。

2、在《纸币找朋友》这个环节上，我是通过让他们利用自己
的学具是多少人民币，幼儿怎样拿这么多钱。



3、《看谁拿得对》这个游戏，大部分幼儿都能拿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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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索在清水里加入一定的盐后，鸡蛋沉浮状态的变化，初
步感知浮力的存在。

2．引导幼儿在实验操作中学会观察现象并记录，乐于用自己
的语言表达所发现的现象。

3．有求知欲望，喜欢探索身边的科学现象，体验成功的快乐。

活动准备

每位幼儿分别有三个烧杯（分别装等量的淡水），鸡蛋一个，
放大的记录纸一张，实物：鸡蛋、盐、糖、味精、碗、盆、
勺子、烧杯、抹布，每组若干记录表、水彩笔每人一份。

活动过程

一、直接导入

1．出示鸡蛋。师：“今天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你们看，
是谁啊？”

二、变魔术“鸡蛋浮起来”

1．鸡蛋在清水中的沉浮。师：“鸡蛋放在水中会怎么样啊？
是会沉下去还是浮起来呢？”引导幼儿猜测并用身体的动作
来表示沉浮结果：站表示浮，坐表示沉。2．变魔术“鸡蛋浮
起来了”。教师出示一杯水，放入鸡蛋，鸡蛋浮起来了。师：
“猜猜为什么鸡蛋放入这杯水中会浮起来呢？”幼儿自由讨
论并回答。师：“其实，这杯水有个秘密，你们想知道吗？
里面放了一样东西，你们猜放了什么啊？”



四、幼儿自由操作，探究、解释鸡蛋沉浮的秘密

1．教师演示实验过程。

（1）水中放人物质，慢慢加。

（2）进行搅拌（让物质溶入水中后才能增加浮力，使鸡蛋浮
起来）。

（3）放入鸡蛋，观察鸡蛋的沉浮。

2．幼儿自主探索鸡蛋的沉浮。幼儿根据指示，自主操作实验，
观察实验，学会操作。

3．幼儿观察实验过程和结果。

4．引导幼儿通过各种感官寻找鸡蛋宝宝浮起来的原因，启发
幼儿看一看、摸一摸、尝一尝，区分出味精、糖、盐三种水
的不同，从而找到问题的缘由：鸡蛋装在味精水、糖水杯里
是沉下去的，在盐水杯里是浮上来的。（在实验操作中，有
的幼儿在没有教师帮助的情况下自已动稿做出了大胆尝试一
一通过嘴去品尝发现第二杯是盐水。教师对于幼儿大胆尝试
的做法绐予了肯定。）

5．教师和幼儿共同小结：盐可以增加水的浮力，使鸡蛋浮起
来。

五、展示幼儿记录表，交流实验情况和同伴分享实验结果，
体验成功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