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探索活动教案 中班探索活动圆圆的
东西(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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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探索活动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学习按某一特征有规律地间隔排列。

2．在探索寻找活动中，选择不同的方法尝试有规律排序。

3．培养幼儿有初步的推理能力，发展幼儿创造力。

活动准备：

海洋球、乒乓球若干；蚕豆、黄豆、赤豆若干排列操作纸卡
人手一分；带有回形针的红、黄、绿圆形娃娃图片若干，长
铅丝两条。

活动过程：

一、引出课题、激发兴趣

出示背景图：今天，老师带小朋友来到了一个俱乐部，你们
看看会是什么俱乐部？（背景图上显著标志两个圆）对了，
是圆圆俱乐部，看看，俱乐部里都来了哪些“圆圆”的朋友？
（逐一介绍海洋球、乒乓球、各种豆子及圆形娃娃等）



二、初步学习按两种物体大小特征有规律的间隔排列

1．海洋球和乒乓球要进行舞蹈演出，老师为它们排了一个队
形，大家看看是怎么排的。

2．出示一个间隔一个的排列方法，请幼儿说说是怎么排的？
（海洋球-乒乓球-海洋球-乒乓球即abab的形式排序）

3．后面的还没有排完，请大家帮忙继续排完。

4．除了这样一个间隔一个有规律的排列，谁还能有规律的排
出另外一个队形？

5．幼儿尝试进行两个隔两个或一个、两个间隔有规律排列的
方法（海洋球-海洋球-乒乓球-乒乓球或者海洋球-乒乓球-乒
乓球即aabb或abb的方式）。完成后展示不同的排法。

三、探索尝试用三种物品选择不同的'方法进行有规律排序

1．看，我们又来到了种子乐园，蚕豆、黄豆、绿豆都在纸板
上等着我们小朋友来和它们做朋友呢。

2．谁来把这三种豆子也象刚才一样排的又整齐又有规律呢？
想想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法？

3．幼儿操作，尝试进行一至两种不同方法的有规律排列。
（纸板上有双面胶，幼儿从盒子中取豆子粘在纸板上即可）

4．谁来说说你是怎么有规律的排列三种豆子的？个别幼儿展
示讲解自己的排列方法。（引导幼儿进
行abc、aabbcc、abbccc等不同的方法进行排序）

四、游戏：走钢丝



2．请幼儿将红、黄、绿三种圆形娃娃有规律的排列在铅丝上。
（娃娃上有回形针可别在铅丝上）鼓励幼儿尝试多种方法，
多用自己没有尝试过的方法。

中班探索活动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认识几种常见的电池，知道电池的用途。

2.学习装电池的基本方法。

3.培养幼儿的环保意识。

活动准备：各种电动玩具各种型号的电池ppt演示

活动过程：

一、导入课题：

1.和孩子一起玩电动玩具，一些装了电池，一些没装电池。

2.创设问题情境，怎么样让玩具会亮、会动、会发光呢？

（1）幼儿分组进行探讨。

（2）小结：给他们的身体里面装上电池。

二、多种感官认识电池

看看、摸摸认识电池，知道电池里电对人体没有危害，但是，
你不能用牙齿去咬它，你只能用手去接触它。出示ppt,让幼
儿认识常见的电池。



1.干电池（1号、2号、5号、7号）出示幻灯认识不同型号的.
电池。

2.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环保电池及太阳能电池等。

3.认识电池的正负及。（电池有两头，那电池的一头有一个
突出来的小头，还有一个“+”的图案，这边呢，是正极；另
一头平平的，还有一个“―”的图案，这边呢，我们叫它负
极。）

三、学装电池

那我们应该怎样装才能让玩具动起来，有声音呢？

1.分组实验，教师巡回指导。

2.幼儿交流、讨论，引导幼儿将自己在实验中发现的问题大
胆的提出来。

（1）请个别幼儿进行解说自己的实验过程。

3.集体小结

刚才小朋友说得很好，要合适的电池，装的时候先把负极对
准玩具里有弹簧的那一头，然后把正极对准负极的装就能让
我们的玩具都能动起来、响起来。

四、出示废旧电池回收箱，引导幼儿收集幼儿园里的的废旧
电池。

本次活动延伸：制作设计各种废旧电池环保箱。

中班探索活动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探索用多种材料使蛋宝宝站立起来的方法。

2、能用语言讲述探索的结果。

3、体验探索蛋站立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熟蛋每人1个（多准备一些备用），在鸡蛋上画上眼睛、
鼻子和嘴巴，装饰成蛋宝宝。大小不同的瓶盖、瓶子、纸盒、
积木、沙包、橡皮泥、玩具（塑料插塑、酒杯、凳子）、擦
手毛巾、报纸、皱纹纸等辅助材料。

2、《长大要当解放军》、《小小蛋儿把门开》的音乐。

3、情境创设：鸡妈妈的家布置在桌面上。

【活动过程】

1、创设情境，导入课题。

师：“最近鸡妈妈生了许多的蛋宝宝，我们一起去看看
吧！“

“鸡妈妈的家到了，来，和鸡妈妈、蛋宝宝打个招呼吧！”
（倾听）鸡妈妈、蛋宝宝在说什么呢？噢，它们告诉我，说
很想看看小朋友表演个学做解放军的节目呢！你们愿意给蛋
宝宝表演一个好吗？好，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来。

2、幼儿尝试让蛋蛋站立。

师：“小朋友们表演的真好，蛋宝宝看到小朋友学做解放军
那么神气，也想学学解放军站立的动作，你们猜一猜蛋宝宝



能站立起来吗？”

幼儿猜测，师：“那蛋宝宝到底能不能站起来呢？”

师：“现在就请每个小朋友都找一个蛋宝宝做朋友，自己试
一试，看看蛋宝宝在桌面上到底能不能站起来？”

师：“小朋友们刚才发现蛋宝宝站起来了吗？

（提供给每人一个熟蛋，引导幼儿通过操作，发现蛋宝宝自
己是不能站立起来的。）

3、引导幼儿借助辅助材料探索使蛋站立的方法。

“小朋友们可以拿每一种材料试试，看看蛋宝宝有了这些材
料的帮忙能不能站起来呢？”请小朋友将能站立的.蛋宝宝送
到鸡妈妈身边。

幼儿发现讲述蛋宝宝站立的原因：原来这些材料上都一个小
窝窝，将蛋宝宝放在里面就能站起来了。

（2）加大材料的难度，幼儿再次探索使蛋站立的方法。

师：“鸡妈妈这儿还有许多的蛋宝宝也想站起来，材料王国
又来了一些新的朋友，我们来看看这些新朋友室谁？出示毛
巾，皱纹纸等，小朋友用这些材料的时候要动脑筋，想以想
这些材料怎么样才能帮助蛋宝宝站起来。”

4、展示探索的结果，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展示幼儿站立好的蛋宝宝）师：“现在蛋宝宝都站起来了，
谁来说一说你刚才用了什么材料帮助蛋宝宝站起来呢？（引
导幼儿说出：我是用某某材料帮助蛋宝宝站起来的。）（同
时展示蛋宝宝站起来的方法—用这些材料造一个小窝窝就能
帮助蛋宝宝站起来了。）



教师小结：我们小朋友真聪明，想出了许多办法用了各种材
料帮助蛋宝宝站立起来了，我们和蛋宝宝一起来跳个舞庆祝
一下吧。幼儿围着站立起来的蛋宝宝表演《小小蛋儿把门
开》，体验成功的乐趣，幼儿边表演边下场。

中班探索活动教案篇四

1.互相交流，唤起幼儿的已有经验。

师：西瓜是我们小朋友最喜欢的瓜果，那么，关于西瓜，你
们知道一些什么秘密呢?

幼：西瓜有瓜皮、瓜瓤和瓜籽。

西瓜里面有白籽和黑籽，白籽可以吃，黑籽不可以吃。

西瓜有黄西瓜、红西瓜，还有无籽西瓜。

西瓜是长在地上，不是长在树上的。

夏天的西瓜最好吃，有的西瓜有催熟剂，不好吃。……

2.鼓励提问，了解幼儿想知道的。

师：你们说得真好!那么，有关西瓜，你们还想知道些什么
呢?

幼：西瓜有没有根?

西瓜为什么长在泥土里，不是树上?

为什么西瓜里面有的籽是白的，有的籽是黑的?

为什么西瓜会有那么多的汁?



西瓜的叶子是什么样的?

西瓜是怎么长出来的?……

师出示记录表，请幼儿用简单的图象、符号把自己的问题记
录在“疑问”一栏中。

3.参观西瓜地，观察询问，丰富有关西瓜的经验。

教师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安排专人进行集体介绍，然后请
幼儿自由观察农民伯伯(阿姨)的劳动，边观察边提问。

边观察发现，边完成记录表的另外两栏：答案和新发现。

专门的介绍员对他们的种植地(暖棚种植、西瓜的营养价值、
西瓜的经济效益等)作了完整的介绍，幼儿边听边做适当的记
录。然后请幼儿提问，介绍员做一定的解答。

接下来我们来到大棚里面，自由观察，这是幼儿最投入、最
喜欢的，在这里，他们有了太多的意外发现和惊喜。

他们看到一个奶奶在剪枝，就连忙问：“绿绿的枝条长得这
么好，为什么要剪掉呀?”奶奶告诉我们：“枝条太多了，会
吸收掉很多的营养，所以要剪掉一些，这叫整枝。”这时，
奶奶顺手把一个比拳头小一点的西瓜也摘了下来，正好被乐
乐发现，奇怪地问：“西瓜怎么摘下来了呀，它还要长
呢。”另外的孩子也凑过来说：“真是太可惜了。”奶奶笑
笑说：“一棵西瓜上可以结出许多的西瓜，摘掉一些，另外
一些就能长得又大又甜。”

一位大妈手里拿着花，正在那里摆弄着，洁洁大叫起
来：“哎呀，怎么把花采下来了呀?”大妈一边说一边让孩子
们围拢仔细看她：“这是人工授粉。”我假装惊奇地
说：“原来花也分爸爸和妈妈，让他们相亲相爱手拉手，才



会结出西瓜宝宝来。”

当他们发现西瓜一个个吊挂在那里，又争论起来：“西瓜不
是长在地上吗，怎么长到树上了呢?”我引导孩子仔细看，到
底是不是树，他们发现不是的，只是西瓜藤爬到了支架上，
叔叔介绍说：“这样的西瓜长起来会很好看，而且不会被地
上的虫子伤害。”

在另外一个暖棚里，几个农民正在采摘、装箱，我们赶紧跑
过去，请他们介绍辨别西瓜成熟的方法。一位爷爷倒是很热
心，很仔细地介绍了辨别的方法，最后，我想，反正接下来
还要用西瓜开展活动的，还不如在这里买一些西瓜回家，于
是，孩子们在这些农民的带领下，都去亲自弹瓜听声，采摘
了一个西瓜，高兴、圆满地结束了这次参观活动。

4.互动交流，分享各自探索发现的结果。

利用记录表进行分组讨论交流。

回放参观时拍摄的照片，和幼儿一起回忆经历，帮助幼儿梳
理获得的经验。

中班探索活动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进一步认识眼睛的形状、颜色、位置及功能。

2.认识保护眼睛的方法。

3.知道看东西需要光线。

4.复习红色、黄色和绿色。



5.认读“眼”字。

活动准备

红色、黄色、绿色的物品。

眼罩。

小镜子、没有五官的脸谱、彩笔。

识字图卡“眼”（见教具）。

与眼睛有关的图书。

活动过程：

1.老师出示红色、黄色、绿色的物品，请幼儿蒙着眼睛触摸
物品，看看能否说出物品的颜色。

2.与幼儿一起讨论眼睛的功能，以及保护眼睛的方法。

3．大家一起欣赏上述物品美丽的颜色，过一会儿，老师把活
动室的灯光调暗，并拉上窗帘，向幼儿提问能否看得清楚物
品的颜色（有些幼儿可能怕黑，老师最好站在他身边）。

4.再把灯光调亮，与幼儿一起讨论能再次看清楚物品的原因，
然后总结有光才可以看见东西。

5.请幼儿照镜子，观察自己眼睛的形状、颜色和位置，再在
一个没有五官的脸谱上画自己的眼睛。（脸谱留待以后的活
动使用。）

6.出示识字图卡“眼”让幼儿认读。

总结分享



请幼儿互相观察，说说彼此的眼睛有什么不相同。

活动评价

1.能说出眼睛的形状、颜色、位置及功能。

2.了解保护眼睛的基本方法。

3.知道有光才可以看见东西。

4.能认读“眼”字。

延伸活动

请幼儿到“全家福”区，观察谁的家人戴了眼镜。

活动建议

1.引导幼儿以多种方式认识保护眼睛的'重要性，例如引导幼
儿学习一些与保护眼睛有关的儿歌等。

2.邀请两位戴眼镜的家长来园，向幼儿介绍戴上眼镜的原因
及带来的种种不便。

3.在图书角中投放与五官的汉字认读有关的图书，引导幼儿
在生活中认读汉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