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科学教案水不见了重难点(模板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教案书写有哪些
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
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中班科学教案水不见了重难点篇一

1、知道气球与充气玩具变鼓是因为充入了空气。

2、探索充气的多种方法。

3、体会与同伴合作才能扎住“气球嘴”的必要性。

1、没充气的气球人手一份。

2、脚踩式打气筒，各种充气玩具若干。

1、气球吃什么。

出示充好气的气球和未充气的气球。这个气球圆鼓鼓，胖乎
乎，这个气球呢，瘪着肚子，好像没吃过饭。

教师手拿未充气的气球，引出《气球爱吃什么》。

气球喜欢吃饼干、馒头、糖果吗?

气球吃什么，才能鼓起来，变的胖胖的呢?

2、我帮气球吃空气。

教师示范吹气球，用嘴给气球充气，以及如何扎住“气球
嘴”，不让空气溜走。



幼儿每人一只气球，用嘴给气球充气，让气球很快“胖”起
来。

为了不让空气溜走，幼儿主动寻找合作伙伴，扎住“气球
嘴”。

3、充气玩具吃空气。

出示充气玩具。气球还有很多朋友，也和气球一样喜欢吃空
气。我们也来帮帮他们，让他们也吃得圆鼓鼓、胖乎乎的。

幼儿自由结伴给充气玩具吹气，摸一摸充满空气后胖乎乎
的“身体状态”。

幼儿玩一玩这些充气玩具。

中班科学教案水不见了重难点篇二

1、引导幼儿自己尝试做小实验，使幼儿初步感知“水蒸气蒸
发”以及“雨是怎样形成的”等一些科学现象。

2、了解雨与人类的关系。

3、激发幼儿观察、发现、探索自然的兴趣。

1、木偶台、木偶小兔、兔妈妈。

2、酒精灯、烧杯、玻璃片、玻璃杯、火柴。

3、投影机、故事《小水滴旅行记》、有关幻灯片、磁带。

一、教师木偶表演，提出尝试问题

教师以兔妈妈带小兔出去玩，忽然天下雨了，小兔问妈
妈：“天上为什么会下雨?”的故事情景导放课题，提出问题：



“小朋友，你知道天上为什么会下雨吗?”

二、小朋友做小实验(幼儿第一次尝试，分组活动)

1、幼儿点燃酒精灯，把水加热。

2、教师提出尝试问题：仔细观察一下，你发现了什么?

3、 小结：水热了就会有水蒸气，许多水蒸气向上跑的现象
叫做“蒸发”。

4、讨论：你平时看到过“蒸发”现象吗?

(发散性思维)

三、观察水蒸气遇冷变成小水珠的现象“幼儿第二次尝试，
集中活动)

1、请你摸一下，玻璃片是冷的还是热的?

2、倒热水在杯里，问：杯子里冒出来的是什么?(水蒸气)

3、把玻璃片盖在茶杯上，会出现什么?

为什么玻璃片上会有小水珠?得出实验结果：水蒸气遇冷就会
变成小水珠。

四、放幻灯(通过直观教学，重点理解“为什么会下雨”的科
学现象)

2、请小朋友听一个有趣的故事《小水滴旅行记》(结合幻灯)

3、请小朋友把“天上为什么会下雨”的小秘密告诉兔妈妈和
小兔。



五、了解雨与人类的关系

1、请幼儿试着说出雨的好处。

2、请幼儿试着说出雨的危害。

3、 总结幼儿讲的雨的好处的危害，教育

幼儿从小学知识、学本领，长大当下名科学家，要让雨为人
类做更多的好事。

中班科学教案水不见了重难点篇三

1、能大胆观察蜗牛，学习用多种方法来观察。

2、敢于探索，发展观察能力。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学习用语言、符号等多种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5、激发幼儿乐于探索科学实验的乐趣。

1、每组观察工具若干：小棒、玻璃片、瓶子、木片等

2、记录纸笔若干

1、谈话：春天的小动物

让孩子们讲讲自己对春天的动物的认识

2、户外：找蜗牛

3、观察蜗牛



a：引导孩子们观察蜗牛。

让孩子们用眼睛看，用各种工具来观察，并把自己的发现及
时的.记录。

b：分享个自的经验

4、介绍“我知道的关于蜗牛的知识”

5、讲讲“我对蜗牛一些的问题”

中班科学教案水不见了重难点篇四

活动目标：

1、知道空气到处都有，无处不在，并能说出空气的基本特征。

2、知道空气的重要性，生活中许多物品都离不开空气，初步
知道保护环境的环保意识。

3、幼儿对探索空气的过程感兴趣，有好奇心和求知欲。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使幼儿对探索自然现象感兴趣。

活动重难点：

活动重点：知道空气的基本特征及重要性

活动难点：对空气的主动探索具有好奇心和求知欲

活动准备：

白色塑料袋20个、气球20个、空瓶子20个、盛水的透明盆子4个



(放上水)、给自行车打气的图片一张。

活动过程：

一、让幼儿知道空气到处都有，无处不在。

出示白色塑料袋，引入主题。

1、小朋友请看，老师手里拿的是什么?(塑料袋)请看现在塑
料袋是什么样的?(老师捏在手里，扁扁的，小小的)老师用力
一张一收，抓紧袋口，装满空气。

提问：小朋友请看，先塑料袋怎么样了?(鼓鼓的)对，为什么
会鼓鼓的呢?里面装了什么?(空气)对，是空气娃娃在里
面。(老师快快一放)现在塑料袋又怎么样了?(扁了)空气娃娃
跑哪里去了?(不知道)那我找一找。老师随意走到一位小朋友
面前，再次装满空气，问：空气娃娃在哪里呢?(在___的面
前)

“空气娃娃在___的头上吗?”老师试验，让幼儿说出来。

2、好了，空气娃娃真调皮，到处藏的都是。现在我们小朋友
也来找一找空气娃娃藏在哪里?(请小朋友把放在椅子后面的
塑料袋拿出来自由找一找。提醒幼儿到每个角落去找。(如桌
子上面、下面，椅子背后，空调边上等)都找到以后，相互说
说各自都在哪里找到了空气娃娃。

老师小结：我们小朋友在教室的每个角落里都找到了空气，
可见空气到处都有。

3、(出示空瓶子)小朋友，这是什么?(瓶子)对，是空瓶子，
那瓶子里有空气吗?(看不见)摸一摸，闻一闻，倒一倒，都不
行。那怎么才能知道瓶子里有没有空气?如果把瓶子放进水里
装水，如果有空气的话，会怎么样呢?(幼儿讨论)(就会冒泡



泡)请小朋友们试验(提前放好装满水的盆子，放到孩子中间)

幼儿玩一次，如果看不到泡泡，就再玩一次。

教师提问：有泡泡吗?为什么会冒泡泡?

因为瓶子里有空气娃娃，水进去以后，把空气娃娃挤了出来，
所以才会有泡泡。

小结：空气娃娃是看不见，摸不着，抓不到也闻不到的。

二、知道空气的重要性。

1、(出示给自行车打气的图片)

小朋友请看，这幅图上的哥哥在干什么?(在打气)

自行车的轮胎怎么了?(没气了)如果自行车没气了，还能骑得
动吗?(不能)

对了。所以，当自行车快没气的时候，就要给自行车打气。
我们来学学打气。那么小朋友们还看到什么东西需要打
气?(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等)老师小结：可见生活中许
多东西都离不开空气。

2、对了，小朋友说的都很好，那我们人类需要空气吗?请小
朋友自由回答。

游戏：请小朋友闭上自己的嘴巴，并捏住鼻子，会有什么感
觉呢?为什么?

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我们的身体也需要空气，凡是有生命
的东西都离不开空气。空气重要不重要?(重要)所以，我们大
家要保护好环境，净化空气。环境好了，小朋友也能呼吸到
新鲜、清新、干净的空气，才能健康长大。



3、(出示气球)

今天，老师想和小朋友一起玩气球的游戏。小朋友们想玩
吗?(想)气球怎样才能鼓起来?(吹)我们要吹什么进去?(空气
娃娃)对了，那我们每个小朋友每人拿一个气球，把它吹起来，
看谁吹得大。

小朋友吹气球。

吹好以后，老师带着孩子到户外去玩。

活动反思：

我所设计的本次活动，孩子们的参与度非常高，目标完成的
很不错，很符合中班孩子学习与发展的需要，整节活动使幼
儿始终处于游戏活动之中，既知道了空气的基本特征及重要
性又充分享受了游戏的快乐。活动中所有幼儿参与都很积极，
仅有两三个年龄较小的幼儿，注意力不太集中，需老师的个
别提醒，他们的注意点更多的放于周围小朋友的反应，这大
概与他们的认知水平及自控能力有关，所以出现游离于活动
之外的倾向。

中班科学教案水不见了重难点篇五

1.引导幼儿自己尝试做小实验，使幼儿初步感知“水蒸气蒸
发”以及“雨是怎样形成的”等一些科学现象。

2.了解雨与人类的关系。

3.激发幼儿观察、发现、探索自然的兴趣。

4.使幼儿对探索自然现象感兴趣。

5.学习用语言、符号等多种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1.木偶台、木偶小兔、兔妈妈。

2.酒精灯、烧杯、玻璃片、玻璃杯、火柴。

3.投影机、故事《小水滴旅行记》、有关幻灯片、磁带。

一、教师木偶表演，提出尝试问题，教师以兔妈妈带小兔出
去玩，忽然天下雨了，小兔问妈妈：“天上为什么会下雨?”
的故事情景导放课题，提出问题：“小朋友，你知道天上为
什么会下雨吗?”

二、小朋友做小实验(幼儿第一次尝试，分组活动)

1.幼儿点燃酒精灯，把水加热。

2.教师提出尝试问题：仔细观察一下，你发现了什么?

3.小结：水热了就会有水蒸气，许多水蒸气向上跑的现象叫做
“蒸发”。

4.讨论：你平时看到过“蒸发”现象吗?(发散性思维)

三、观察水蒸气遇冷变成小水珠的现象“幼儿第二次尝试，
集中活动)

1.请你摸一下，玻璃片是冷的`还是热的?

2.倒热水在杯里，问：杯子里冒出来的是什么?(水蒸气)

3.把玻璃片盖在茶杯上，会出现什么?为什么玻璃片上会有小
水珠?得出实验结果：水蒸气遇冷就会变成小水珠。

四、放幻灯(通过直观教学，重点理解“为什么会下雨”的科
学现象)



2.请小朋友听一个有趣的故事《小水滴旅行记》(结合幻灯)

3.请小朋友把“天上为什么会下雨”的小秘密告诉兔妈妈和
小兔。

五、了解雨与人类的关系

1.请幼儿试着说出雨的好处。

2.请幼儿试着说出雨的危害。

3.总结幼儿讲的雨的好处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