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科学活动教案吹泡泡(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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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
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大班科学活动教案吹泡泡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尝试知道不同形状的泡泡器吹出的泡泡都是圆圆的。

2、喜欢参与活动，在探究活动的过程中体验发现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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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

1、教师自制的铁丝圆形三角形正方形的泡泡器每种人手一个，
酸奶盒人手一个，泡泡水。

2、记录表一张。

活动过程：

一、问题导入，创设情境。（完成圆形工具，师幼共同探索）

师：小朋友们，你们吹过泡泡呀？



（配班老师事先把圆形工具盒一杯泡泡水事先准备好）

师：那我们就去试试吧！《音乐泡泡不见了》（三分钟后，
幼儿回到位置上）

师：刚才你们用圆形的工具吹出的泡泡是什么形状的呀？

师：原来这个圆形的泡泡器吹出的泡泡是圆形的。

出示记录表，把小朋友的试验圆形工具的结果先记录下来。

师：今天老师还带来了几个新的泡泡器，我们来认识一下，
出示三角形和正方形泡泡器，

师：请幼儿猜猜他们能吹出什么形状的泡泡？出示记录表，
把幼儿的猜想结果记录下来，

师：那到底能吹出什么形状的泡泡呢？我们再去试一试，试
的时候的要求还和前面试的一样。我们拿起每个泡泡器都试
一下。（三角形工具和正方形工具事先准备好）

师：刚刚小朋友都去了圆形，三角形，正方形的泡泡器，开
始的时候小朋友猜了他们能吹出各种形状，那请小朋友说说
刚刚你用他们吹出了什么形状。

师：请若干小朋友起来说出自己试的结果，最后请大家一起
说出试验的结果。

师：老师记录最后的结果。

二、老师总结

小朋友，我们今天玩的三角形和正方形的泡泡器吹出来的泡
泡都是圆形的，和圆形的泡泡器吹出的泡泡都是一样的，都
是圆圆的。



有的时候，我们想的不一定是对的，只有自己去试一下，才
能知道结果。

三、我们一起到操场上去吹泡泡。

活动反思：

在此活动中，要培养幼儿的质疑精神，提出问题，进行实验
验证。并要鼓励幼儿敢于说出与别人不一样的看法。作为活
动组织者和引导者的教师，首先应掌握科学正确的原理，以
免在活动中对幼儿的表现作出片面甚至错误的评价，误导幼
儿。其次教师要摈弃师道尊严的传统观念，创设宽松情境，
这是让孩子在活动中敢于提出问题，勇于发表意见的前提。
同时，教师在活动中还应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观察，有意识
的提出一些能让幼儿有不同想法的问题，多提一些类似：谁
有不同的想法？谁还想来发表自己的意见？鼓励并引导孩子
积极的思维，这是培养孩子质疑能力的关键。

大班科学活动教案吹泡泡篇二

师直观导入，出示材料让幼儿认识。师根据幼儿的回答进行
引导。

6.发放材料，引导幼儿制作，并提醒幼儿注意安全。(教师巡
回观察并适当给予引导)

7.幼儿在操作中结束活动

8.幼儿带着自己的泡泡器有秩序的离开活动场地。结束活动!

师总结：我刚才看到有几个小朋友他们一次就成功了,非常的
棒;也有一些小朋友失败了好几次才成功，老师很佩服他们。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只要坚持了就会成
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带着自己的发明到外面比比谁的泡泡



器吹出的泡泡最多吧。

大班科学活动教案吹泡泡篇三

及进程教学目标：

1.在吹泡泡的游戏中，体验创造以及成功的快乐，萌发爱探
究的积极情感。

2.在自主操作中，了解吹泡泡的工具要有洞或者缝隙。

3.能动手动脑解决问题，能创造性自制吹泡泡工具。

活动准备：

4个篮框、16个盘子、泡泡水、吸管若干9根、袋子里的四件
件套15份、树叶若干片、铁丝若干、计时器、毛巾15条。

活动过程：

一、我们来玩吹泡泡

1.看准备的东西，猜猜今天有可能玩什么游戏。

2.提问：吹泡泡吹泡泡，怎么吹？

3.小结：吹泡泡是要把气往外吹，千万别把泡泡液吸进去，
吸进去会肚子疼的，要学会保护自己。

二、用吸管吹泡泡

1.要求：保护好盘子里的泡泡液，不要把它弄洒了，洒了就
没法玩了。吹泡泡的时候不要吹到别人的脸上和自己的脸上，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吹到了，赶紧用小毛巾擦一擦。



2.幼儿操作，巡回指导。

3.收管子。示意成功的小朋友坐下来。

4.请成功的小朋友说说、吹吹给小朋友们看看。

5.进一步小结：我们刚才都用吸管成功地把泡泡吹出来了。
我们都要轻轻地用力，然后要吹很长是时间，不是“噗”一
下吹出来。

三、用工具吹泡泡

1.提问：还可以用什么吹出泡泡来？以前你都是用什么(工
具)吹的？

2.认识袋子里的工具。

3.幼儿猜想并尝试自主探索。

4.要求1：袋子里的四种东西每一种都要试一试，如果能成功
地吹出泡泡，请把它放在桌子下的篮子里。如果不能吹出泡
泡，请把它留在袋子里。

5.要求2：记住了还是那两个要求。保护好你的泡泡液，保护
好自己，别对着小朋友吹。拿到了就去试一试，如果成功了
抓紧时间把它送到篮子里来。

6.分享试验结果：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袋子里吹不出泡
泡的工具有什么。谁来说说你的袋子里还剩了什么。

7.请试验成功的孩子教教不成功的孩子，一起发现原因。

8.关键提问：泡泡从哪出来的？

8.关键提问：你们为什么认为可以吹出泡泡？泡泡从哪里吹



出来？

9.重要总结：有洞洞有缝隙的都可以吹泡泡来。工具有一个
要求……

四、改造树叶吹泡泡

2.幼儿操作：拿到了就去试一试，有想法就去试一试。看谁
能把树叶变成吹泡泡的工具，谁能当科学家。

3.落座，讨论怎么把小叶子变成吹泡泡的工具。分析成功与
失败的原因。

五、各种形状的铁丝吹泡泡

3.拓展思维：不同形状的工具吹出的泡泡会是什么形状？

4.在幼儿操作中结束。

大班科学活动教案吹泡泡篇四

【设计思路】

在生活中总能看到各种泡泡水，孩子也非常喜欢，泡泡能让
不相识的孩子变成好朋友，泡泡还很有趣很好玩，泡泡使他
们尽情地运用多种感官充分体验，获得了善于观察，勤于思
考，乐于实践，勇于创新等终身有益的学习品质。他们不断
体验快乐和成就，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保持着对科学探究
的浓厚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获得了对生活、对学习、对
社会的积极的情感态度，构建完美人格。

【材料来源分析】

1.泡泡水：利用泡泡水让幼儿观察吹出来的泡泡使怎么样的？



2.儿歌《吹泡泡》：在玩中学会歌曲《吹泡泡》。

3.泡泡：在泡泡吹出来的时候泡泡是什么形状的.。

所设计的《叶脉》科学探究活动，共设计五个环节，每个环
节的策略运用如下：

第一环节：运用工具支架，教师带幼儿去户外玩吹泡泡游戏。

第二环节：运用问题支架，“泡泡是什么样子的？”；“泡
泡都去哪了呢？”

第二环节：运用身体支架，“小朋友，你们可以怎样变成泡
泡？”

活动目标：

1.帮助幼儿在游戏中学会踮脚、下蹲等动作。

2.提到幼儿与同伴团结合作，自我保护和保护他人的能力。

活动准备：

1.吹泡泡玩具材料。

2.心理准备：在吹泡泡时细心观察吹出去的泡泡形状、颜色。

3.儿歌《吹泡泡》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教师带幼儿去户外玩吹泡泡游戏。



2．幼儿观察老师吹泡泡的动作，发现泡泡的变化。

运用工具支架，教师带幼儿去户外玩吹泡泡游戏。

二、游戏活动。

1.回忆泡泡的样子，引发幼儿活动兴趣。

（提问：“泡泡是什么样子的？”；“泡泡都去哪了呢？”）

2.师幼一起进行游戏，边说儿歌边做游戏。

（提问：“小朋友，你们可以怎样变成泡泡？”）

3.根据儿歌做游戏：

“泡泡飞高了”----幼儿立起脚尖表示泡泡飞高了。

“泡泡变大了”----幼儿拉一大圆圈表示泡泡变大了。

“泡泡爆了”----幼儿一起击掌，并齐声说：“叭”。

运用问题支架，“泡泡是什么样子的？”；“泡泡都去哪了
呢？”

运用身体支架，“小朋友，你们可以怎样变成泡泡？”

三、游戏结束。

每位幼儿变成一个小泡泡回教室。

活动结束。

活动反思：



活动一开始我做了简单的吹泡泡的安全提示，让幼儿注意几
个不安全的因素，然后引导请幼儿猜测吹出来的泡泡像什么？
从而丰富孩子的想象力。我让孩子们带上泡泡水来到护外玩
吹泡泡，启发幼儿观察吹出的泡泡在阳光下是什么样子的。
在吹的过程中，孩子们总是跑来告诉我泡泡飞到天上去了。
在游戏中，孩子们能够通过亲身体验中去学习、探索和发现。
在亲自操作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满足和喜悦，进而形成新的
学习动机和愿望。在体验活动中孩子们获得了活泼、大方，
乐意交往，善于合作等终身受益的个性品质。他们尽情地运
用多种感官充分体验，获得了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乐于实
践，勇于创新等终身有益的学习品质。他们不断体验快乐和
成就，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保持着对科学探究的浓厚兴趣，
和强烈的求知欲，获得了对生活、对学习、对社会的积极的
情感态度，构建完美人格。如果给我再一次上这节课，我将
增加一个抓环节，让幼儿去抓泡泡，在抓的过程中锻炼孩子
的弹跳能力；鼓励幼儿回家跟家长一起玩游戏，增进亲子感
情。

大班科学活动教案吹泡泡篇五

一、《吹泡泡》律动进场。

二、完整欣赏歌曲引出歌曲的名称《吹泡泡》

三、理解歌词。

1、教师清唱歌曲，利用课件帮助幼儿理解歌词。

2、引导幼儿讨论：为什么我吹出的泡泡是一串串欢笑？

四、感受歌曲中的。停顿与连贯。

五、演唱歌曲



1、随着音乐轻声哼唱歌曲，激发歌唱兴趣。

2、引导幼儿表现歌曲中的停顿和连贯。

3、幼儿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情感。

六、欣赏教师舞蹈，进一步感受歌曲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