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找空气教案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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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
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
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科学找空气教案反思篇一

《空气在哪里》一课主要通过“感觉空气”的活动，要求幼
儿设想多种方法、运用多种感官感知空气的存在；通过“找
空气”活动，引导幼儿在经历探究过程的同时体会我们周围
到处都有空气。本课的教学对象是大班幼儿，对于这个年龄
段的幼儿来说，学习主要以兴趣为主，观察事物的方法往往
只停留在其表面，容易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吸引，探究的开
展也是随兴所至，探究过程比较简单、短暂而且不严格，非
常需要教师引导和点拨。

一、通过游戏引趣，以憋气活动导入新课：

闭上嘴巴、捏住鼻子后有什么感觉？从而引出今天研究的对
象，揭示课题《空气在哪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游
戏活动又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在课的一开始做一个小小
的“热身”游戏，不但能营造轻松、和谐、愉快的课堂气氛，
还能激发幼儿的科学热情，引导他们积极地投身到科学探究
活动中去。

二、借助塑料袋，帮助幼儿感受“空气”的特征。

幼儿用塑料袋捉空气，证明空气到处都有。在教学过程中，
我们要大胆地让幼儿进行自主探究，不断鼓励孩子多观察、
多动手、多发现，并教给幼儿记录的方法，帮助幼儿学会看
图标去实验探索，再有序地记录自己的结果，这样在讲述时



更能“提醒”幼儿的思路，培养他们善于发现的科学态度。

科学找空气教案反思篇二

本课使学生认识和探究空气的性质的第一一节课。本节课主
要是研究空气的一些基本的物理性质。通过同学们的感官观
察，总结空气的一些空气的性质，同时通过实验探究空气的
哪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性质，比如占据空间、和有重量。

首先我指导学生利用自己准备的各种工具进行扑捉和感受身
边的空气。学生利用自己准备的塑料袋、瓶子、和扇子等工
具进行感受空气。学生在扑捉和感受空气的过程，学生认识
了空气的一些性质比如是无色，透明的，可以流动的等。这
些活动虽然非常的简单，在平时的生活中，可能学生经常的
会这些活动，但是学生们没有进行思考，因而学生可能学生
在潜意识中有了这些知识，但是学生没有进行意识化。因此
通过学生观察，感受，问题的提示，学生能够这些问题明确
在自己的中，从而达到学习的目的，同时对于学生也是种训
练。

然后研究空气的占据空气的这个性质。在研究首先我提出问
题：空气占据空间吗？学生们可能会有争论，这就是我达到
的效果。这样组织学生利用水杯、水盆和纸进行研究他们的
猜想。在学生活动的很是积极。当然效果还是很好。

然后就是一个小游戏活动，怎样将一杯空气转移到另一个杯
子中，给予学生材料，学生进行思考。这个问题较具有挑战
性。但是我发现学生的思维还是比较的开放的，能够利用各
种方法进行解决问题。我想这样的活动还是挺好。

科学找空气教案反思篇三

一、要充分信任学生。



本节课设计的最后一个实验是让学生利用本课刚刚学的“空
气占据空间”，不用吹的方法，就能制做出泡泡来，这是对
本节课所学知识难点的一个理解运用。备课时，我就想，这
一环节的设计是不是太难了，学生能不能做出来，犹豫不决，
怀着试一试的想法，设计了这个实验，没想到孩子们在积极
讨论、动脑思考、反复实验中成功了，当时孩子欣喜的表情，
兴奋的话语、以及对本实验精彩的解释，成了本节课的一个
亮点。

二、在学生原有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引导，巧妙运用课堂生成
资源。

在让学生认识空气会向四面八方流动这一环节，学生说到
了“飘”字，可能在学生的概念里，空气就是会飘，而没真
正认识到流动，我可以把“飘”字板书在黑板上，反问学生：
有风才会飘，可现在我们教室里没有风啊？在交流中让学体
会到空气是会流动的。

三、实验后让学生充分交流，教师准确点播。

实验空气占据空间，是本课学生学习的重点，也是难点，我
准备了大量的材料设计了三个实验来突破这一难点，学生虽
然积极性很高，探究兴趣很浓，但对“占据空间”这一概念
认识仍然不够到位，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实验后的交流不够
充分，学生会做，但不一定能真正理解，我进一进步体会到，
实验后的交流充分、老师的点拨准确、是多么的重要。

科学找空气教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用多种方法感知空气的存在，掌握空气的特征及
作用。



2、培养幼儿学习探索事物的简单方法和细致的观察能力，提
高幼儿的动手能力。

活动准备：

每组一盆清水、手帕、塑料杯、每人一个塑料袋、每人一根
塑料吸管

教学重点：

引导幼儿用多种方法感知空气的存在，掌握空气的作用及特
征。

活动过程：

一、感知空气的存在：

师：小朋友，今天老师要和你们玩个变魔术的游戏(师示范)。

(一)将手帕团塞入玻璃杯杯底。让幼儿观察：

(1)杯子里有什么?

(2)杯里除了手帕还有别的东西吗?

(3)猜一猜：如果把杯子放入水中，杯子里的手帕会怎么样?
我们来试一试，杯子里到底有没有其它东西。将玻璃杯倒扣
压入水中，再把杯子提出水面，取出手帕。手帕湿了吗?为什
么?(师：杯子里还有其他的东西，是它把水挡住，不让水流
进杯子里，所以手帕没有湿。)

(二)杯子里有什么东西呢?请小朋友仔细往下看：将杯口斜着
浸入水中。你们看到了什么?是什么东西从杯子里跑出来吹出
泡泡的?(空气)



(三)杯子里有空气，空气把水挡在了杯子的外面，所以手帕
没湿。

二、寻找空气：

2.幼儿试验：

(1)将幼儿分成三组，其中两组每人一个瓶子，将瓶子横放到
水里，观察现象。

(2)第三组幼儿每人一根塑料吸管，用吸管往水里吹气，观察
现象。

3.水里冒出了什么?是谁在吹泡泡?空气藏在了哪里?(瓶子里、
我们的身体里)。

4.除了这些地方有空气，还有哪里有空气?幼儿讨论后回答问
题。

三、空气的特征和作用

(1)我们在哪里找到的空气?

(2)张开口袋看一看，我们能看见空气吗?

(3)能闻到气味吗?

(4)能摸得着吗?

师小结：空气娃娃一直都围绕在我们的身边，但是空气娃娃
很会变魔术，平时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的。

2.我们生活在空气当中，如果我们离开了空气会怎么样呢?;
幼儿讨论。



3.我们一起闭紧小嘴巴，捏住小鼻子，试一试有什么感觉，
当你坚持不住的的时候就把小手拿下来。

4.为什么会有难受的感觉呢?因为空气不能进入到我们身体里
了，我们不能呼吸了，所以会觉得很难受。如果时间长了，
人就会慢慢死去的。你说空气对我们的作用重要吗?(非常重
要)

5.如果没有了空气，我们就没法呼吸，没法生活了。所以说
空气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那如果空气变脏了，我们呼吸了
变脏了的空气会怎么样呢?(幼儿讲述)小朋友知道怎样来保护
空气不受污染吗?(多种树，让树木来帮助我们净化空气;少开
车，减少废气的排放等)

四、结束部分和幼儿一起到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做运动。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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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找空气教案反思篇五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采用观察和实验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
关于观察的方法这是本次最为重要的方法，因为我们科学研
究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还是用感觉器官直接的进行观测，
这也是最初的和最为基本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因此在教学的
过程中，在研究一种物体的时候，我总是组织学生去观察，
这样在学习的时候学生去练习，在练习的过程中，学生就会
逐渐的掌握怎样去观察我们周围的事物。这个习惯是逐渐的



养成的，因此需要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养成良好
的学习的习惯。

通过本课的教学，我还注意到了，在研究事物的特征的时候，
需要通过组织各种活动，这些针对性的活动能够使学生更好
的进行研究和学习。因此在教学的过程的过程，我们需要设
计有趣的活动，在活动中，我能够指导学生进行观察和研究。
比如本节课中研究空气的性质，我就让学生用气球和透明白
色塑料袋去捕捉和观测空气，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发现了
空气的基本特征。

在进行实验的时候，注意指导学生进行思考。在本节课进行
的时候活动的时候，我知道学生进行空气占据空间的实验活
动。在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学生可能就会忘了怎样去正确
操作。比如把杯子直接的放到水里斜着放，这个时候，学生
就会发现里面的纸湿了。这样的实验效果就会比较的好。

在设计空气又重量的实验中，我感觉这个设计可以给学生材
料让学生进行自由的设计，可能比较的费一些时间，但是学
生的思维能够更好的进行交流，在交流中进行碰撞，学生就
会有更多的发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