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科学活动课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怎样写教
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中班科学活动课教案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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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科学活动课教案篇二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日益认识到科学技术的
对人类的重要性，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仅仅拥
有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有对科学知识的主动学习和
自觉追求的精神，具备对科学的独特理解和运用科学知识来
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水，是我们所熟悉的，是生活的必须品，是幼儿每天都能接
触到的，也是他们所喜欢的。幼儿喜欢水似乎是一种天性，
只要有机会，有时间，他们就会嬉戏玩闹，甚至有的`儿童能
在自家的卫生间玩一下午的水，不难看出幼儿时多么得喜欢
水。但是这些行为往往受到家长或者教师的制止，而不能尽
兴。

在以往的科学课程中较多的注重是书面知识的传授，而对动
手能力操作则重视不多。为了满足他们对水的好奇心，为了
让他们了解对水更多的知识，我选择了本次科学活动-《神奇



的水》。在本此活动中，注重创设操作环境，提供丰富的材
料，让幼儿通过眼、脑、手等多种感官协调活动，去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这样使幼儿变被动学习者为主动学习者、探
究者，从而萌发爱科学、喜欢探索身边事物的情感。

二、主题目标

1、让儿童在玩玩做做中了解水的不同性质，感受水的不同形
态。

2、探索与水有关的各种现象，例如沉浮现象，引导幼儿进行
观察和探索。

3、知道水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幼儿爱护水资源的情感。

活动一：

(一)活动名称船儿水上漂(二)活动目标

1、了解水上各种各样的船，知道船是水上行驶的交通工具。

2、引导幼儿观察、比较，感知不同物体在水中的"沉"与"浮"
的现象。

3、引导幼儿大胆动手操作，积极思考并用语言较完整的表达
自己的意思。

4、培养幼儿自信、合作、交往的良好品质。

(三)活动准备1、牛皮纸折的小船、纽扣、泡沫、树叶、磁铁、
回形针、盛水的盆。

2、与水有关的音响、图片、图书资料等。

3、抹布、记录纸张若干。



(四)活动过程

1、自由探索、发现物体的沉浮现象

(1)看图交流。

播放有关船的模型。

师：画面上都有什么?他们是什么船?这些船都是做什么用的?

(幼儿就以上问题讨论后作出相应的回答)。

(2)请幼儿出示纸船，四人一组，放进水盆里。

师：小朋友，船可以在水上漂浮，那么我们再猜猜还有什么
东西能在水中漂浮。

(3)出示材料师：今天，我给小朋友们准备了很多许多东西，
你们看，有些什么呀?(幼儿回答)

(4)提问：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地放入水中，你猜会
怎么样呢?并把你猜的结果记录在这张记录表中。(教师出示
大记录表并讲解记录和使用方法)观察不同材料投入水中的沉
浮现象，并播放故事《咕咚来了》，听木瓜落在水中的声音，
理解兔子为什么吓得惊慌失措。

(5)幼儿在记录表上填写猜测的结果。

(6)教师记录幼儿猜测的结果。

师：我们小朋友猜的对不对呢?请你们动手试一试，并把你的
发现记录下来。

(7)幼儿尝试，比较材料的轻重，薄厚与"沉"和"浮"的关系区
别，归纳哪些材料会"沉"水中，哪些材料会"浮"水中。观察



实验结果，并把结果记录在记录表中。

师：请小朋友动动脑筋，怎样让沉的东西浮上来，浮的东西
沉下去?

(8)幼儿交流探索结果。(请个别幼儿上来讲)

(9)教师操作并记录。

2、第二次探索，寻找改变物体沉浮状况的东西和方法

(1)分沉浮材料。

中班科学活动课教案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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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科学活动课教案篇四

1、幼儿在观察和探索中，了解刷子的异同点、不同用途和使
用方法。

2、激发幼儿对生活中的小工具产生兴趣，体验刷子给人们生
活带来的方便。

1、发动家长和幼儿共同收集各种各样的刷子，如牙刷、杯刷、
鞋刷、长柄刷、眉刷、衣刷、浴缸刷、厕所刷等摆放于活动
室的周围。

2、杯子、瓶、娃娃、衣服、裤子、抹布、皮鞋、盆等标记。

3、录象：各种新的`电动刷子。(如机器设备上的电动刷、马
路清洁车等)

一、观察各种刷子，了解刷子的名称、特点、用途。

1、幼儿观察刷子。

b：幼儿下位观察并自由交流。

2、集体交流：

a：你认识哪些刷子?它有什么用?

b：这些刷子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的毛
长、有的毛短，有的毛软、有的毛硬，毛的颜色不一样，有
的是铁丝做的……)



3、教师介绍几种特殊的刷子：眉刷、床刷等。

4、交流：你还见过哪些刷子?人们用它干什么?

师作小结：生活中有这么多的刷子，它们可以帮我们做许多
事。真是我们的小帮手。

二、拓展经验，了解先进技术带来的刷子变化。

a、师：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我们生活中又出现了许多电动
刷子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b、幼儿观看录象，感受刷子的新变化。

三、送刷子回家。

a、游戏：送刷子回家。

引导幼儿根据刷子的不同用途进行分类。(幼儿将牙刷贴上牙
宝宝，将鞋刷贴上鞋子……)

b、幼儿操作。

幼儿自由选择、相互合作模仿成人的活动。(用牙刷给宝宝刷
牙，用鞋刷相互刷皮鞋，用衣刷模仿妈妈刷衣服，刷裤子，
用杯刷刷杯子，用长柄刷刷地，用眉刷相互化妆等等)。

中班科学活动课教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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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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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