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水的奥秘教案反思(汇总7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水的奥秘教案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磁铁吸铁的'特性。

2、寻找生活中的磁铁

活动准备:

1、各种形式的磁铁。2、回形针、钥匙、纸片、雪花积木、
硬币、螺丝、塑料玩具、图钉等物品。3、磁性钓鱼竿、手偶
猫两个。

活动过程:

1、教师创设情景:小花猫和猫妈妈到河边钓鱼,请孩子观察谁
钓的鱼多?为什么猫妈妈钓的鱼多?老师拆开鱼钩发现秘
密。(有磁铁)

2、出示各种形状的磁铁,引导幼儿观察磁铁的形状、颜色。

3、提问磁铁能吸什么?不能吸什么?请幼儿自由回答。

4、激发幼儿探索学习的兴趣

师:小朋友,你们看一看,你们的桌子上有一个盒子,里面有些



什么物品?(回形针、钥匙、纸片、雪花积木、硬币、螺丝、
塑料玩具、图钉等)

师:请小朋友帮忙找一找他的好朋友,好吗?现在给你们每人一
块磁铁,你们一个一个的拿起面前的物品试一试,如果有的物
品被他的磁性紧紧地抱在一起,那它就是磁铁的好朋友了。没
有抱在一起的,就不是它的好朋友了。

小结:磁铁会吸铁制品,磁铁会吸住铁制的东西,吸不起来的不
是铁做的。

5、幼儿游戏“钓鱼”

教师出示有磁铁的钓鱼竿,示范钓鱼,请小朋友去钓鱼,提醒幼
儿在岸边“钓鱼”,可不要在“河里”钓鱼。

6、动脑筋、想办法。

7、引导幼儿想一想、说一说日常生活中哪里还有磁铁(文具
盒、钱夹、妈妈的包、冰箱门…….)

8、请小朋友用磁铁吸一吸自己身上哪些是铁制品?(纽扣、拉
链、鞋带扣)

活动延伸:将材料投放到探索区,鼓励幼儿在区域里继续探索
磁铁的秘密。

水的奥秘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了解磁铁的一些基本特性，产生继续探索的欲望。

2、愿意记录实验结果并与同伴交流。



3、初步了解磁铁的广泛作用。

4、对科学探索感兴趣，体验积极探索带来成功的心情。

5、能客观地表达自己的探究过程和结果。

活动准备：

1、幼儿（幼儿食品）自己认为能被磁铁吸住的各种物品2、
磁铁记录板、纸、笔3、教师准备的能被磁铁吸住的物品：如
剪刀、铁夹、铁钉、回形针、图钉等。

活动过程：

一、导入：

通过一些有趣的演示（如纸娃娃在玻璃上跳舞）引起幼儿进
一步探索的欲望。

二、介绍自己准备的材料。

幼儿逐个介绍。

三、做实验并记录实验结果。

这些东西真的能被磁铁吸住吗？等一会儿你们来试试。老师
这里也准备了一些东西，你们试过自己准备的东西后，也可
以试试老师准备的东西，别忘了把你做的每个实验记录下来。

幼儿操作，教师关注他们的表现表达，如请幼儿说说发现了
什么，是怎样记录的，有的孩子画“o”表示物体能被磁铁吸住，
画“x”表示不能被磁铁吸住。

四、交流实验结果。



师：你们发现什么东西能被磁铁吸住？并展示幼儿介绍自己
的实验结果，老师把能被磁铁吸住的东西摆在桌子上，并告
诉幼儿，这些东西都是金属物品。

五、情境表演。

让幼儿运用磁铁的作用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如：帮“奶奶”找掉在地上的针；帮“妈妈（妈妈食品）”
取瓶中的图钉；玩“钓鱼”游戏等，进一步了解磁铁的基本
特性。

六、延伸活动。

在生活中寻找磁铁的朋友，进一步了解磁铁的广泛作用。

幼儿回答。

教师总结谈话。

教学反思：

本次科学活动，幼儿从上课伊始就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由于
事先准备的操作材料比较多，所以幼儿一直在动手操作中观
察、发现、比较，整节课情绪高涨。幼儿乐于通过自己动手
操作来发现事物规律的活动形式。在总结磁铁特性这一环节，
做的还不到位，有点急于求成，要先让幼儿来讲出他发现的
规律，教师再进行引导，做最后的总结。在活动过程中仍有
不足之处，教师在讲述表格填写规范时语言不够清晰，目标
不够明确，仍然有些幼儿将猜测和验证环节混淆起来，不会
填写表格。此外，应将游戏探索磁铁特性这一方式延伸到今
后的玩磁铁的活动中。



水的奥秘教案反思篇三

指导思想：

“帮助幼儿探索周围生活中常见的理化现象，获取有关的科
学经验”是幼儿园大班科学活动的目标之一。“磁铁的奥
秘”截取了幼儿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同样的两块磁铁，
有时一碰就吸相互，有时怎么都吸不住”的现象，精心安排
了一系列的具有递进性的幼儿探索活动。在教师的启发引导
下，幼儿通过自身的操作活动，发现并揭示磁铁的“同性相
斥，异性相吸”的特性，建立有关磁性原理的粗浅概念。

活动目标：

1.通过探索活动，感知磁铁的两极，初步了解“同性相斥，
异性相吸”的磁性原理。

2.学习仔细观察磁性现象，并能用自己的语言表书探索的结
果。

3.发展观察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活动准备：

1.环形磁铁每人两块（其中一块的两端分别涂上红色和蓝色，
以表示不用的两极，使其成为彩色磁铁）。

2.各种形状的磁铁（也按极性分别涂上红色和蓝色）、红色
标志、蓝色标志、塑料吸管若干。

活动过程：

一.玩一玩彩色环形磁铁，感知环形磁铁的两极，并初步了解
磁铁具有“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



1.每人拿一块彩色环形磁铁和好朋友的.彩色环形磁铁碰一碰：
红的与红的一面碰一碰，蓝的与蓝的一面碰一碰，红的与蓝
的一面碰一碰。仔细观察发生的现象。

2.引导幼儿表述探索结果：红的与红的一面相碰；蓝的与蓝
的一面相碰，两块磁铁之间会相互排斥，红的与蓝的一面相
碰，它们就会牢牢地吸在一起。

3.小结：环形磁铁有两极，当相同的极相碰时就会产生推力，
而不同的极相碰时就会产生吸力。

水的奥秘教案反思篇四

"帮助幼儿探索周围生活中常见的理化现象，获取有关的科学
经验"是幼儿园大班科学活动的目标之一。"磁铁的奥秘"截取
了幼儿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同样的两块磁铁，有时一碰就
吸相互，有时怎么都吸不住"的现象，精心安排了一系列的具
有递进性的幼儿探索活动。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幼儿通过
自身的操作活动，发现并揭示磁铁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的特性，建立有关磁性原理的粗浅概念。

1、通过探索活动，感知磁铁的两极，初步了解"同性相斥，
异性相吸"的磁性原理。

2、学习仔细观察磁性现象，并能用自己的语言表书探索的结
果。

3、发展观察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1、环形磁铁每人两块（其中一块的两端分别涂上红色和蓝色，
以表示不用的两极，使其成为彩色磁铁）。

2、各种形状的磁铁（也按极性分别涂上红色和蓝色）、红色
标志、蓝色标志、塑料吸管若干。



1、每人拿一块彩色环形磁铁和好朋友的彩色环形磁铁碰一碰：
红的与红的'一面碰一碰，蓝的与蓝的一面碰一碰，红的与蓝
的一面碰一碰。仔细观察发生的现象。

2、引导幼儿表述探索结果：红的与红的一面相碰；蓝的与蓝
的一面相碰，两块磁铁之间会相互排斥，红的与蓝的一面相
碰，它们就会牢牢地吸在一起。

3、小结：环形磁铁有两极，当相同的极相碰时就会产生推力，
而不同的极相碰时就会产生吸力。

1、用彩色环形磁铁与其他形状的磁铁碰一碰；不同形状的磁
铁之间也碰一碰，仔细观察发生的现象。

2、引导幼儿表述探索结果。

3、小结：所有的磁铁都有两极，并且相同的极相碰时会产生
推力，不同的极相碰时会产生吸力。

1、启发幼儿利用彩色环形磁铁，找出另一块环形磁铁的两极。

2、请幼儿根据自己的探索结果，在环形磁铁上分别贴上红色
标志、蓝色标志。

3、讨论：你用什么方法找到了磁铁的两极？

1、设置疑问：你能利用老师提供的塑料吸管让环形磁铁浮起
来吗？

2、幼儿自由探索，教师启发、暗示操作方法：把环形磁铁
按s-n-n-s极性顺序串在塑料吸管上，磁铁就会浮起来。

3、幼儿介绍自己的探索结果：是什么原因使磁铁浮起来的？



注：

1、与磁性黑板配套使用的塑料圆形磁铁的后面就是一块小的
环形磁铁，教师可以把它取下作为操作材料。活动评析：磁
铁是孩子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和经常玩的物品，而"同性相
斥，异性相吸"的磁性原理对大班孩子来说却是一个抽象的概
念，所以活动的选择是来源于幼儿的生活又高于幼儿的生活。

为了帮助孩子们理解这一抽象的概念，教师根据由易到难，
由简到繁的认知规律精心设计了各活动环节：

第三、第四环节是要求幼儿根据已获得的知识去实践运用：
找到另外一块环形磁铁的两极和探索如何利用塑料吸管使环
形磁铁一个接着一个浮起来呢？进一步加深对磁性原理的理
解，更货的解决了活动的难点，整个活动设计层层递进，环
环相扣。一次次设疑，构成了幼儿的认知冲突，激发了幼儿
参与活动的兴趣。

开放式的提问，唤起幼儿的已有经验，激发幼儿的好奇心，
始终保持探索的兴趣；在教师有目的的引导下，四次具有递
进性的幼儿亲身操作活动，充分调动了幼儿主动探索的积极
性，使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幼儿的主体作用相互统一，有机结
合。

本次活动的最大特色是教师充分尊重幼儿学科学的特点，重
视幼儿学科学的过程，在幼儿自身主动探索中，发现磁铁的
特性，获取有关"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科学经验，自始自
终保证了幼儿学科学的主体地位，不断激发幼儿再次探索的
欲望。

水的奥秘教案反思篇五

指导思想：”帮助幼儿探索周围生活中常见的理化现象，获
取有关的科学经验“是幼儿园大班科学活动的目标之一。”



磁铁的奥秘“截取了幼儿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同样的两
块磁铁，有时一碰就吸相互，有时怎么都吸不住“的现象，
精心安排了一系列的具有递进性的幼儿探索活动。在教师的
启发引导下，幼儿通过自身的操作活动，发现并揭示磁铁
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特性，建立有关磁性原理的粗
浅概念。

活动目标：

1、通过探索活动，感知磁铁的两极，初步了解”同性相斥，
异性相吸“的磁性原理。

2、学习仔细观察磁性现象，并能用自己的语言表书探索的结
果。

3、发展观察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4、充分体验“科学就在身边”，产生在生活中发现、探索和
交流的兴趣。

5、能在情景中，通过实验完成对简单科学现象的探索和认知，
乐于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所发现的结果。

水的奥秘教案反思篇六

教材分析

认识磁铁从认识磁力开始，本课设计了“水中取物”的教学
导入和“探物游戏”、“哪里磁力大”两个探究活动。以激
发学生探究的欲望、创设引发学生猜想的情境。接着引导学
生顺着猜想的思维轨迹去进行“探物游戏”，让学生通
过“探物”活动发现并认识磁力。“哪里的磁力大”的问题
就会在学生的头脑里残生，引导学生从“问题—猜想—实
验”的过程深入探究，让学生在实验中发现并认识磁铁的磁



极。

本课遵循学生的认识规律，围绕“磁力”逐步展开教学，在
活动中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实验能力。

学情分析

通过上一学期的学习，大多数学生对科学课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已经具备初步的探究能力，他们对周围世界产生了强烈
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乐于动手，善于操作，另外，在探究
过程中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本单元继续对实验探究能力进行训练，引导学生进行自主，
深入的探究，并能实验想象，数据进行加工、整理，概括总
结出结论。考虑到学生年龄较小，课堂设计了多个情景，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目标

1、能根据观察到的现象，提出自己的猜想，并进行实验。

2、能通过实验获取事实并做出结论。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在实验中尊重科学事实。

科学知识

1、认识磁铁能够吸引铁，还能吸引镍等金属。知道磁铁有磁
力。

2、知道磁铁磁力最大的部分是磁极。

教学重点



探究磁铁的磁极和磁力大小。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用多种方法研究磁铁各部分磁性的强弱。

水的奥秘教案反思篇七

活动准备：

1、环形磁铁每人两块（其中一块的'两端分别涂上红色和蓝
色，以表示不用的两极，使其成为彩色磁铁）。

2、各种形状的磁铁（也按极性分别涂上红色和蓝色）、红色
标志、蓝色标志、塑料吸管若干。

活动过程：

一、玩一玩彩色环形磁铁，感知环形磁铁的两极，并初步了
解磁铁具有”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

1、每人拿一块彩色环形磁铁和好朋友的彩色环形磁铁碰一碰：
红的与红的一面碰一碰，蓝的与蓝的一面碰一碰，红的与蓝
的一面碰一碰。仔细观察发生的现象。

2、引导幼儿表述探索结果：红的与红的一面相碰；蓝的与蓝
的一面相碰，两块磁铁之间会相互排斥，红的与蓝的一面相
碰，它们就会牢牢地吸在一起。

3、小结：环形磁铁有两极，当相同的极相碰时就会产生推力，
而不同的极相碰时就会产生吸力。

二、利用彩色磁铁，感知所有的磁铁都有两极，并且”同性
相斥，异性相吸“。



1、用彩色环形磁铁与其他形状的磁铁碰一碰；不同形状的磁
铁之间也碰一碰，仔细观察发生的现象。

2、引导幼儿表述探索结果。

3、小结：所有的磁铁都有两极，并且相同的极相碰时会产生
推力，不同的极相碰时会产生吸力。

三、根据磁性原理，找到磁铁的两极。

1、启发幼儿利用彩色环形磁铁，找出另一块环形磁铁的两极。

2、请幼儿根据自己的探索结果，在环形磁铁上分别贴上红色
标志、蓝色标志。

3、讨论：你用什么方法找到了磁铁的两极？

四、让磁铁浮起来。

1、设置疑问：你能利用老师提供的塑料吸管让环形磁铁浮起
来吗？

2、幼儿自由探索，教师启发、暗示操作方法：把环形磁铁
按s-n-n-s极性顺序串在塑料吸管上，磁铁就会浮起来，如图。

3、幼儿介绍自己的探索结果：是什么原因使磁铁浮起来的？

五、观看磁悬浮列车图片、磁悬浮玩具等，了解磁性原理在
生活中的运用，扩大幼儿的视野。注：1、与磁性黑板配套使
用的塑料圆形磁铁的后面就是一块小的环形磁铁，教师可以
把它取下作为操作材料。活动评析：磁铁是孩子日常生活中
经常见到的和经常玩的物品，而”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
磁性原理对大班孩子来说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活动的
选择是来源于幼儿的生活又高于幼儿的生活。为了帮助孩子



们理解这一抽象的概念，教师根据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认
知规律精心设计了各活动环节：第一、第二环节让幼儿通过
操作先感知个别形状（环形）磁铁的特性，再感知所有形状
磁铁的特性，然后归纳出？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磁性原
理，遵循了由点及面，由个别到普遍的推理方法，发展了幼
儿的逻辑思维能力；第三、第四环节是要求幼儿根据已获得
的知识去实践运用：找到另外一块环形磁铁的两极和探索如
何利用塑料吸管使环形磁铁一个接着一个浮起来呢？进一步
加深对磁性原理的理解，更货的解决了活动的难点，整个活
动设计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一次次设疑，构成了幼儿的认
知冲突，激发了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开放式的提问，唤起
幼儿的已有经验，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始终保持探索的兴趣；
在教师有目的的引导下，四次具有递进性的幼儿亲身操作活
动，充分调动了幼儿主动探索的积极性，使教师的主导作用
和幼儿的主体作用相互统一，有机结合。本次活动的最大特
色是教师充分尊重幼儿学科学的特点，重视幼儿学科学的过
程，在幼儿自身主动探索中，发现磁铁的特性，获取有
关“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科学经验，自始自终保证了幼
儿学科学的主体地位，不断激发幼儿再次探索的欲望。

教学反思：

本次科学活动，幼儿从上课伊始就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由于
事先准备的操作材料比较多，所以幼儿一直在动手操作中观
察、发现、比较，整节课情绪高涨。幼儿乐于通过自己动手
操作来发现事物规律的活动形式。在总结磁铁特性这一环节，
做的还不到位，有点急于求成，要先让幼儿来讲出他发现的
规律，教师再进行引导，做最后的总结。在活动过程中仍有
不足之处，教师在讲述表格填写规范时语言不够清晰，目标
不够明确，仍然有些幼儿将猜测和验证环节混淆起来，不会
填写表格。此外，应将游戏探索磁铁特性这一方式延伸到今
后的玩磁铁的活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