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科学游戏活动教案毛巾运球(大全8
篇)

高一教案的编写需要根据学科的特点和内容，灵活运用不同
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一份初二音乐教
案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科学游戏活动教案毛巾运球篇一

一、活动目标

1、能了解盐的溶解和结晶。

2、能制做不同浓度的盐水。

二、活动准备

盐、糖、杯子、水、小勺、棉棒、实验记录表、已制作好的
盐水画。

三、活动过程

1、出示糖和盐，让幼儿辨别哪个是盐，哪个是糖？

2、启发幼儿进行观察：

盐和糖是什么颜色的？（当它们堆在一起是白颜色的，当它
们放到水中是无色的）

盐摸起来感觉如何？

闻一闻，它们的气味是什么样的？

尝一尝，它们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3、请幼儿回想我们前面做过的为认识糖的颜色而做的实验。
请幼儿说一说盐和糖是否都会溶解到水中？请幼儿自由发表
意见。

4、将幼儿分成四组做溶解实验，让幼儿做出不同浓度的盐水，
并学会简单地记录。

5、出示盐水画，让幼儿了解盐的结晶并激起幼儿画盐水画的
兴趣。

活动延伸：引导幼儿回到班里自己制作盐水画。

科学游戏活动教案毛巾运球篇二

1、乐意参加探索沉与浮的小实验。

2、初步知道哪些东西放在水里是沉的。哪些是浮的。并能对
其分类。

3、能用||记录结果，表示上浮和下沉。

1、每组一个脸盆，里有半盆水，擦手毛巾人手一条。

2、每组两个盒子，盒子一面贴有向上向下的符号。

3、钥匙、小木块、玻璃球、架夹子、海绵、橡皮泥等小物品。

4、人手一个夹子，一张记录纸，一支笔，两个小箩筐。

师：今天我们班来了许多物品宝宝，它们就躲在你们的椅子
下，找出来看看是谁呀？

幼：是钥匙、小木块、玻璃球。.。.。.

幼：———师：你们说有的会沉，有的会浮，我也不清楚，



那就请小朋友每人选一样东西放到水里看看会发生什么？然
后把你看到的结果告诉老师。

2、交代操作要求：

3、幼儿操作记录。

4、幼儿讲解操作结果。

师：小朋友们都很聪明，大家在玩中都了解了这些物品宝宝
们在水中是沉还是浮，现在物品宝宝们也要回家了，可是它
们家的门牌号已经改了，看！这有2个盒子，这就是物品宝宝
们的家。有没有小朋友知道这分别是谁的家？请小朋友把物
品宝宝送回家吧。

师：大家都为物品宝宝找到了家，那我们来看看，小朋友们
找的对吗？

瞧！他们来了。出示两个球，沉与浮，水的背景图。

它叫浮浮，它叫沉沉，它们是一对好朋友。可是它们从来没
有手拉手一起做过游戏。因为浮浮只能呆在水面上，到不了
水底，而沉沉呢一直呆在水底，不会浮到水面上来。咳！真
是伤脑筋啊！小朋友们帮忙想想办法，好让这对好朋友一起
手拉手做游戏。

1、教师用橡皮泥师范如何从沉到浮。

2、幼儿操作。

3、将自己尝试结果告诉老师。

师，小朋友们今天知道了许多物品在水中是沉还是浮，我们
在生活中还有许多东西大家不知道它们在水中的特性，小朋
友们回去以后，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探索我们周围还有一些



什么东西在水里是沉还是浮。

科学游戏活动教案毛巾运球篇三

1、引导幼儿探索了解人的舌头、动物舌头的特征及作用。

2、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学会分辨熟悉的几种动物舌头。

3、激发幼儿观察动物的兴趣，培养幼儿关爱动物的情感。

4、在交流活动中能注意倾听并尊重同伴的讲话。

5、体验解决问题的成就感。

两杯水、青蛙图片、ppt。

一、了解人体舌头的功能。

1、品一品，尝一尝。

桌上放两杯水，分别是盐水和糖水，让幼儿观察。

（1）桌子上有两杯水，你能看出它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2）你能看出哪杯是盐水哪杯是糖水吗？

（3）用什么办法可以知道呢？我们的舌头还能分辨什么味道？

（4）我们的舌头长什么样？请小朋友相互观察一下。（扁扁
的、宽宽的、淡红色、均匀小颗粒）

2、想一想、说一说。

（1）我们的舌头除了能分辨出各种味道，还有什么作用？



教师小结：人体的舌头作用真大，不仅能尝出各种味道，还
能帮助我们说话、唱歌，舌头还是搅拌机呢，能帮助牙齿把
食物嚼碎。

教师小结：我们吃东西不要吃太辣、太烫或太冷的，也不要
吃得太快，以免咬着舌头，保持口腔卫生。

二、探讨青蛙舌头的特点及作用。

小动物们有舌头吗？人的舌头有很多作用，小动物们的舌头
也有很多作用。

2、看一看。演示青蛙捉虫的情景。

问：青蛙的舌头有什么特点？

青蛙的舌头长在口腔的前端，而舌尖位于咽部，舌上布满了
粘液，能很快粘住害虫，将其直接送入咽部而吞入腹中。

3、学一学。启发幼儿用手部动作边学习青蛙捉虫。

三、观察并谈谈其它有趣的舌头。

1、猜一猜。看图片，启发幼儿讨论。

问：这些舌头有什么特征？猜猜他们分别是谁的舌头？

2、操作游戏“找舌头”，让幼儿给动物和相应的舌头连线。

3、谈一谈。观看ppt。

（1）啄木鸟的舌头上带钩，能伸进树皮里勾出害虫。

（2）蛇的舌头是裂开的，可以用来捕捉外面的气味。



（3）老虎的舌头上有很多肉刺，能帮助老虎把骨头上的肉舔
干净。

（4）炎热的夏天，小狗的舌头能流出汗水，帮助它散热，可
以凉快些。

（5）食蚁兽的舌头又长又圆，能伸进蚁窝，吃掉白蚁。

问：你还知道哪些动物的舌头也很有趣？

人和动物的舌头这么能干、有趣，以后要保护自己的舌头，
也要保护动物，同时要多留心，观察其它动物，发现一些更
有趣的舌头。

整个活动先让幼儿了解人类舌头的味觉功能，再提问“我们
的舌头除了能分辨出各种味道，还有什么作用？”引导幼儿
积极讨论，使整个活动气氛都活跃起来，再引导观察动物的
舌头。在幼儿猜测这是谁的舌头时，我先让幼儿小组讨论操作
“给动物找舌头”提高幼儿的兴趣，然后再讲述每个动物的
舌头特点和作用。活动中培养了幼儿的观察能力，让幼儿学
会分辨熟悉的几种动物舌头。

科学游戏活动教案毛巾运球篇四

引导幼儿记忆小木偶服饰的颜色组合，学习记忆方法

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教具：自制u盘教具（5张小木偶图片）

幼儿材料：小剧场游戏图板，小剧场镶嵌块1、2



引导幼儿记忆小木偶服饰的颜色组合，学习记忆方法。

（一）初步引入活动，引起幼儿兴趣。

教师：“小木偶非常喜欢旅游，今天他来到了多彩世界。这
里的人非常热情，送给他许多漂亮的衣服，他非常开心。为
了表示感谢，他准备穿上这些漂亮衣服给大家表演节目。看！
他来了！”

（二）游戏“小演员”。引导幼儿记忆小木偶服饰的颜色组
合，学习记忆方法。

玩法：

1、教师出示多媒体小演员（帽子、衣服、鞋子同一颜色——
两种颜色——三种颜色），请幼儿仔细观察片刻后消失。
（观察时教师引导幼儿集中注意力，照片消失后设置回想情
节）

2、让幼儿凭记忆选择相应颜色的镶嵌块镶嵌在自己的游戏图
板上，再现出教师出示的木偶。

3、幼儿完成后，教师可再次出示遮住的小木偶，让幼儿对照
自查，幼儿之间也可以互相检验是否正确。正确的幼儿可带
上自己的小木偶表演节目。

（三）结束活动，为下次教学埋下伏笔

小木偶要离开多彩世界了，他下一站会到哪里呢？又会认识
哪些新朋友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科学游戏活动教案毛巾运球篇五

1情感目标：让幼儿在操作活动中获取成功感



2能力目标：扩展幼儿快速记忆的能力

3认知目标：在游戏中进一步增强幼儿对空间方位的认识

活动重难点

重点：扩展幼儿快速记忆的能力

难点：让幼儿在操作活动中获取成功感

活动方法：游戏法 操作法

活动准备：红桃1―红桃10扑克牌人手一份

剪刀队和磁铁队图标及计分牌

奖牌若干

（一）谁最快

1出示三张牌，幼儿快速记忆，师翻牌

提问：请你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说出这几张牌分别是什么？从
左往右数第二张牌是什么？从右往左数第一张牌是什么？幼
儿回答完毕，师亮牌验证。

2添入一张牌活动过程同上

3再添入一张牌至五张牌活动过程同上

（二）少了谁

1出示三张牌，幼儿快速记忆，师翻牌，从中拿走一张。

提问：拿走的是哪一张？还剩下哪几张？幼儿边回答老师边



出示牌验证幼儿的答案

2再从中拿走一张问题同上

3在三张牌的基础上添加一张，过程同上。

4在四张牌的基础上添加一张，过程同上，可加深难度，一次
拿走二至三张牌。

（三）幼儿操作我最棒

1组织幼儿回到操作台

2请幼儿按从左到右的顺序摆放红桃7红桃3红桃9。教师巡回
指导。

3幼儿快速记忆，并指导翻牌

提问：请问这是那几张牌，请你从左到右读出来。

请你找出红桃7，请你举起红桃3

4组织幼儿放好扑克牌，进行游戏小结

2发奖牌

科学游戏活动教案毛巾运球篇六

“掀起头脑风暴”之记忆力大比拼

20xx年11月

学术报告a厅

生活园区在籍学生



至各生活指导老师办公室或生活园区团委学生会办公室。

1、本次活动不分教工组、学生组。以楼栋为单位，从所楼栋
中选取8名学生，一名宿管，组成一个十个人的小团体。

2、比赛采取积分制，团体总积分

3、数字闯关记忆。在ppt上显示一些杂乱的数字，给予三十
秒的记忆时间，由学生进行抢答，答案内容包括有哪些数字。
答对一题加3分，答错一题扣3分。共有四个小题，数字位数
层层递加，难度递增。在ppt上显示一些杂乱的字母，给予一
分钟的记忆时间，由生活指导老师进行抢答，答案内容包括
有哪些字母，各是什么颜色。答对一题加6分，答错一题扣6
分。共有四个小题，字母位数层层递加，难度递增。

2、图片闯关记忆。在ppt上显示一些杂乱的图片，给予两分
钟的记忆时间，由生活指导老师进行抢答，答案内容包括有
哪些图片，各是什么颜色，各在什么位置。答对一题加6分，
答错一题扣6分。共有四个小题，图片个数层层递加，难度递
增。

3、数字、字母、图片混合闯关记忆。在ppt上显示一些包含
数字、字母、图片的杂乱画面，给予三分钟的记忆时间，由
所有参赛选手进行抢答，答案内容包括有哪些数字、字母或
者图片，各是什么颜色，各在什么位置。答对一题加10分，
答错一题扣10分。共有四个小题，画面复杂程度层层递加，
难度递增。

4、总闯关记忆。在ppt上显示问题。例如，“此次活动的第
一个题目所显示的数字是哪些？”等等。每题给予两分钟的
思考时间，由所有参赛选手进行抢答。答对一题加10分，答
错一题扣10分。共有四个小题，问题复杂程度层层递加，难
度递增。



科学游戏活动教案毛巾运球篇七

设计依据：

通过实验的形式让幼儿清楚的看到沙子是不溶于水的一种自
然物。丰富感性经验，感知干沙与湿沙的不同。幼儿通过亲
身实践，发现问题，找出答案，运用比较法加深对沙的认识。
观察现象会让幼儿觉得好奇、神秘，在这种心理驱动下幼儿
能积极、愉快地掌握知识，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幼儿的主体性
得到了体现，通过沙路与水泥路面的比较，幼儿能初步了解
现象与事物的特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幼儿通过亲身实践、师幼之间互相传授经验这两条途径，验
证沙的特性，体验玩沙的乐趣。分组玩沙的环节，能让幼儿
进行各种在沙中的操作活动，同时，在教师分组进行指导下，
幼儿能更好的玩沙，并得到一定的玩沙经验。通过鼓励的形
式，让幼儿想出多种除了教师提供的玩沙游戏。最后让幼儿
自己来说一说玩后自己对沙的亲身感受。

活动目标：

1、感知沙子的不溶于水等的特性，说出干沙与湿沙的不同。

2、初步了解沙与建筑物的关系。

活动准备：

水、水桶，磨具、筛子、各种玩沙工具等。

活动过程：

一、引导幼儿用比较的方法来了解沙是不溶于水的一种自然
物。



t：沙放在水里有什么变化呢？

（小朋友自己做实验，把水倒进桶里，用小棒搅拌并观察。）

教师小结：沙不溶解于水。并联想不溶解于水的物体。

二、探索感知沙子的特性及干沙与湿沙的不同（重点）。

1、教师和幼儿一起赤脚分别在干沙和湿沙上自由活动，做一
做各种动作。

t：小朋友喜欢干沙还是湿沙？为什么？踩在沙上有什么感觉？

2、让幼儿两人一组用筛子筛沙子，边筛边观察。

t：筛子里的沙子哪去了？小石头会漏下去吗？沙子是什么样
的？

1、教师小结

t：沙子是由许多细小的.颗粒组成的，沙能流动。

4、请幼儿用力踩踏刚翻的新沙。

t：发生了什么现象？为什么？

5、小结

t：通过我们的小脚用力踩在沙子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沙
粒与沙粒之间有一定的空隙。

6、沙与水泥的结构不同，走在上面的感觉也不相同。

t：那么用力踩水泥路面会陷进去吗？为什么在沙路上骑车费



力，在水泥路上骑车省力？

7、谈话

t：小朋友喜欢怎样玩沙？请你来玩一玩！

（请给本幼儿进行玩耍）

8、教师小结

t：沙子有各种各样的玩法，可以挖、装、筛，可与水混合玩
等。

三、幼儿自由玩沙中的各种游戏，探索玩沙的技能，教师分
组指导（难点）。

1、用各种深浅不同的模子做蛋糕，看谁做得又快又好。帮助
幼儿掌握这样几方面的技能：沙的湿度，用手压沙的力量。

t：做蛋糕的这组小朋友要注意利用好磨具，蛋糕不碎最重要
的还是压，要压的紧！

2、挖井、造房子等，丰富经验：

t：想做建筑师的小朋友在挖土时要细心、耐心，及时整修，
沙土要压紧。

3、筛沙子

科学游戏活动教案毛巾运球篇八

活动目标

1情感目标：让幼儿在操作活动中获取成功感



2能力目标：扩展幼儿快速记忆的能力

3认知目标：在游戏中进一步增强幼儿对空间方位的认识

活动重难点

重点：扩展幼儿快速记忆的能力

难点：让幼儿在操作活动中获取成功感

活动方法：游戏法操作法

活动准备：红桃1―红桃10扑克牌人手一份

剪刀队和磁铁队图标及计分牌

奖牌若干

活动过程

一语言导入

二活动过程

（一）谁最快

1出示三张牌，幼儿快速记忆，师翻牌

提问：请你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说出这几张牌分别是什么？从
左往右数第二张牌是什么？从右往左数第一张牌是什么？幼
儿回答完毕，师亮牌验证。

2添入一张牌活动过程同上

3再添入一张牌至五张牌活动过程同上



（二）少了谁

1出示三张牌，幼儿快速记忆，师翻牌，从中拿走一张。

提问：拿走的是哪一张？还剩下哪几张？幼儿边回答老师边
出示牌验证幼儿的答案

2再从中拿走一张问题同上

3在三张牌的基础上添加一张，过程同上。

4在四张牌的基础上添加一张，过程同上，可加深难度，一次
拿走二至三张牌。

（三）幼儿操作我最棒

1组织幼儿回到操作台

2请幼儿按从左到右的.顺序摆放红桃7红桃3红桃9。教师巡回
指导。

3幼儿快速记忆，并指导翻牌

提问：请问这是那几张牌，请你从左到右读出来。

请你找出红桃7，请你举起红桃3

4组织幼儿放好扑克牌，进行游戏小结

三活动总结

2发奖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