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空气娃娃在哪里教案反思(优
秀8篇)

教案可以帮助教师合理利用教材资源，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能力。在这里，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一些一年级教案的
成功案例，供大家参考。

大班空气娃娃在哪里教案反思篇一

一、设计意图

空气是一种没有颜色,没有味道,闻不到看不见但存在我们身
边的一种气体。中班孩子对周围是事物现象很感兴趣，常常
会问一些发生在他们身边的问题，什么是空气呢？科学教育
应密切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进行，利用身边的事物与现象作
为科学探索的对象。”根据这一理念和幼儿的兴趣，我们选
择了中班科学活动《空气娃娃在哪里》作为本次活动的内容。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幼儿建立一个探索、尝试与交流的
平台。这节课它的主要知识点是通过科学探索活动，丰富幼
儿的生活经验，利用简单的'科学方法使幼儿感知空气的存在
和特性。

二、活动目标、及重难点

目标：

1.感知空气的存在及其特性。

2.积极尝试实验，提高观察、操作能力。

3.能够发现试验中的问题，并用较完整连贯的语言表达。

重点：感知空气的存在及其特性。



难点：能够发现试验中的问题，并用较完整连贯的语言表达。

三、活动准备：

空箱子，每组一盆清水，人手一份操作材料：塑料袋、气球、
吸管等实验材料；人手一个自制玩具“小火箭”。

四、活动流程

根据幼儿“玩中学”的特点，为了环节设计能更好的为目标
服务我从三个环节，来帮助幼儿自身经验的形成，达到预设
的目标。

（一）引入活动，激发幼儿兴趣。

（二）基本部分，引导幼儿认识空气。

（三）结束部分，幼儿园中还有很多空气娃娃等着我们和它
们一起去玩“火箭上天”游戏呢。

我认为，本次活动的亮点在于注重了中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
学习特点，步骤清晰，过程层层递进，让幼儿在动手操作的
过程中，亲身体验，从而提升经验、习得知识。当然，活动
的效果如何还需在实际操作中得到检验，望各位老师多多指
教，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大班空气娃娃在哪里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让幼儿感知空气看不见摸不着等特点。

2.引导幼儿感知空气的存在，知道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空气。



3.培养幼儿对科学小实验的兴趣，提高幼儿动手动脑的能力。

［活动准备］

空箱子，每组一盆清水，人手一份操作材料：塑料袋、气球、
吸管等实验材料。

［活动过程］

（一）引入活动，激发幼儿兴趣。

请幼儿猜谜语，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

（二）基本部分，引导幼儿认识空气。

1、空气的特点。

1)师：今天老师要送给大家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这份礼物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出示事先准备的一只空箱子）

3)老师问：“大家能猜测出老师的礼物是什么吗？”（在学
生自由发表后，把箱子打开，里面除了空气没有其它。）

小结：空气是无色无味，看不见摸不着、流动的。

2、了解空气的作用，知道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空气。

老师：“为什么说空气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呢？大家一起
来做个小实验。”

1)请幼儿闭上自己的嘴，并用小手捏住鼻子，问幼儿有什么
感觉，为什么？（憋得喘不上气来，因为我们的身体里没有
缺少空气。）

2)请幼儿做深呼吸再闭紧嘴，捏住鼻子，问幼儿有什么感受？



为什么？（这次我们能坚持一会了，不是那么憋的荒了，因
为我们吸进肚子里空气了。）

还有哪些东西离不开空气呢？（动植物）

3、空气在哪里。

老师激发幼儿兴趣：“小朋友们知道的真多，今天我们就一
起来和空气玩一玩游戏，好不好？”

“可是空气在哪里呢？小朋友们有没有办法找到空气呢？”

1)请幼儿试着利用手中的`材料去找到空气。

2)组织交流：“大家刚才玩的真起劲，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
的玩法，

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别人是怎样玩的，这样我们就能学会
更多的玩法了。”

（学生交流：塑料袋装一些空气，气球或吸管吹一些空气，
玻璃杯扣一些空气等方法。）

3)请幼儿说一说你是怎么知道你找到了空气呢？

（塑料袋和气球鼓起来了；对着手吹吸管感觉有风，把吸管
插进水里吹水会冒气泡……）

小结：我们周围到处都有空气。

反思：

在整个活动中利用幼儿的好奇心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并且
达到了预期目标，效果非常好，甚至超过了预期效果。整个
活动既让幼儿体验了实验成功时的快乐、增强了自信心，也



知道了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同时也培养了幼儿的观察力及动
手操作的能力，这个活动在大班开展是非常有意义和有必要
的。

大班空气娃娃在哪里教案反思篇三

1.通过活动，让幼儿感知空气看不见摸不着等特点。

2.引导幼儿感知空气的存在，知道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空气。

3.培养幼儿对科学小实验的兴趣，提高幼儿动手动脑的能力。

空箱子，每组一盆清水，人手一份操作材料：塑料袋、气球、
吸管等实验材料。

(一)引入活动，激发幼儿兴趣。

请幼儿猜谜语，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

(二)基本部分，引导幼儿认识空气。

1、空气的特点。

1)师：今天老师要送给大家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这份礼物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出示事先准备的一只空箱子)

3)老师问：“大家能猜测出老师的礼物是什么吗?”(在学生
自由发表后，把箱子打开，里面除了空气没有其它。)

小结：空气是无色无味，看不见摸不着、流动的。

2、了解空气的作用，知道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空气。

老师：“为什么说空气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呢?大家一起来
做个小实验。”



1)请幼儿闭上自己的嘴，并用小手捏住鼻子，问幼儿有什么
感觉，为什么?(憋得喘不上气来，因为我们的身体里没有缺
少空气。)

2)请幼儿做深呼吸再闭紧嘴，捏住鼻子，问幼儿有什么感受?
为什么?(这次我们能坚持一会了，不是那么憋的荒了，因为
我们吸进肚子里空气了。)

还有哪些东西离不开空气呢?(动植物)

3、空气在哪里。

老师激发幼儿兴趣：“小朋友们知道的真多，今天我们就一
起来和空气玩一玩游戏，好不好?”

“可是空气在哪里呢?小朋友们有没有办法找到空气呢?”

1)请幼儿试着利用手中的材料去找到空气。

2)组织交流：“大家刚才玩的真起劲，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
的玩法，

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别人是怎样玩的，这样我们就能学会
更多的玩法了。”

(学生交流：塑料袋装一些空气，气球或吸管吹一些空气，玻
璃杯扣一些空气等方法。)

3)请幼儿说一说你是怎么知道你找到了空气呢?

(塑料袋和气球鼓起来了;对着手吹吸管感觉有风，把吸管插
进水里吹水会冒气泡……)

小结：我们周围到处都有空气。



在整个活动中利用幼儿的好奇心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并且
达到了预期目标，效果非常好，甚至超过了预期效果。整个
活动既让幼儿体验了实验成功时的快乐、增强了自信心，也
知道了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同时也培养了幼儿的观察力及动
手操作的能力，这个活动在大班开展是非常有意义和有必要
的。

大班空气娃娃在哪里教案反思篇四

1、通过活动，让幼儿感知空气看不见摸不着等特点。

2、引导幼儿感知空气的存在，知道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空气。

3、培养幼儿对科学小实验的兴趣，提高幼儿动手动脑的能力。

活动准备

空箱子，每组一盆清水，人手一份操作材料：塑料袋、气球、
吸管等实验材料。

活动过程

(一)引入活动，激发幼儿兴趣。

请幼儿猜谜语，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

(二)基本部分，引导幼儿认识空气。

1、空气的特点。

1)师：今天老师要送给大家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这份礼物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出示事先准备的一只空箱子)

3)老师问：“大家能猜测出老师的礼物是什么吗?”(在学生



自由发表后，把箱子打开，里面除了空气没有其它。)

小结：空气是无色无味，看不见摸不着、流动的。

2、了解空气的作用，知道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空气。

老师：“为什么说空气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呢?大家一起来
做个小实验。”

1)请幼儿闭上自己的嘴，并用小手捏住鼻子，问幼儿有什么
感觉，为什么?(憋得喘不上气来，因为我们的身体里没有缺
少空气。)

2)请幼儿做深呼吸再闭紧嘴，捏住鼻子，问幼儿有什么感受?
为什么?(这次我们能坚持一会了，不是那么憋的荒了，因为
我们吸进肚子里空气了。)

还有哪些东西离不开空气呢?(动植物)

3、空气在哪里。

老师激发幼儿兴趣：“小朋友们知道的真多，今天我们就一
起来和空气玩一玩游戏，好不好?”

“可是空气在哪里呢?小朋友们有没有办法找到空气呢?”

1)请幼儿试着利用手中的材料去找到空气。

2)组织交流：“大家刚才玩的.真起劲，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
的玩法，

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别人是怎样玩的，这样我们就能学会
更多的玩法了。”

(学生交流：塑料袋装一些空气，气球或吸管吹一些空气，玻



璃杯扣一些空气等方法。)

3)请幼儿说一说你是怎么知道你找到了空气呢?

(塑料袋和气球鼓起来了;对着手吹吸管感觉有风，把吸管插
进水里吹水会冒气泡……)

小结：我们周围到处都有空气。

大班空气娃娃在哪里教案反思篇五

设计意图：

空气是赖以生存的物质，但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空气是看
不见、摸不着闻不到的。设计本次活动，主要是通过幼儿自
由地进行科学探索活动，从而了解空气的存在，帮助幼儿获
取一些有关空气与人类的关系，培养幼儿对科学的兴趣和对
大自然的热爱。

活动目标：

1、在探究过程中感知空气的存在，知道空气无色、无味，生
活中到处都有空气。

2、学习探索事物的简单方法，提高动手动脑能力，激起探索
的欲望。

活动准备：

教师：塑料保鲜袋、吸管、五彩纸屑、玻璃杯、水槽、纸团

幼儿：打印纸、塑料保鲜袋

活动过程：



一、引入活动

1、教师把手放在鼻子面前，然后深深地吸气、呼气。

2、幼儿操作体验

师：在你的手里感觉到了什么？（师幼共同讨论交流）

师：那就是在你身体里游走的空气。（引出活动内容）

二、感知空气的存在。

（一）什么是空气

1、空气就在我们身边。小朋友看见过空气吗？

2、你看不见空气，但是如果你观察得够仔细，就会知道它的
存在

（二）充气枕头

2、学生观察、交流.。

3、迅速地抽出吸管并把袋口扎严。现在塑料袋是什么形状呢？

4、是什么使得它膨胀起来的？是什么让纸屑纷飞的

总结：空气可以使袋子鼓起来小纸片飞起来。

（三）变魔术

1、（演示）教师把纸巾揉皱，放进玻璃杯的底部。

2、预测：当你迅速把杯子翻过来垂直放进一盆水中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现象？



3、教师演示实验，交流：你的.预测准确吗？

三、操作、探索感受空气无处不在

（一）空气的力量

1、（出示:打印纸）昂首挺胸，把一张纸按在肚子上，然后
放手。发生什么事了？

2、在把纸按在肚子上，向前跑，然后放手。这一次呢？你觉
得是什么让纸没有掉下来？

让幼儿通过自主的操作，探索空气的存在。

（二）把空气装进袋子

1、空气有这么多的本领，小朋友想不想把空气装进这个袋子
里？

2、教师用保鲜袋装空气，然后让幼儿感受空气。

3、请幼儿分别用塑料袋在活动室及户外“装”一袋空气。

4、师幼共同交流：这袋空气你是从哪里装来的？

四、小结

空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们就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有
空气。

大班空气娃娃在哪里教案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让幼儿感知空气看不见摸不着等特点。



2、引导幼儿感知空气的存在，知道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空气。

3、培养幼儿对科学小实验的兴趣，提高幼儿动手动脑的能力。

4、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5、发展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

活动准备：

空箱子，每组一盆清水，人手一份操作材料：塑料袋、气球、
吸管等实验材料。

活动过程：

（一）引入活动，激发幼儿兴趣。

请幼儿猜谜语，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

（二）基本部分，引导幼儿认识空气。

1、空气的特点。

1）师：今天老师要送给大家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这份礼物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出示事先准备的一只空箱子）

3）老师问：（在学生自由发表后，把箱子打开，里面除了空
气没有其它。）

小结：空气是无色无味，看不见摸不着、流动的。

2、了解空气的作用，知道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空气。

老师：“为什么说空气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呢？大家一起
来做个小实验。”



1）请幼儿闭上自己的嘴，并用小手捏住鼻子，问幼儿有什么
感觉，为什么？（憋得喘不上气来，因为我们的身体里没有
缺少空气。）

2）请幼儿做深呼吸再闭紧嘴，捏住鼻子，问幼儿有什么感受？
为什么？（这次我们能坚持一会了，不是那么憋的荒了，因
为我们吸进肚子里空气了。）

还有哪些东西离不开空气呢？（动植物）

3、空气在哪里。

老师激发幼儿兴趣：“小朋友们知道的真多，今天我们就一
起来和空气玩一玩游戏，好不好？”

“可是空气在哪里呢？小朋友们有没有办法找到空气呢？”

1）请幼儿试着利用手中的材料去找到空气。

2）组织交流：

（学生交流：塑料袋装一些空气，气球或吸管吹一些空气，
玻璃杯扣一些空气等方法。）

3）请幼儿说一说你是怎么知道你找到了空气呢？

（塑料袋和气球鼓起来了；对着手吹吸管感觉有风，把吸管
插进水里吹水会冒气泡……）

小结：我们周围到处都有空气。

教学反思：

在整个活动中利用幼儿的好奇心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并且
达到了预期目标，效果非常好，甚至超过了预期效果。整个



活动既让幼儿体验了实验成功时的快乐、增强了自信心，也
知道了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同时也培养了幼儿的观察力及动
手操作的能力，这个活动在大班开展是非常有意义和有必要
的。

大班空气娃娃在哪里教案反思篇七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探究欲望，萌发幼儿初步的科学意识；

2、发展幼儿的观察力及初步的分析、判断等思维能力；

3、引导幼儿感知空气的存在，知道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空气。

活动准备：

每组一盆水，若干吹气玩具，幼儿每人一个塑料口袋，塑料
管，两只蜡烛，两个一大一小的透明玻璃杯，密闭在瓶里的
小昆虫。

活动过程：

1、请幼儿猜谜语，引发幼儿的活动兴趣。

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你需要，我需要，离了他，活不了
（空气）让幼儿说出揭出谜底的依据，为什么是空气呢？现
在跟老师做深呼吸，幼儿模仿做深呼吸。

提问：

（1）我们用鼻子吸什么？（空气）

（2）空气在哪，能用眼睛看到吗？用手摸摸，能摸到空气吗？



（3）教师小结：空气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他就在我们身边，
到处都有。

2、引导幼儿了解空气的的作用，知道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它

（1）请幼儿捏住鼻子，闭上嘴巴，说一说有什么感受？为什
么？结果会怎么样？

（2）观察密闭在瓶里的小昆虫怎么样了

教师小结：人和动物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空气，如果没有了空
气，就会死掉

（3）请小朋友观察老师的实验

把蜡烛粘在平板玻璃上点燃（火苗很旺），然后把大小两个
杯子，同时扣到两只点燃的蜡烛上（小杯子的早熄灭，大杯
子的晚熄灭）。

请小朋友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现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
象？

小结：刚才的.实验中，点燃的蜡烛火苗很旺，是因为空气帮
助燃烧，用小杯子扣的蜡烛灭的快，而用大杯子扣的蜡烛灭
的慢，是因为大杯子里的空气多，小杯子里的空气少，则助
燃时间短。

（4）启发幼儿想一想说一说，你还知道空气有哪些用途？

想一想，还有什么地方有空气呢？你见过的、用过的、玩过
的什么东西里有空气？（自行车轮胎，被窝里，蚂蚁洞里，
水里，空中，面包里，降落伞里，气垫船里……）

（5）找空气



小结：空气装进吹气玩具，我们就能看的玩具鼓起来了，挤
一挤就跑出去了，空气虽然看不见，可是我们可以想办法感
觉到它，看到它。

小结：原来角落里、桌子下、走廊里，都有空气

教师：用塑料袋可以抓住空气，用布口袋抓，行吗？

幼儿：“不行”布口袋里有细漏洞，空气从细漏洞里跑，抓
不住

教师：人身体里有空气吗？有什么办法让我相信你们身体里
有空气呢？给你一根塑料管让我看看你身体里的空气，我看
不见呀，往水里吹试试看，原来人身体里也有空气。

小结：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发现吹气玩具里、杯子里、身体
里都有空气

（6）懂得空气要保持清新

小朋友都知道了空气的重要性，你知不知道空气也会生病？

小结：清新的空气是很干净的，看空气会因为污染而生病，
如工厂里放出的废气、汽车喷出的尾气、垃圾或水沟散发的
臭味等，污染了本来很干净的空气，这叫污染病，空气生病
了，就会影响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所以小朋友要讲卫生，
保护环境，让空气永远干净。

大班空气娃娃在哪里教案反思篇八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探究欲望，萌发幼儿初步的科学意识。



2、发展幼儿的观察力及初步的分析、判断等思维能力。

3、引导幼儿感知空气的存在，知道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空气。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体验解决问题的成就感。

活动准备：

活动过程：

1、请幼儿猜谜语，引发幼儿的活动兴趣。

提问：

(1)我们用鼻子吸什么?(空气)

(2)空气在哪，能用眼睛看到吗?用手摸摸，能摸到空气吗?

(3)教师小结：空气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他就在我们身边，
到处都有。

2、引导幼儿了解空气的的作用，知道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它

(1)请幼儿捏住鼻子，闭上嘴巴，说一说有什么感受?为什么?
结果会怎么样?

(2)观察密闭在瓶里的小昆虫怎么样了

教师小结：人和动物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空气，如果没有了空
气，就会死掉

(3)请小朋友观察老师的实验



把蜡烛粘在平板玻璃上点燃(火苗很旺)，然后把大小两个杯
子，同时扣到两只点燃的蜡烛上(小杯子的早熄灭，大杯子的
晚熄灭)。

请小朋友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现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
象?

小结：刚才的实验中，点燃的蜡烛火苗很旺，是因为空气帮
助燃烧，用小杯子扣的蜡烛灭的快，而用大杯子扣的蜡烛灭
的慢，是因为大杯子里的空气多，小杯子里的空气少，则助
燃时间短。

(4)启发幼儿想一想说一说，你还知道空气有哪些用途?

想一想，还有什么地方有空气呢?你见过的、用过的、玩过的
什么东西里有空气?(自行车轮胎，被窝里，蚂蚁洞里，水里，
空中，面包里，降落伞里，气垫船里……)

(5)找空气

小结：空气装进吹气玩具，我们就能看的玩具鼓起来了，挤
一挤就跑出去了，空气虽然看不见，可是我们可以想办法感
觉到它，看到它。

小结：原来角落里、桌子下、走廊里，都有空气

教师：用塑料袋可以抓住空气，用布口袋抓，行吗?

幼儿：“不行”布口袋里有细漏洞，空气从细漏洞里跑，抓
不住

教师：人身体里有空气吗?有什么办法让我相信你们身体里有
空气呢?给你一根塑料管让我看看你身体里的空气，我看不见
呀，往水里吹试试看，原来人身体里也有空气。



小结：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发现吹气玩具里、杯子里、身体
里都有空气

(6)懂得空气要保持清新

小朋友都知道了空气的重要性，你知不知道空气也会生病?

小结：清新的空气是很干净的，看空气会因为污染而生病，
如工厂里放出的废气、汽车喷出的尾气、垃圾或水沟散发的
臭味等，污染了本来很干净的空气，这叫污染病，空气生病
了，就会影响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所以小朋友要讲卫生，
保护环境，让空气永远干净。

反思：

在整个活动中利用幼儿的好奇心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并且
达到了预期目标，效果非常好，甚至超过了预期效果。整个
活动既让幼儿体验了实验成功时的快乐、增强了自信心，也
知道了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同时也培养了幼儿的观察力及动
手操作的能力，这个活动在大班开展是非常有意义和有必要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