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科学实验中沙子的观察记录 幼儿园
大班科学教案观察纸杯(汇总8篇)

编辑不仅仅是修改文字，更是在不同的媒体和平台上为内容
赋予多样的形式和呈现方式。要写一篇完美的总结，我们需
要先梳理好主题和重点，确保文章的结构清晰。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精心编辑的范文，供大家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写
作。

科学实验中沙子的观察记录篇一

(1) 能积极参与探索活动和关心周围生活中的小科技产品;

(3)在操作活动中仔细观察，善于发现问题，有初步的比较分
析能力。

纸折的杯子、纸杯，每人一个;不同质地的杯子;毛笔;白纸;
蜡烛若干。

(1) 了解纸吸水易变形、变烂的特点。

a、 玩“饮料店”游戏，请幼儿选一个杯子自己盛饮料;

b、 请幼儿用纸折的杯子盛水，观察纸折杯子的变化。提问：
纸折的杯子怎么样了?为什么会这样?小结：纸遇到水后会吸
水，这样纸就会变软，慢慢渗水、变形、烂掉。

(2) 发现两种不同纸杯盛水后的不同点并寻找原因。

b、 小实验：用蜡在纸上涂一层，再用毛笔蘸水涂，观察其现
象。提问：你发现了什么?蜡有什么作用?小结：蜡不吸水，
蜡涂在纸杯上就像给纸穿上了一件雨衣，纸在蜡的保护下，
遇到水也就不会变形了。



(3) 了解纸杯的优点。提问：你在哪里用过纸杯?纸杯有什么
优点?

小结：让幼儿通过与其他材料做的杯子进行比较，发现纸杯
具有轻便、卫生、不吸水、不污染环境等优点。

科学实验中沙子的观察记录篇二

1、认识更多的植物。

2、为植物做卡片。

3、欣赏几种有趣的植物

4、种植一种喜欢的植物。

5、介绍植树节。

活动准备

几种植物的图片(梅兰竹菊)、一盆含羞草、有关植物(如猪笼
草)的视频。

活动过程

一、活动开始

1、小朋友，你们认识哪些植物?

2、小朋友们请把你们认识的植物画出来，并把它们介绍个大
家。

2、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一些植物的图片，你们来看看是什么
植物?(出示植物的图片)



二、活动进行中

1、让小朋友根据图片说出梅兰竹菊分别有哪些特征;

2、介绍梅花、兰花、菊花分别在哪个季节开放;

3、带小朋友在幼儿园以及周围参观植物，介绍植物特点;

5、给小朋友观看有关植物的视频，如猪笼草食虫过程等。

三、回家任务

1、让小朋友在家长的帮助下为幼儿园里的植物制作介绍卡片，
挂到相应的植物上;

2、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植物进行种植。

四、活动后续

1、观察小朋友们种植的植物，一段时间后带到幼儿园，大家
共同欣赏;

2、鼓励小朋友们在每年的植树节都进行植树活动。

科学实验中沙子的观察记录篇三

活动目标：

1.知道土中有水、空气、腐烂物等成分，了解土的主要种
类(如：黑土、黄土、白土、红土等)。

2.了解土对人类的作用，萌发珍惜土地的情感。

3.知道植物生长离不开水、空气、肥料和阳光。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使幼儿对探索自然现象感兴趣。

物质准备：

1.多媒体课件。

2.每组幼儿一盘土壤。(四人一组)

3.实验用的酒精灯、铁架、杯子、连根的干枯青菜。

4.植物头饰。

5.四袋不同种类的土壤标本。(黑土、黄土、白土、红土)

6.一袋泥土。

活动过程：

一、植物为什么会干枯

1.幼儿扮成各种植物，老师扮成植物“花姐姐”。

引导幼儿讨论：植物生长离不开什么?(用故事“干枯的青
菜”告诉幼儿植物一般离开土壤会干枯)。

2.小结：引导幼儿自己小结，(小鸟爱树林，鱼儿爱海洋，我
们植物爱的是土壤。)植物的家是土壤，离开土壤会干枯。

二、土中有什么

1.用多媒体课件让幼儿知道土壤中有水、空气、肥料(是树叶、
草等的腐烂物)，和植物生长过程。



2.请幼儿捏捏地里的土壤是干的，还是湿的，说明土壤中有
什么?(水分)

3.请幼儿肥土壤放入水杯中，又发现有什么?(空气)

4.把土壤撒在石棉网上加热知道土壤中有腐烂的树叶、草等，
这就是肥料，它们能燃烧。

5.小结：原来土壤里有这么多宝贝，它真像一个聚宝盆、空
气水分里面藏，土壤是个大宝库，植物生长有营养。

6.引导幼儿仿编儿歌：“鸟儿爱树林、鱼儿爱海洋，植物爱
的是土壤，土壤是个聚宝盆、空气、水分里面藏，土壤是个
大宝库，植物生长有营养。有了营养，幼儿模仿植物生长的
过程。”

三、土是什么颜色的

1.幼儿知道土中有什么后，去花园里看看地上的土壤是什么
颜色的?(黑色)后出示黄土、白土、红土，原来土有几种颜色。

四、土的其它用途

1.出示“砖、瓦、陶器皿，让幼儿看，让幼儿摸摸后，告诉
幼儿这些都是用土加工以后做出来的。

2..小结：土壤对植物有用，对人类的用处也很大。

五、延伸活动与“土”交朋友

让幼儿自由玩土。

科学实验中沙子的观察记录篇四



一、活动目标。

1、了解植物怎样过冬，感知冬季植物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2、通过观察、绘画、交流等方式，进一步感知各种植物在冬
季的不同状态。

3、有探索植物奥秘的兴趣及爱护植物的情感。

二、活动准备。

1、课件—植物的过冬准备。

2、图片—冬天的树，稻草。

3、记录纸，彩色笔若干。

三、活动过程。

(一)谈话引出话题。

1、教师：小朋友，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吗?(冬季)

你感到气候有什么变化吗?

2、教师：这么冷的天气，花草树木会冻死吗?植物们准备好
怎样过冬天了吗?

(二)引导幼儿观察植物，并记录植物现象。

1、教师：冬天到了，小树上的叶子有什么变化?大树上有什
么变化?小草是什么样子的?

2、教师：请小朋友自主观察，并讲述自己的发现和自己的疑
问。



3、教师引导幼儿有重点地观察个别植物，帮助幼儿进一步感
知植物的变化。

(1)观察大树。

请小朋友仔细观察冬天的树是什么样子?想一想，它们冻死了
吗?找一找树上还留下了什么?(引导幼儿发现芽苞、果实、种
子等。)

(2)教师：请小朋友剥开芽苞看一看，它里面有什么?猜一猜，
明年春天会变成什么?

(3)观察小草

4、教师：请小朋友仔细观察植物，并用自己的彩笔记录植物
过冬的种种表现。

(三)组织交流。

教师：请小朋友跟同伴讲讲你的记录和发现，看看植物过冬
有几种方式?

(四)帮助幼儿了解植物过冬的各种方式。

1、教师：冬天到了，落叶树的叶子纷纷掉下来，常青树的叶
子仍然还是绿色的;落叶对树木过冬有帮助吗?(减少水分蒸发、
落叶能化为肥料、营养树根)

2、教师：小草是什么颜色?它冬死了吗?(有的小草根已经死
了，但是它留下了种子，有的小草根还活着，明年春天还会
发芽。)

3、教师：人们怎样帮助植物过冬呢?(在树上涂石灰、扎干草，
为油菜、麦苗撒上草灰、干粪，把怕冷的观赏植物搬到室内
或温室。)



科学实验中沙子的观察记录篇五

1、教师：小朋友图片上展现的是一个古战场，还有许许多多
的士兵。

（请幼儿仔细观察图片）

2、你们在这幅图上发现什么了吗？这个古城堡是用什么建成
的？

（让幼儿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

小结：这个古城堡是用沙子建成的，我们叫它沙雕，是一种
艺术品，供人们欣赏。

1、老师也很西化玩沙子，你们喜欢玩沙子吗？

带领幼儿来到室外沙池，引起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教师：今天，我们要和沙子做好玩的游戏，高兴吗？

2、筛一筛

（1）出示玩沙工具，问：这是什么？

介绍玩沙和泥土的'工具，交代操作目的、要求。

（2）我们要用篮子去装沙子，你会有什么发现，请小朋友去
试一试，待会儿告诉大家

（提醒幼儿注意玩的时候不能抛洒沙子。）

（3）你刚才是怎么玩的？你有什么发现？有什么办法让沙子
不掉下来吗？



（鼓励幼儿想办法，然后实践想到的办法）

3、踩一踩

（1）请幼儿去踩一踩沙子。

提问：沙子踩下去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会留下脚印呢？

（2）引导幼儿把沙子用小铁锨拍实，然后再踩上去，看看结
果是什么样的？

4、搅一搅

（1）瞧！老师拿来了什么？（一桶水）

猜一猜，沙子放到水里会怎么样？

（2）我们用细棍搅一搅，看看有什么变化？

观察结果：沙子沉到水底，泥土混在水中。

鼓励幼儿在玩沙子时，把自己的新发现告诉老师和小朋友。

中班科学教案：有趣的水试验

科学实验中沙子的观察记录篇六

活动设计背景

孩子们天生爱玩水，根据这一特点，我设计了本次教学活动。

活动目标

激发幼儿探索的兴趣；



让幼儿了解水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懂得节约用水，保护水
资源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激发幼儿探索的兴趣掌握水的基本特性。难点;对水的
流动性的掌握。

活动准备

字卡、透明塑料杯每人两个，分别装有水和酸奶，彩虹糖每
人两粒，水盆三个，玩水的玩具若干。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交代本次活动的主题。教师（出示字卡：水
的秘密）：小朋友们，水有很多秘密，你们想知道吗？今天
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水的秘密。

（二）基本部分：幼儿尝试找出水的特性。

1、比一比（每个幼儿准备两个透明的塑料杯，分别装有水和
酸奶）

让幼儿观察牛奶和水，比一比，说出牛奶是什么颜色的，再
端起水杯，说一说水是什么颜色的？—从中知道水是无色的。

2、尝一尝

让幼儿分别品尝牛奶和水，说一说分别是什么味道。从中知
道水是无味的。

3、看一看

教师给每个小朋友发两粒彩虹糖，（小朋友们，今天老师还



给大家准备了好吃的礼物）分别放到装有水和牛奶的.杯子里，
观察有什么不一样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水是透明的。

4、做一做

（1）幼儿与教师一同将装有牛奶的杯子高高举起干杯，祝福
大家今天开心，品尝一下牛奶加糖的味道。

（三）结束部分：玩一玩

在玩水中感知水的特性，发现新的秘密，告诉客人。

（四）活动延伸：观看视频—《水的故事》

幼儿了解水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教育幼儿节约用水、保护
水资源。

注：在总结水的秘密时，教师可将相应的字卡贴在黑板上。
即：无色、无味、透明、流动等。

文档为doc格式

科学实验中沙子的观察记录篇七

1、通过观察，引导幼儿知道每个人的指纹是各不相同的，发
展幼儿仔细观察的能力。

2、初步激发对科学、创造和探索自身的兴趣。

材料环境创设：数字卡片、小纸片、颜料、印泥、橡皮泥、
镜子、抹布等。

“我们的身体”是本班幼儿正在探索的主题活动，在探索小
手的活动中，罗宜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手指上的线叫



什么呀?”但是，小朋友谁都说不上来。这是一个颇具价值的
问题，因为它是我们在主题活动中生成的，有利于孩子们继
续对自身进行探索的兴趣的培养。而且，现代的指纹技术正
越来越与高科技融为一体，涉及到了很多方面，适当地在这
方面丰富一些见识，不仅能开阔幼儿的眼界，且对于幼儿的
科学探究兴趣也会有好处。

另外，作为一个新班，我们的孩子们在探索能力上还显得很
单一，缺乏运用多种方式探索的意识，本活动中鼓励幼儿大
胆常识多种复制指纹的方法，对幼儿的多样化探索意识也是
有帮助的。活动中，处于整合性原则，我还在其中，融合了
识数教育，即观察时给手指纹编号，结合一切可利用因素进
行自然衔接下的教育。

1、提问交流：

1)请罗宜家提出自己原先的问题。

2)引导幼儿观察手指，进行相关的经验交流，如：上面的线
长得怎么样?

2、操作体验：

1)讨论：怎样将指纹复制下来，让别人观看?

2)幼儿尝试用各种方法复制指纹，如：在橡皮泥上印指纹等。

3、观察比较：

1)介绍自己是怎样复制指纹的，渗透多元探索的意识。

2)引导幼儿仔细观察比较，从而得出每个人的指纹是不一样
的结论。

4、拓展内化



1)讨论：除了指纹与别人不一样，还有什么也是与人不同的?

2)讨论：指纹有什么用?

介绍有关警察用指纹破案的事和指纹锁的好处，激发幼儿对
科学和创造的兴趣。

科学实验中沙子的观察记录篇八

1、初步了解橘子宝宝的颜色、味道、形状等特征。

2、学念儿歌《橘子宝宝》。

3、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4、培养幼儿观察能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了解橘子宝宝的颜色、味道、形状等特征。

进一步感知橘子宝宝的同时能在同伴面前大胆的讲述橘子的
各种特征

橘子、苹果、梨、香蕉若干，盒子1个。

一、猜一猜

师：小朋友，今天老师请你们来猜个谜语，你们可要开动脑
筋想好哦，小耳朵要听好了。师说出谜面（外面杏黄衣，姐
妹抱一起，打开仔细看，都是一瓣瓣），猜一种水果，请幼
儿猜谜底。

二、摸一摸，看一看

2、师：老师摸到了一个句子，你们看看橘子长的是什么样子
的？（橘子长得圆圆的，黄色的皮）



4、师：你们是怎样吃橘子的？它里面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咱
们一起来看看吧。

三、体验剥橘子的快乐

1、教师示范一边剥橘子，一边念儿歌，打开之后请幼儿观察
橘子肉的排列特征。

2、幼儿尝试剥橘子。师：请你数一数橘子肉有多少片？它长
得像什么？

3、学习儿歌，鼓励幼儿在念儿歌的同时并作出剥橘子的相应
动作。

4、师小结：橘子是我们平时经常见到的一种水果，它长得圆
圆的，有大的也有小的，黄色的果皮膜上去感觉有点粗糙，
不过它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

四、品尝橘子

师：小朋友都看到了橘子长得圆圆的，穿着黄色的外衣，橘
子宝宝排排坐着非常的好看，可是不知道吃起来味道是什么
样的？你们想不想尝一口？师一边念儿歌一边把橘子放到小
鹏友的嘴巴里，让幼儿品尝橘子的味道，体验与同伴分享食
物的乐趣。

本次活动我围绕主题《秋天的水果》，选取橘子这个农村自
然物开展了这次小班科学活动。活动中能够使幼儿对生活中
最常见的橘子有进一步认识，对橘子的内外特征有了较深的
感知和了解。活动中通过看一看、说一说、摸一摸、猜一猜、
做一做、尝一尝等活动方式不仅锻炼了幼儿动脑、动口、动
手能力的培养促进了幼儿语言表达的完整和规范，同时也激
发了幼儿大胆表达的欲望，调动了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
思维的活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