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科学课潜水艇教案(精选5篇)
教案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按照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制定的一
种教学计划。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小班教案范文，希望
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科学课潜水艇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探索使潜水艇又快又稳地潜入水底的方法。

2、在小组活动中，懂得分工合作，明确各自承担的任务。

3、勇于尝试，不怕失败，体验与同伴合作的快乐。

活动准备

1、师生共同制作微型潜水艇一艘(在饮料瓶的一面凿一排或
两排孔用来进水)，打好洞眼的塑料瓶(每组一个)。

2、操作材料：螺丝、木块、鹅卵石、橡皮、长磁条、沙子等。

3、皮筋、胶带、整理箱装三分之二的水、抹布、记录表。

活动过程

2、幼儿演示，大家仔细观察，发现问题。

教师：潜水艇下沉了吗?下沉的速度怎么样?(幼儿争先恐后表
述：潜水艇下沉得太慢了：潜水艇后面先沉下去了，前面没
有沉……)

3、教师以海军叔叔的身份交给大家一个任务：让潜水艇快速



下沉，激发幼儿探究的兴趣，并要求幼儿与同伴商讨解决的
办法。

4、幼儿4人一组展开讨论推测，第一组认为在潜水艇上加上
铁块或铁条：第二组确定用石头加重的办法：第三组统一意
见是在艇里加沙子，让潜水艇变重；第四组认为再在潜水艇
上多钻几个进水孔：第五组讨论的结果是用磁铁捆绑在潜水
艇上增加它的重量。

5、教师询问究竟哪种办法好，幼儿都争着说自己组的办法好。
这时，教师出示相应的操作材料和记录表，让幼儿明确如何
记录，提出分组操作要求，鼓励幼儿去实际操作尝试自己的
推测能否成功。

6、幼儿4人一组开始分工，商讨谁是记录员、取材员、操作
员和汇报员，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后，大家开始进入有趣的实
验操作过程。

7、教师巡视观察各组的操作进程，并有目的地指导帮助。

8、小组交流，确定汇报内容。(你们用了什么材料?是怎么做
的?成功了吗?)

9、集体交流，请操作员展示潜水艇是否下沉，汇报员汇报操
作的.过程后，本组其他成员可来补充。表扬能始终坚持分工、
职责明确的第一、第二、第四小组。

10、根据幼儿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潜水艇不能平稳地下
沉)，师生共同展开讨论：潜水艇为什么会一头先沉另一头后
沉呢?(重心不稳)哪一组有办法让潜水艇的身体同时平稳下
沉?引导幼儿思考解决的办法(将加重的物体放在潜水艇底部
的某一个地方)。

11、鼓励幼儿小组讨论出解决的方法后，再次尝试让潜水艇



既快又平稳地下沉。教师分别巡回指导，提供能帮助固定的
辅助材料。

12、请各组幼儿交流实验的经验、感受。

师：你们是怎么取得成功的?(幼儿汇报本组实验的过程，采
用的方法及实验的感受。)

13、表扬在小组合作中能遵守职责的小组，鼓励没有成功的
小组再次尝试，寻找更好的方法。（王慧敏）

科学课潜水艇教案篇二

幼儿园大班科学教案：骨头什么样

活动目标

1、观察骨骼的基本特征，初步了解骨骼的构造。

2、掌握人体骨骼的大致特征，提高探索身体奥秘的能力。

活动准备

1、课件：身体的结构-骨头

2、白纸和双面胶若干。

活动过程

一、感知骨头的存在

1、教师：小朋友们，请你们用手捏一捏自己的手指和手臂。

有没有摸到硬硬的东西？那是什么？



你还能在身体的其他部位摸到硬硬的'东西吗？

（膝盖、头部、胳膊肘、颈部等等）

教师：原来骨头支撑着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小朋友们想想如果没有了骨骼，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变成软软的、像一团泥。）

二、认识骨头

1、说说骨头有哪些。

出示人体骨架图，对照图边讲述人体骨骼边触摸身体该部位
的骨头：

-人的身体有两百多块骨头，它们连接在一起。

-我的头上有头骨，张开嘴巴吃东西靠的是颌骨

-还有手骨和腿部，走路、做事情都要靠它们。

-弯弯腰，那是一节一节的脊椎骨。

-再摸摸我们的胸口，那一排一排的是肋骨。

2、引导幼儿再次捏一捏、摸一摸自己的骨头。

三、动手做做我们的骨头。

1、教师：我们自己动手来做一个骨架吧，瞧！老师把白纸剪
成一条一条贴在了胸口，

真像一排排肋骨。



你们还能不能贴出我们其他什么骨头呢？

2、引导幼儿用剪贴纸条的方法，在自己身体上表现各种骨头。

（如胸部、手臂上、腿上。）

活动延伸

看各种人体骨骼图片，说说是身体的哪个部位的骨头。

科学课潜水艇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利用幼儿园玩水池为幼儿提供玩水的机会，感知水的特点，
巩固对水的认识。

2、引导幼儿用各种资料投放水中玩耍，感知不同物体
的“沉”与“浮”现象。

3、培养幼儿观察、比较、归纳的能力。

活动准备

1、课件：可以吸水的

2、塑料制品，木制品，纸制品，泡沫制品，小石块等。

3、大水盆若干。

活动过程

一、感觉游戏

1、鼓励幼儿到水盆里玩水



2、尝试

-试试用双手捧水;

-体会把手掌平放在水中与手指插入水中的不同感觉;

3、发现

-把手掌平放水中用的力比手指插入水中用的力更大。

二、听觉游戏

1、请幼儿将塑料制品一一投入水中。

2、试一试

(1)听一听、比一比不同资料投入水中声音的大小.

(2)听一听、比一比不同资料从高处、低处投入水中声音的大
小。

(3)得出结论：从高处将资料投入水中比低处将资料投入水中
声音大，

重的资料投入水中比轻的资料投入水中声音大。

三、观察、比较、归纳游戏。

1、观察不同资料投入水中的沉浮现象

比较资料的轻、重、厚、薄

2、感知资料的轻、重、厚、薄和“沉”、“浮”的关系

归纳那类资料会沉于水中，那类资料会浮于水中。



四、触觉游戏

1、用手触摸、感知那些资料吸水，那些资料不吸水。

2、哪些资料遇水会烂，那些资料遇水完好如初。

五、收拾整理资料。

请幼儿把水中的所有资料收集在塑料袋里，使水中无杂物。
对幼儿进行环保教育一一维护水资源。

活动延伸

请幼儿把今日玩水“水中的发现”告诉爸爸妈妈。和爸爸妈
妈一起探索新的发现。

科学课潜水艇教案篇四

设计意图：

《纲要》强调“科学教育应密切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进行，
利用身边的事物和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现象”。影子是幼儿
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也是常见的现象。但是，“亲手让影子
动起来”对于幼儿来说却是十分新奇，熟悉与新奇的碰撞可
以激发幼儿学习的欲望。加上大班的幼儿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的思维已由具体形象思维逐步过渡到抽象逻辑思维，他
们喜欢做做玩玩，喜欢自己动手操作，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
制作、实验等操作能力，这些经验、能力为活动的开展奠定
了基础。因此，我设计了本次动画游戏形式的科学活动“会
跳舞的小章鱼”，让幼儿通过亲历—感悟—实践来发现、获
得一些有关影子的感性经验，感受科学探索的过程和方法，
体验探究发现的乐趣。

活动目标：



1、尝试在探究中寻找答案，知道小章鱼会跳舞的原因。

2、通过动手操作，发现光源位置与影子位置的关系。

3、对科学活动感兴趣，感受让小章鱼跳起舞来的乐趣。

活动准备：

1、环境——一个适合探索影子的活动室。

2、教具：手电筒、彩色的小章鱼、《森林狂想曲》。

3、学具：每人一个小手电筒、一张白纸、一个彩色的小章
鱼;乌龟、海马等图片若干;胶、小框等。

活动重难点：

重点：尝试在探究中寻找答案，知道小章鱼会跳舞的原因。

难点：通过动手探索，发现光源位置与影子位置的关系。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师：小朋友，你们都玩过踩影子的游戏吗?为什么会有影子?

小结：因为物体挡住了光线,被物体挡住的地方没有了光线的
照射,就呈黑色状,也就是影子。

二、基本部分

(一)第一次操作。

1、教师引导、鼓励幼儿进行大胆尝试,让小章鱼跳起舞来。



师：老师为你们准备了小章鱼、胶、手电筒和一张白纸，请
你动动小脑筋让小章鱼跳起舞来吧!

幼儿尝试操作。

2、帮助幼儿发现小章鱼“跳舞”的秘密。

师：你是怎么让它跳舞的?——幼儿上来演示自己的成果。

讨论：“小章鱼为什么会‘跳舞’呢?”

师幼共同小结:“原来，手电筒有光，当光照在小章鱼上就出
现了小章鱼的影子，手电筒动了，小章鱼的影子也跟着动了，
看起来就好像小章鱼在‘跳舞’了一样。”

3、引导幼儿再次讨论：“为什么都用手电筒照了，有的小章
鱼会跳舞，有的却不会呢?”。

展示“跳舞”与“不跳舞”的小章鱼，引导幼儿仔细观察，
寻找发现其中的秘密。

师幼共同小结:“原来，当小章鱼与纸有一定距离时，也就是
说，当小章鱼的头、触角都没有粘胶，并且都向上翘时……
小章鱼就会‘跳舞’了。”

(二)第二次操作。

1、教师巡视指导，鼓励幼儿探索改变光线的方向产生的不同
效果，并且尝试模仿小章鱼跳舞的动作。“屈.老师.教案网
出处”

师：刚才有几位小朋友没有成功，那么接下来请进行调整，
调整过的小朋友可以动动脑筋，看看你的小章鱼还会不会做
其他的动作。



师：你的小章鱼都做了什么动作?你是怎么做的?

幼儿分享自己的方法。

(三)第三次操作。

探索不同的材料跳出不同的舞。

师：看到小章鱼跳舞跳的这么高兴，还有其他的小动物也想
动起来呢!请小朋友用刚才我们发现的秘密也让他们也跳起舞
来吧。

师：你们成功了吗?那我们一起来表演一下吧。

三、结束部分

师：原来，海洋动物也可以跳舞，如果跳舞效果不明显该怎
么办呀?我们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回去继续去探索。

活动反思：

幼儿有着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与探究欲望。好奇心是幼儿内在
生命本质的展现，正是好奇心驱使着幼儿去探索求和。对有
兴趣的活动，他们就会积极、主动、愉快地去参加，他们学
习的内在动力也能在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科学课潜水艇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学习用轮廓线表现蚂蚁的结构，并通过头和身体的方位变
化表现蚂蚁的各种动态。

2、创造性地想象蚂蚁过冬的有趣情景，培养幼儿对自然现象



探究的兴趣。

活动准备：

1、幼儿每人一张”蚂蚁的家“、红黑蓝三色粗细笔。

2、欣赏作品三张：蚂蚁搬花生、蚂蚁宴会、蚁后生宝宝。

3、展示板背景：蚂蚁过冬。

活动过程：

一、导人情景

冬天到了，北风呼呼地吹，动物们开始准备过冬了。每种动
物都有自己过冬的好办法。今天我们来做地下考察队，一起
走到地下去访问小蚂蚁。

二、欣赏讨论

1、出示背景”蚂蚁过冬"。

2、打开一号家。

这是一群工蚁的家，工蚁们在干什么呢?(工蚁们在搬一颗花
生)小蚂蚁搬的花生怎么这么大?(因为我们人很大，看上去这
颗花生很小，可是小蚂蚁很小，看上去这颗花生很大)这么大
一颗花生，工蚁们是怎么搬的呢?(有的用头顶，有的躺在地
上用力推，还有的用手拉)你认为哪个工蚁用的力气最大?(用
头顶的工蚁)(教师边演示边提问)蚂蚁的身体哪一部分不是用
图形来画的?(身体部分是用弯弯曲曲的线来画的.)蚂蚁有三
对足，第一对足是从头和身体连着的地方长出来的，就像人
的手一样;第二对足是从腰间长出来的;第三对足是从身体下
面长出来的。腿是笔直的吗?(弯弯的，前腿朝后弯，后腿朝
前弯。)大家一起用力气，这群勤劳的工蚁从秋天开始搬食物，



除了搬花生还可以搬什么呢?(蛋糕屑、小米粒、玉米粒、小
虫子等)现在家里的食物堆得满满的，足够蚂蚁们吃上一个冬
天了。

3、打开二号家。

这是一群兵蚁的家，兵蚁们正在举行宴会，它们是怎样开宴
会的呢?(它们坐在桌子边，有的蚂蚁举起酒杯，有的在喝酒)
坐着的蚂蚁和站着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坐着的蚂蚁第二段身
体应该弯弯的，站着的是平平的)(演示头和第一段身体)画第
二段身体老师也觉得有点难，该怎么画小蚂蚁才会坐下
呢?(幼儿：该把身体横过来画)兵蚁的家里真热闹。

4、打开三号洞穴。

蚁后生小宝宝了，蚂蚁家族又添了许多新成员，蚂蚁刚出生，
蚁后正在照顾小宝宝呢!蚁后、蚂蚁过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