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有趣的溶解教案小班(实用8篇)
初一教案的编写需要反复修改和完善，教师应该及时总结教
学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借鉴他人的三年级教案
范文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教案的编写要点和教学策略。

有趣的溶解教案小班篇一

一、情景故事“小鸭子买东西”导入。

二、实验操作：溶解现象。

（一）教师示范实验

1、观察糖和米在水里的溶解现象。

老师做实验，小朋友们观察。

（1）先用小勺舀一勺白糖放入空杯子里，让幼儿看看杯子里
的白糖颜色和形状？（白色的、颗粒状）教师拿出一杯清水
让一位幼儿尝尝温水的味道？（无味的）再向盛白糖的杯里
倒入温水，让幼儿观察白糖在水里，教师用小勺搅拌几下，
这时幼儿观察，白糖有啥变化？（白糖不见了）

（2）让幼儿尝尝杯子里的水有什么变化？（变甜了）

（3）教师小结：白糖在水里过一会不见了，水变甜了，我们
就说白糖在水里溶解了。

（4）教师又拿出一杯清水，一些米，让幼儿观察米放进水里
怎么样了？ （还能看见、不溶解）

（二）幼儿动手操作实验，进一步探索。



出示ppt （盐、红糖、小石子、沙子图片）图片上的东西会不
会溶解呢？

（1）教师提出操作要求：老师将小朋友分成四个组，每个组
的实验材料都是不一样的。每组小朋友都有一个装有实验材
料的杯子、一根筷子。等老师帮忙倒入水后，幼儿用筷子搅
拌，看这些东西在水里溶解了还是没有溶解。操作时要注意
小心搅拌，一只手抓住杯子，一只手进行搅拌。

1）介绍活动材料，让幼儿知道实验材料的名称。

2）让幼儿做小实验，观察结果如何。

3）请做实验的幼儿说一说你水里放的是什么？溶解了没有？
鼓励幼儿把自己的发现告诉老师和小朋友。（在溶解的材料
图片下面划对勾，没有溶解的材料图片下面划错误）

3、教师小结：小朋友真能干，都发现了有的东西能在水里溶
解，有的东西不能在水里溶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许
多东西可以溶解，也有许多东西不可以溶解，小朋友们可以
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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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溶解教案小班篇二

一：认识实验材料。

1、逐一介绍食盐、糖、蜂蜜，食用油。

2、请幼儿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

问题引导：能否食用？盐什么味道？糖和蜂蜜是什么味道？



如果把这些放水里会发生什么？猜一猜。

二：幼儿自主探索实验。

1、实验：溶于水

每位幼儿将一勺盐放入自己面前的1号杯，请幼儿观察变化。

提问：盐去哪了？（融解了）教师解释溶解的科学原理。

观察：还有一点盐溶解得慢，可以用什么办法来加快溶解速
度？（搅拌）

2、实验：不溶于水

每位幼儿将一勺油放入自己面前的2号杯，请幼儿观察变化。

提问：油在哪？为什么浮在水面？（不溶于水）

三：幼儿观察教师实验。

1、教师将一勺糖放入水中，请幼儿观察变化，引导幼儿
说“糖溶于水”。

2、区分油与蜂蜜。

教师帮助幼儿区分油与蜂蜜。颜色、

教师将一勺蜂蜜放入水中，观察蜂蜜有什么变化？（溶解慢）
请幼儿搅拌，观察现象,引导幼儿说“蜂蜜溶于水”。

提问：如果搅拌油，油会溶于水吗？猜一猜。

请幼儿自主探索搅拌自己面前的2号杯。说一说实验结果。



四：活动小结。

1、幼儿讲述自己在实验中的发现。

2、教师提炼幼儿的实验发现，给予正确的科学道理。

有趣的溶解教案小班篇三

1.在动手操作中，对溶解的现象产生浓厚的观察兴趣和探究
的欲望。

2.能用搅拌的方法了解溶解的现象，知道有些东西可以在水
里溶解，有些不可以。

3.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4.在活动中，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发现现象，并能以实证研究
科学现象。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有趣的溶解教案小班篇四

1.感知物质在水中的溶解现象，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加快溶解
的速度。

2.仔细观察，积极动手探索，学习简单记录实验结果。

3.愿意参加科学活动，并能用简单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发现。

1.白砂糖、糖块、透明玻璃杯、搅拌棒、冷热水、小锤子、
点心盘等。

2.记录表笔



一、导入激趣，初步感知溶解的现象。

1.直接出示砂糖，并认识砂糖。

师：（出示砂糖）孩子们，认识这个是什么吗？（砂糖）说
说它是什么样子的(白白的、细细的、小小的……）

2.调动幼儿的生活经验，以游戏的形式感知溶解的现象。

师：这些砂糖要和我们来捉迷藏，请你们帮砂糖找个地方藏
藏好，老师为你们每人准备了一份砂糖，瞧这里就是玩捉迷
藏的地方，藏的时候把糖要倒出来。记住地方只能藏一次哦！

3.幼儿自由选择地方藏糖。

师：好，每人拿一份砂糖轻轻地去藏吧，看谁藏的我找不到。
（幼儿藏糖）4.带领幼儿一起找糖。

师：小朋友好了吗，把盖子放到旁边的空篓子上，我们一起
来找着吧。

还有谁的糖我没有找到呢？（藏到了水里）（带领幼儿一起
回座位坐下）师：哪里有啊，我怎么看不见呢？（原来砂糖
溶解到了水里了）5．示范操作。

师：你们藏得真好，我也想来做做这个实验，看看是不是你
们说的那样。

二、实验观察，了解不同的物质溶解的速度有快慢之分。

1.猜测砂糖与块糖的溶解速度是不是一样的。

2.幼儿实验操作并观察记录。

师：究竟会是谁溶解得快呢，就来比一比吧，我们两人一组，



一人拿方糖一人拿砂糖，我数123同时放入杯中，仔细观察糖
在水里会发生什么变化，瞧我这里还有一张记录表，（拿出
记录表）知道这是代表什么吗？哪个先溶解就在哪个下面打
钩。准备好了吗？123放！（幼儿操作，仔细观察并记录）3.
小结。

（1）请小朋友说说观察到的现象：你看到糖在水里有了什么
变化？再拿出记录表说说谁溶得快（砂糖）（2）小结：砂糖
的颗粒小，溶解的快，方糖颗粒大，溶解的慢。

三、动手探索，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加快溶解的速度。

1.发挥想象并回答可以怎样加快溶解的速度师：瞧！砂糖早
就溶解完了，方糖还有呢，可是方糖想玩这个捉迷藏的游戏
就必须让自己溶解的快一些，怎样就能让块糖溶得快点了呢？
谁愿意来帮它想想。（幼儿回答）（搅拌、捣碎、加热）

2.尝试操作并记录

（1）师：你们说的这些方法管不管用呢，我们把方糖放到水
里用你们想到的方法来试一试，和我的方糖糖比一比是不是
的确比我的快，准备好后我说“123开始”一起放。

（2）幼儿选择方法并做准备师：工具都拿好了吗？123开始！

（3）和老师同时把糖放入水中观察实验结果。

（4）师：你们的方法真好，真的比我的快。

3.了解加热可以加快溶解的速度。

（2）仔细观察两个杯子中的变化。

（3）师：为什么同样的方糖在水里溶解的速度不一样呢，你
们知道有什么秘密吗？我们摸一摸这两个杯子。



（4）小结：原来水的温度高了，溶解的速度也会变快呢。

四、小结，品尝糖水

1.师：孩子们，今天我们用了几种方法让溶解的速度变快的
呢！

是的，我们用了搅拌、捣碎、加热三种方法使溶解的速度变
快了，糖溶到了水里，水会变成什么味道呢？我们一起来尝
尝吧！

2.师：除了今天这三种方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快溶解的
速度呢，回家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想一想、试一试。

有趣的溶解教案小班篇五

《有趣的溶解》是一节大班科学活动，通过实验活动，激发
幼儿观察事物变化的兴趣，训练幼儿手脑并用的能力，通过
幼儿实验操作，使之了儿解有的物体有被水溶解的特性，溶
解了的物体虽改变了原有模样，但性质不变。

活动目标：

1、通过幼儿实验操作，使之了儿解有的物体有被水溶解的特
性，溶解了的物体虽改变了原有模样，但性质不变。

2、通过实验活动，激发幼儿观察事物变化的兴趣，训练幼儿
手脑并用的能力。

3、丰富词汇：溶解、结晶体、固体、粉末状、盐、味精、调
味品等，促进幼儿逻辑思维与连贯讲述能力的发展。

4、学习用语言、符号等多种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5、活动中体验到成功的快乐和帮助别人的快乐。

活动准备：

1、实验用具、用品。每个幼儿一只小碗、一只食用匙;每组
三只小碗，分别装有结晶体的果珍饮料、方糖、红糖;一盆热
开水。

2、教师准备一只玻璃杯、一段蜡烛头、六支长蜡烛、一盒火
柴、一只塑料桶、几只热水瓶。

3、将雨花石、鹅卵石等物浸泡在水中放在自然角。

活动过程：

1、观察引导，激发兴趣。

(1)教师出示一小段蜡烛，再将其放入装水的玻璃杯中，让幼
儿观察有什么变化。

2、观察了解实验用品。

(1)教师：请小朋友看看桌上放着什么实验用具和用品?

(2)请幼儿观察：碗内的果珍、方糖、红糖各是什么样子(形
状)，什么颜色，什么滋味?(丰富词汇：结晶体、固体、粉末
状)

3、开始做实验。

(1)让幼儿从上述三种食品中各取少许放在自己的小碗中，再
加些热水。

(2)引导幼儿观察：不搅拌饮料，看看有什么变化?



活动反思：

开放式的科学教学必须为幼儿创作主动猜想，大胆实验，总
结结果的机会，其中，师生间适当的应答方式，形成合作探
究式的师生互动。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总是提出已有
标准答案的问题，尽量避免幼儿回答错误，这中提问不但抑
制了幼儿的创作型，而且还使幼儿容易产生盲目服从权威的
心态，不利于健全人格的发展。我们要实行开放式教学，师
生间的交流应是平等的讨论。教师作为支持者和引导者，所
起的作用是引导幼儿围绕某一话题进行交流，鼓励幼儿通过
有兴趣的谈论自己的经验，发表自己的看法或问题。因此在
讨论时教师应与幼儿同样热情的参与其中，并以平等的态度
围绕话题提问，征求意见或表达自己的某些体验。在幼儿科
学的探究中，丰富的可操作材料为每个幼儿都能运用多种感
官，各种方式进行探索提供活动的条件，让幼儿自己选择所
需要的材料，在操作的.过程中验证自己的猜测，寻找问题的
答案。幼儿通过自主探索，不仅提高了动手动脑的能力，也
发现了物体在放入水中会发生什么现象?活动中，在猜测物体
放入水中会发生什么现象时，我发现幼儿个个兴趣高涨，各
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想法，争论的非常激烈，于是我适时
引出下一个环节：做实验论证。幼儿的学习兴趣被调动起来
课堂气氛很活跃。同时在幼儿做实验时，我通过观察，对个
别幼儿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指导，是他们对物体在水中发生的
现象有了认识。

有趣的溶解教案小班篇六

开放式的科学教学必须为幼儿创作主动猜想，大胆实验，总
结结果的机会，其中，师生间适当的应答方式，形成合作探
究式的师生互动。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总是提出已有
标准答案的问题，尽量避免幼儿回答错误，这中提问不但抑
制了幼儿的创作型，而且还使幼儿容易产生盲目服从权威的
心态，不利于健全人格的发展。我们要实行开放式教学，师
生间的交流应是平等的讨论。



有趣的溶解教案小班篇七

1、通过操作活动，使幼儿初步感知溶解现象。

2、愿意参加科学活动，能用简单的语言把自己的发现告诉老
师和同伴。

3、通过玩玩、讲讲发展幼儿的思维，激发求知欲。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有趣的溶解教案小班篇八

1、喜欢探究溶解这一现象。

2、感知红糖能溶解于水，白砂不能溶于水。

3、养成自主探究实践的习惯。

人手两个一次性杯子；一个调羹；杯子里装有温开水；每组
两碟白砂；两碟红糖。

一、谈话引入。

1、今天褚老师带来了一样东西，这是什么呀？是什么颜色的？
（请幼儿猜测）

小结：这是一种糖，颜色有点红红的，黄黄的，它有一个好
听的名字，叫红糖。我们跟红糖宝宝打个招呼吧。

2、（出示一杯水，一个调羹）我今天还带来了几样东西，一
杯水，一个调羹，红糖宝宝想到水里面洗个澡澡。



提问：你们觉得红糖宝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幼儿想象）

二、幼儿自主操作探究。

1、幼儿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教师帮助幼儿发现溶解现象，引导孩子仔细观察。

2、幼儿讨论。

教师小结：原来调皮的红糖宝宝溶解到水里面去了，它和水
宝宝做了好朋友，躲到水宝宝身体里了，跟我们玩捉迷藏呢。

三、第二次操作

2、幼儿操作，教师指导。

提问：白砂宝宝在水里面怎么样了？我们用调羹使劲的搅一
搅，有没有发生变化呀？

3、幼儿交流。

白砂宝宝有没有溶解？有没有躲到水里？

教师小结：原来白砂不能溶解在水中。

那我们拿着这些东西到教室里再去试一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