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悬浮的鸡蛋教案(汇总10篇)
教案模板可以按照不同学科和教学内容的特点进行设计。对
于初二教师来说，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以下是
一些初二教案范文，供大家参考学习。

悬浮的鸡蛋教案篇一

1、画封闭的圆，添加线条画成小鸡等形象。

2、学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3、感知故事中象声词运用的趣味性。

4、能简单复述故事。

炫彩棒、《你好，鸡蛋哥哥》和《加油，鸡蛋哥哥》部分画
面、小草背景、山坡背景。

一、鸡妈妈生蛋

1、观察图一。鸡妈妈在青草地上生下了许多蛋宝宝，蛋宝宝
是什么样子的？（圆圆的）

2、鸡妈妈说：我生了好多蛋，还有些蛋生在草堆里。大家快
帮鸡妈妈把鸡蛋找出来吧。

（幼儿画圆表示找到的鸡蛋，共同分辨找到的是不是鸡蛋。）

3、教师画一个较大的封闭的圆，鸡妈妈说：这个蛋壳特别厚、
特别硬的大鸡蛋也是我的宝宝，就叫他鸡蛋哥哥吧。

4、幼儿用炫彩棒涂染鸡蛋宝宝，教师涂染鸡蛋哥哥。



二、小鸡出壳了

1、观察图二。鸡妈妈天天孵蛋，会孵出谁呢？过了好多天，
笃笃笃，一只小鸡啄破薄薄的蛋壳钻出来了。

3、听！好多小鸡都啄破薄薄的蛋壳钻出来了，鸡蛋哥哥的蛋
壳特别厚，他还啄不破呢！

（幼儿参与画以下的部位）

（1）尖尖的小嘴已经啄破蛋壳了（动作互动：咱们一起帮小
鸡啄破蛋壳好吗）。

（2）明亮的眼睛已经看见鸡妈妈了（语言互动：小鸡圆圆的
眼睛看见鸡妈妈了。鸡蛋哥哥还在蛋壳里努力）。

（3）短短的小脚站起来了（动作、语言互动：慢慢伸，轻轻
踩，小腿小腿伸出来）。

4、鸡蛋哥哥钻出来。

（1）鸡蛋哥哥的蛋壳又大又硬，他始终没有把蛋壳打开。

（2）鸡妈妈说：宝宝，要我帮忙吗？鸡蛋哥哥说：不，我自
己钻出来！鸡蛋哥哥笃笃笃地用尖尖的小嘴啄破了坚硬的蛋
壳，睁开眼睛看看：哇！妈妈你好！大家好！（画一画嘴巴
和眼睛）鸡妈妈说：慢慢伸，轻轻踩，小腿小腿伸出来！好
勇敢的鸡蛋哥哥！（画一画腿和爪子）

三、和鸡蛋哥哥一起走

1、观察图三。鸡宝宝一天天长大，鸡妈妈说：宝宝，该自己
去捉虫了。鸡宝宝摇摇头说：不要不要，我要妈妈抱，我要
妈妈喂。只有鸡蛋哥哥说：妈妈，我要自己捉虫吃！只见他
挺起胸，勇敢地大步向前走。



2、我们都来做鸡蛋哥哥，画纸就是一片草地，鸡蛋哥哥快步
走到草地上（幼儿画一只小鸡表示鸡蛋哥哥）。

3、其他鸡宝宝也跟着鸡蛋哥哥走（幼儿添画几只小鸡）。

4、鸡蛋哥哥走到草地上会看见什么？做些什么？（教师用情
景性语言适时介入，及时给予幼儿鼓励，例如：鸡蛋哥哥看
见一块大石头，勇敢地跳过去。‘；鸡蛋哥哥看见小花、大
树时说：小花姐姐们，你们好漂亮！大树哥哥，你长得真高！
鸡蛋哥哥遇见了好朋友小兔，和小兔一起晒太阳！小鸡们说：
‘；鸡蛋哥哥，我们跟你一起去晒太阳、捉小虫。，鸡蛋哥
哥说：好呀！）

四、了不起的鸡蛋哥哥

1、出示情景画面。前面有一个小山坡，鸡妈妈正在山坡上等
着自己的宝宝呢！鸡蛋哥哥大胆地登上了山坡（在山坡背景
上贴作品，表示鸡宝宝登上山坡）

2、在音乐声中，幼儿欣赏画面，按照画面内容模仿鸡蛋哥哥
进行情景表演。

3、瞧瞧！我们都是了不起的'鸡蛋哥哥！鸡妈妈真高兴：我
的鸡宝宝真能干！

活动反思：

幼儿活动中的提问要讲究开放性。这是一种引导幼儿整体把
握所学内容的提问。问题提的好，好象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
水面，能激起幼儿思维的浪花，并有意识地为他们发现疑难，
解决疑难提供桥梁和阶梯。在教学中对幼儿进行设计问题时，
要以引导幼儿主动学习为出发点，考虑他们学习的特点，充
分理解和尊重幼儿的兴趣和爱好，让他们充分的去看、去想、
去说、去创造。这样，不但能点燃他们思维的火花，而且还



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为其终身可持续发展奠
定良好的基础。

小百科：鸡蛋又名鸡卵、鸡子，是母鸡所产的卵。其外有一
层硬壳，内则有气室、卵白及卵黄部分。

悬浮的鸡蛋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的好奇心，使幼儿情绪愉快地参加探知活动，培
养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2、引导幼儿观察、感知鸡蛋碰撞在软硬不同物体上的不同结
果。

3、帮助幼儿学习用语言讲述活动。

4、培养幼儿对科学现象进行探索的兴趣。

5、对科学活动感兴趣，能积极动手探索，寻找答案，感受探
索的乐趣。

活动准备：

盆、毛巾、海绵垫、沙堆、棉花、小石块、积木、鸡蛋等。

活动过程：

(一)激发幼儿的好奇心，让幼儿产生探知的欲望

1、出示两个盆，一个盆底垫上了软软的毛巾。桌上有什么?
两个盆一样吗?

2、出示两个鸡蛋：如果把鸡蛋丢在盆里会怎么样?请两个小



朋友上来试

3、“鸡蛋壳怎么会一个破了，一个没有破?”幼儿感知两个
盆的不同及不同的结果。

(二)幼儿动手操作、感知

1、幼儿人手一个鸡蛋，在周围环境中尝试。

2、帮助幼儿用语言讲述活动。

(三)讨论、扩展经验

1、鸡蛋丢在石头上怎么就会破了?

2、我们小朋友吃鸡蛋时怎么吃呀?

3、还有什么东西碰在硬的上面会碎呢?

教学反思：

引领幼儿再次深入地进行探索，给幼儿留出探索的余地和延
伸的空间。整个活动，给予幼儿较宽松的氛围，教师只是充
当了活动中的支持者，鼓励者，合作者，引导者，用心倾听
幼儿的表述，并及时的梳理与小结。

悬浮的鸡蛋教案篇三

生鸡蛋和熟鸡蛋从外表上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如果你一不
小心把它们混在一起了，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们区分开呢？
今天的科学课上，我们就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区分生鸡
蛋与熟鸡蛋。

课堂上，老师拿了两个鸡蛋让我们来分辨哪个是生的，哪个



是熟的？

同学们开始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有的同学说把鸡蛋拿来摇
一摇，有的同学说用手电筒照一照，还有的同学说把鸡蛋直
接打碎就知道了！老师让我们每个人都来试一试。

轮到我的时候，我拿起鸡蛋，把它握在手中，左看看，右瞧
瞧，没有发现任何的区别。我照着同学的样子，把两个鸡蛋
分别摇一摇，其中一个鸡蛋摇起来的时候里面仿佛有东西在
动一样，而另一个却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我想了一想：生鸡
蛋里面是液体，而熟鸡蛋里面是固体，所以，没有声音的应
该是熟鸡蛋。

我的同桌用了另外一个方法来区分。只见她把两个鸡蛋放在
桌子上同时旋转，有一个像陀螺一样飞快的转起来，还有一
个好像喝醉了酒似的，东倒西歪，不一会儿就停了下来。她
拿起转得快的那个鸡蛋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转得快的那个是
熟鸡蛋。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实验，它不仅教会了我区分生熟鸡蛋的方
法，还让我知道了生活中有很多小奥秘等着我们去发现！

文档为doc格式

悬浮的鸡蛋教案篇四

1、玩具：小蛋壳、小鸡、小金龟子各一只。

2、图片：《小蛋壳》故事图片；池塘、泥洞、蜂箱、蜗牛的
场景图片。

3、胸饰：青蛙、蜗牛、蜜蜂、蚂蚁若干；蛋壳、金龟子妈妈
各一个。



4、音乐：《小小蛋儿把门开》、《摇篮曲》。

悬浮的鸡蛋教案篇五

1、幼儿喜欢参与区分生蛋和熟蛋的探索活动，学习用记录纸
进行记录，并能大胆讲述自己的操作结果。

2、能够利用教师提供的材料探索蛋宝宝浮起来的方法。

3、能够创造性的利用多种材料进行操作，鼓励幼儿的大胆操
作和创新。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能用较清楚的语言讲述自己的观察和发现。

操作材料一：

1、生蛋、熟蛋数量与幼儿数相同，盘子每组两个。

2、玻璃缸或透明塑料瓶（高度40厘米）三个、手电筒若干、
暗箱（用纸盒制作，底部挖个大洞，允许幼儿将头探进去；
在一个侧边挖鸡蛋直径大小的洞，可容一个鸡蛋放进。用时
用一块厚一点的黑布遮住，达到暗箱的效果）

3、记录纸、彩笔人手一份。

操作材料二：

1、每组一个大盆，盛满水。

3、各组材料：a筷子、橡皮筋；b蛋糕叉子、泡沫板；c泡沫板、
塑料夹子、果冻盒；d木板、剪刀、泡沫纸；e雪花片、图形积
塑、积木等。



一、猜测：

1、由小鸡的出生引出活动：

师：小朋友，你们说小鸡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呢？幼儿回答。

师：那么，什么样的鸡蛋能孵出小鸡呢？

2、幼儿想办法，并进行交流。

（评价：在这一环节中幼儿能够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想出的
办法还真不少，如在桌子上转动根据转动的速度辨别、晃一
晃听声音、看鸡蛋上面的斑点。在幼儿想出办法之后教师按
照幼儿想出的办法进行验证，让孩子们看到了自己智慧的力
量。）

二、尝试

引导幼儿用教师提供的材料（操作材料一）进行尝试，找到
区分生蛋和熟蛋的方法并进行记录。

1、幼儿两两一组，用教师提供的材料进行操作，并进行记录，
如听声音画上耳朵，看斑点画上眼睛，转动画上手，用手电
筒照画上?，在水里沉浮画上水波纹，在暗箱里看画上箱子。

2、幼儿自由探索，教师巡回观察、指导。

3、展示自己的成果：

提问：你是用什么方法辨别生蛋和熟蛋的？请幼儿回答并展
示自己的记录结果。

（评价：在这个过程里孩子们的探索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特别是暗箱观看鸡蛋的体验孩子们的兴趣最高，这个方法来
自旧时农村孵小鸡的经验：为了早日区分鸡蛋能否孵出小鸡，



人们在黑暗屋子的窗户上开个小洞，让阳光一照就可以分辨
清楚，不能孵出小鸡的蛋就放到一边，不用再浪费时间了。

孩子们的记录体现了孩子自己的特点：如凯凯在尝试每一种
方法之后不仅画上图例，还画上破碎的鸡蛋；嘉涵的'绘画水
平较高，记录的图例也相当出色。）

三、帮助：

教师提出新问题：熟鸡蛋沉到水里了，请小朋友帮帮忙使熟
鸡蛋能够浮起来。引导幼儿用教师提供的材料（操作材料二）
进行操作，想出合适的办法。

1、教师介绍提供的材料：

第一组：筷子、橡皮筋：

第二组：蛋糕叉子、泡沫板：

第三组：泡沫板、塑料夹子、果冻盒；

第四组：泡沫纸、剪刀、木板；

第五组：雪花片、图形积塑、积木等。

2、幼儿分组进行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蛋宝宝浮起来。

3、教师进行指导，提醒幼儿不能争抢，要懂得合作；鼓励幼
儿的大胆创新。

4、每组由一名幼儿讲述自己组的探索情况，其他幼儿进行补
充。幼儿相互参观大家的探索结果。

（评价：幼儿的创造与合作令我不得不刮目相看，在活动中
幼儿对遇到的困难能积极的想办法，不气馁，不妥协。如用



筷子组的幼儿在多次尝试失败的情况下仍不断变换自己的思
维，最终将筷子做成了竹筏的样子，使得鸡蛋能浮在水面上。
用雪花片的幼儿由于雪花片的透水性孩子们还真是动了一番
脑筋，将雪花片做成了大大的花篮，再将鸡蛋放到上面做成
了孩子们眼中的鸡蛋船。）

孩子们对活动的探索总是停不下脚步，在使蛋宝宝浮起来的
探索活动中孩子们非常投入不想让大家打扰，他们的思维总
是在活跃中，“在操作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这样的理
念在贯穿我们的整个幼教活动，孩子们在这样的氛围里轻松
快乐的成长！

悬浮的鸡蛋教案篇六

通过和家长共同编织网袋、装饰蛋、和同伴碰蛋、剥蛋比赛
中加深对中国传统节日“立夏节”的认识和了解。

准备带三个蛋宝宝来幼儿园：

一个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制作的“创意蛋宝宝”。

第二个熟的蛋放在与家人一起编制网袋里，进行宝宝一日护
蛋活动；

第三个熟的蛋宝宝是准备要与同伴碰蛋用的（尽量挑选硬的
蛋宝宝）。

教师准备：有关立夏节的知识，给幼儿的奖状和奖品表示鼓
励。

活动一：《创意蛋宝宝》

活动时间：5月4日—5月6日



活动目标：能用剪、贴、粘等多种手段，进行蛋宝宝创意活
动，让孩子发现生活中的各种美。

活动二：《我是蛋宝宝的妈妈（爸爸）》

活动时间：5月 6日一日活动

活动目标：能带着自己的蛋宝宝游戏、活动、吃饭和睡觉，
并有意识地、轻轻地保护自己的蛋宝宝，不让蛋宝宝磕了、
碎了，体验爸爸妈妈带宝宝的辛劳。

活动三：《班级集体活动----在幼儿园过立夏》

悬浮的鸡蛋教案篇七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能够认识生字15个，能够熟练的读课文。

能力目标：提高用多种方法识字的能力。

情感目标：

培养学生认真观察事物的习惯。善于与人合作的态度，培养
学生的问题意识。

教学重难点：会认读本课的生字，能熟练地读课文。

教学措施：

1、引导学生采用多种形式读熟课文。

2、充分发挥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的优势学习生字，采用灵活
多样的检测方法，巩固生字。



教学策略：

1、充分发挥小组学习的优势，熟读课文，认识本课生字，并
在小组交流中找出好办法。

2、在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学生与文本、教师语文本的
对话中畅谈自己所知道的；在师生、生生相互交流中读懂课
文。

教学准备：生字卡片。

教学过程：

你愿意画画吗？会画什么？会画鸡蛋吗？这届课我们学习著
名画家达芬奇小时候画鸡蛋的故事。

1、导入新课板书课题：画鸡蛋

2、学生读课题。

1、让学生自读课文，划出自己不认识的字，并 根据上下文
猜猜、或读拼音或问别人解决生字。

2、教师范读课文，让学生注意生字地读音。（让学生来评价
老师，说出优点和不足）

3、让学生再读课文，注意把字音读准。

4、同桌互读。（想互评价）

5、分组读，在组内展开朗读竞赛。

6、指名读课文，学生评价。

7、了解认识生字的情况。



（1）出示生字卡片，让学生认读。

（2）用生字组成词语，说出课文有关生字的句子。

（3）用“简单”、“容易”、“观察”、“练习”造句。

（4）做猜自游戏，巩固生字。

1、开始，达芬奇觉得画鸡蛋怎样？

2、老师是怎样对达芬奇说的？

3、从老师的话中，你知道怎样才能把鸡蛋画好？

板书设计：

画鸡蛋

蛋 利 达 简 单 别 容 易

相 同 度 观 察 练 习

简单 容易 观察 练习

教后反思：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够正确规范地书写8个生字，掌握写字笔顺规则。

能力目标：能够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



情感目标：

懂得怎样做才是认真观察，不仅学到观察事物的方法，还要
培养学生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认真。

教学重点、难点：会写8个生字，指导学生朗读课文。

教学措施：

1、通过自主合作交流，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识字、写字，
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写好字的本领。

2、组织学生交流自己的写字方法，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教学策略：

1、通过让学生反复读课文，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

2、采用学生先试写生字，在小组交流，最后教师纠正的方式，
教学生正确书写生字，教师随时纠正学生的写字姿势。

教学准备：生字卡片、田字格小黑板。

教学过程：

1、出示生字卡片，让学生认读组成词语。

2、指名读课文，（学生评议）

1、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分组讨论。

（1）老师对达芬奇说的话找出来读一读。

（2）说一说，老师为什么总让达芬奇画鸡蛋？



（3）说说学习这篇课文后你懂得了什么？

2、各组汇报讨论情况。

3、师生总结：做什么事都要认真。

1、小组合作认读8个生。

2、先让学生能写自己喜欢的字。

3、小组交流讨论生字的写法。

4、指导书写“非”、“练”的写法。（可先示范，让学生说
说这两个字的笔顺。）

5、学生书写练习，是巡视指导，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悬浮的鸡蛋教案篇八

1．学习课文中人物的对话，感受人物的不同心理和情感。能
分角色朗读课文，表演课文片断。

2．理解课文中哥伦布说的“即使是简单的事也需要有人去发
现，去证实。站在后面指手划脚是无用的，关键在于创
先。”这句话的含义。

3．懂得敢于创先、勇于实践，才能取得成功的道理。

：教学活动始终贯穿朗读训练，读出不同人物的语气，体会
人物的情感。

1、出示课题：19哥伦布竖立鸡蛋

2、质疑



（1）哥伦布是谁？（板：哥伦布）

（2）他怎么竖立鸡蛋？（板：竖立鸡蛋）为什么要竖立鸡蛋？
结果如何？

1、学习字词：忌妒（嫉妒）、抹煞、宴会、挑衅（挑选）、
磕

2、交流哥伦布的生平（板：发现新大陆）。

3、师：哥伦布是16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探险家和航海家，他曾
经历过数次出海航行的失败，后来终于获得了成功，首次横
渡大西洋，同时还发现了当时无人知晓的美洲新大陆。这一
事迹成为历史上的壮举，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但在当时，
一些达官贵人（板：达官贵人）非常嫉妒，他们千方百计抹
煞哥伦布的伟大创举。

问：什么叫达官贵人？（上层社会有身份有官职的人）

4、哥伦布怎么竖立鸡蛋呢？默读课文，找出文中写竖立鸡蛋
这件事的几个小节。（5～7）

5、指名读5～7节，思考：哥伦布、达官贵人分别去竖立鸡蛋，
结果如何？

板：

6、跟老师配合读读这部分内容：5——7节

再读，想想用什么语气读？

师读旁白，生读语言。

7、你认为竖立鸡蛋简不简单？为什么？



（简单——只要磕破了一点鸡蛋的尖头就可以竖立了。

不简单——关键要想到这个方法。）

8、师：是啊！只要想到磕破鸡蛋尖头这个方法，其实人人都
能做到竖立鸡蛋这件事，这真是一件简单的事。（板：简单）

板：

9、哥伦布为什么让自己和达官贵人做竖立鸡蛋这样简单的事？
默读课文找答案。

10、师：答案在哪里？（1—4节）

11、自读1—4节，完成填空（用自己的话概括）——小组交
流

出示：因为，所以哥伦布要和达官贵人做竖立鸡蛋这样简单
的事。

12、交流填空。

13、师边述边板：因为哥伦布历经千辛万苦，创先（板：创
先）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一事迹成为了历史上的壮举，而
达官贵人却非常忌妒（板：忌妒），攻击（板：攻击）哥伦
布，说这是一件简单的事，连傻子也做得到，所以哥伦布要
和达官贵人做竖立鸡蛋这样简单的事。

板：

14、这部分内容也是用对话的形式来写的，自读，体会语气。

指名交流，指名读。

师读旁白，生读语言。



齐读1——7节。

15．达官贵人认为发现新大陆很简单，所以哥伦布就让他们
做简单的竖立鸡蛋试验，结果他们做不到。哥伦布为什么要
用竖立鸡蛋这个方法来反击达官贵人的攻击呢？（板：以其
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板：

16、师：做任何事情，即使是简单的事也需要有人去发现，
去证实。站在后面指手画脚是无用的，关键在于创先。

出示：即使是简单的事也需要有人去发现，去证实。站在后
面指手画脚是无用的，关键在于创先。

读好。

17、发现新大陆到底简单不简单？下面来读一段话。

出示：为了横越大西洋，哥伦布精心筹划了18年。他受尽了
别人的嘲笑和奚落，被认为是愚蠢的梦想家。经过无数次的
辩论和游说，他的真诚和信念感动了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他
们给了哥伦布远航的船只。哥伦布终于成功地渡过大西洋，
并发现了美洲大陆。

师：简单不简单？

师：想像一下，哥伦布当时碰到的困难和艰辛。

师：所以发现新大陆是不简单的。（板：不简单）

1、一个小小的鸡蛋，让达官贵人哑口无言，也使我们明白了
一个道理，让我们记住这个道理，再一次读句。

2、齐读第9节。



3、听了哥伦布的话，达官贵人会怎么样？

4、哥伦布善于发现、勇于实践，关键是还敢于创先，所以他
能创造奇迹。其实任何一个获得成功的人都是从平凡的小事
中去发现、去思考、去实践，最终做出不平凡的壮举的'。

《哥伦布竖立鸡蛋》教后感

本课讲述了哥伦布巧用竖立鸡蛋的方法驳斥了那些嫉妒者对
他的挑衅和攻击，他以事实向他们证实了：即使是最简单的
事也需要有人去发现和证实。他的成功，关键在于创先。

我从课题入手，让学生质疑，并归纳为三个问题：

（1）哥伦布怎样竖立鸡蛋？

（2）哥伦布为什么要竖立鸡蛋？

（3）结果如何？按照这三个问题，我把教学分为三个块面，
层层深入，帮助学生理解中心。

下面谈谈教学后的几点收获：

一、教学中扎实训练朗读是关键。

在教学活动中我始终贯穿朗读训练，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文
中不同人物的对话，读出语气，体会人物情感。

我先让学生自读中感悟，再让学生交流，交流后再悟再读，
把朗读推向一个更高更实的层次。

二、教学环节步步紧扣中心，学生思维空间大。

在教学第一个块面“怎样竖立鸡蛋”时，我让学生通过找句、
读句、思考、讨论，最后得出结果“只要想到磕破鸡蛋尖头



这个方法，其实人人都能做到竖立鸡蛋这件事，这真是一件
简单的事。”

在教学第二个块面“为什么竖立鸡蛋”时，我设计一个因果
关系的填空题，引导学生概括段意，最终通过交流和朗读明
确了做竖立鸡蛋这件事的原因。

第三块面老师以看似矛盾实则揭示中心的问题“达官贵人认
为发现新大陆很简单，所以哥伦布就让他们做简单的竖立鸡
蛋试验，结果他们做不到。哥伦布为什么要用竖立鸡蛋这个
方法来反击达官贵人的攻击呢？”来引导学生思考，并最终
得出中心：即使是简单的事也需要有人去发现，去证实。站
在后面指手画脚是无用的，关键在于创先。

三、设置情景，想像说话，提高了学生说写能力。

由于老师在提问中加入了引导性的语言，学生有了一定的思
考途径，就能在说话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观点，提高自己的表
达能力。

悬浮的鸡蛋教案篇九

1、边出示动物形象边听教师讲述故事《鸡妈妈和她的宝宝》。

2、鸡妈妈为什么伤心？（她生下的宝宝没有小手小脚，不会
叫妈妈）

3、后来鸡妈妈还伤心吗？为什么？

二、探索鸡蛋里的秘密

1、鸡蛋真神奇，它的里面会钻出小鸡，我们来看看它的秘密
吧。



2、幼儿人手一只蛋，摸摸看看，感觉蛋的外形。

3、幼儿分小组观察打开的蛋。

4、黄黄的、白白的各是什么？

5、引导幼儿用光溜溜、圆圆的、白的、黄的等词语描述鸡蛋
的特征。

三、小鸡出壳

1、请幼儿扮演蹲在蛋壳（呼啦圈）里尚未孵出来的小鸡。

2、教师边描述情景，边带领幼儿表演小鸡出壳时的情形。

3、根据幼儿兴趣，可重复模仿小鸡出壳的过程。

四、活动结束。

五、延伸：有这么多小鸡宝宝出生了，妈妈真高兴，妈妈带
你们到草地上去玩吧！

悬浮的鸡蛋教案篇十

一、创设情景。

幼儿听音乐进实验室，看到各种试验材料，激发幼儿的制作
欲望。

二、幼儿尝试

（一）教师提出尝试题：把这些物体放入水中，你会发现什
么？

1、幼儿尝试



2、得出结论：有的物体漂（浮）在水面上，有的物体落（沉）
入水底。

3、教师总结（演示课件）：象乒乓球、积木、空瓶子在水中
的现象叫做浮，象钥匙、橡皮泥、小石头、钉子在水中的现
象叫做沉。

（二）教师提出尝试题：如果用向上的箭头表示浮，用向下
的箭头表示沉。这些实验材料该用什么符号表示呢？（纸、
梳子、牙刷、电池、铅笔、橡皮）。

各组幼儿进行尝试猜测，并在纸上画好对每一种材料沉或浮
的猜测结果。

教师总结（演示课件），验证幼儿猜测的正确与否。对不同
意见（如同一种物体，有的幼儿认为沉，有的幼儿认为浮）
通过实验，统一认识。

（三）教师提出尝试题：怎样让浮的物体沉下去？让沉的物
体浮上来？

1、幼儿尝试

2、得出结论：往空瓶里装水，把铅笔拴在石头上。可以让浮
在水面的空瓶子和积木沉下去；把橡皮泥捏成小船，把钉子
放在积木上，可以让沉入水底的橡皮泥和钉子浮上来。

3、教师鼓励幼儿尝试不同的材料和方法。

（四）教师提出尝试题：

幼儿尝试回答：往树洞里灌水球就浮上来了。

教师演示课件



2、有一堆掺有麦糠的小麦，怎样尽快的把麦糠和麦粒分开？

幼儿尝试回答：把它们放入水中，浮在上面的是麦糠，沉入
水底的是麦粒。

教师演示课件，

（五）教师提出尝试题：沉与浮在我们的生产、生活有哪些
应用？

幼儿尝试回答：救生圈的应用、淘米做饭时的应用以及在轮
船、潜水艇上的应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