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气球的科学活动教案中班 中班科学
活动瓶中吹气球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气球的科学活动教案中班篇一

活动目标：

1、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判断物体软或硬的属性，并进行分类。

2、能用合适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发现和感受。

活动准备：

1、贴有小山羊、小绵羊图片的箱子各一个，箱子内各放有三
种软的和硬的物品。

2、软和硬的物品若干。

3、幼儿用书第4册封二。

活动过程：

一、箱子里的小秘密。

1、触摸箱子里的物品，判断软硬。

小羊们接到一个任务，让他们把村里的物品分分类，怎么分
呢？秘密在箱子里。（教师出示摸箱，设置悬念。）



你们摸到了什么，它们摸上去分别是怎么样的?（教师先请3
名幼儿摸摸小山羊箱子里的物品，箱子里分别是石头、木头、
铁盒子。）

小山羊的箱子里都是硬宝贝，小绵羊箱子里的物品正好相

反，它们会是什么?（幼儿猜测，请幼儿摸摸箱子里的物品，

验证是否是软宝贝。)

二、软硬宝贝找家。

1、根据物品的软硬特征进行分类。

一请你帮小山羊找到硬宝贝，帮小绵羊找到软宝贝，分别放
在

桌子上。（幼儿通过各种途径感知物体的软硬，并进行分类。
)

2、幼儿相互检验。

村长请小朋友帮忙检查，硬宝贝和软宝贝找对家了吗？

三、软硬我知道。

1、交流用不同方法判断软硬。

我们用什么方法知道这件东西是硬宝贝还是软宝贝呢?（幼儿
交流判断物体软硬的方法，如硬宝贝捏不动、压不扁、戳不
进，软宝贝能捏扁、压变形、一戳就有个洞。）

四、寻找软宝贝、硬宝贝。

1、幼儿寻找活动室内外的软宝贝、硬宝贝。



请你找一找，活动室里还有哪些东西是软宝贝，哪些是硬宝
贝?（幼儿与同伴一起寻找、分类、交流，结束活动。）

气球的科学活动教案中班篇二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对身边的事物和现象主动探究的愿望，并从中体
验快乐。

2、通过观察、实验等活动，让幼儿感受气球里的空气往外排
出时会产生反作用力，探索吸管的不同与气球速度的关系。

3、学习做气球船，提高幼儿用透明胶固定气球和吸管的能力。

活动准备：

小河，吹好的气球一个，气球若干，剪刀，透明胶和吸管，
毛巾。

活动过程：

1、小实验“气球船”。

小朋友们看一看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气球）

这些气球有什么不一样吗？

今天老师想用这些气球小实验，看看他们在水里会有什么现
象发生。

2、讨论幼儿观察的现象，教师总结。

小朋友刚刚看到了什么？



3、幼儿尝试做气球船，教师给与引导和支持。

教师边示范边讲解气球船的制作方法。

老师今天为你们准备了气球、吸管、透明胶、剪刀和毛巾。
现在请小朋友上桌做一个漂亮的气球船放到小河里试一试。

教师个别指导幼儿用胶带和放到水中引导幼儿观察速度不同。

刚才老师做的气球船时小朋友发现了气球船有吸管排气才能
在水上行驶，现在小朋友仔细观察水池中你做的气球船和别
人的气球船有什么不同。（气球船的速度为什么不一样呢？）

小朋友说的真好，吸管粗的跑得快，细的跑得慢。

老师想考考你们，你们说为什么气球插上吸管排气时就能在
水中行驶呢？

老师带来了一段录像，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4、放录像，师幼共同寻找“气球船”的原理。

刚才我们看了录像了，谁告诉我你看到火箭是怎样升空的？

是靠向后排出气体才向前运动的。

小朋友现在想一想我们的气球船为什么能在水里行驶呢？

老师告诉你们，这两种现象是一个道理叫“动量守恒”。

5、小结：师幼共同尝试做气球火箭。

气球的科学活动教案中班篇三

活动目标：



1、通过观察、感知、探究，知道气球鼓起来的原因是有空气
的存在，并发现气球中的空气向外排出时会产生作用力使气
球向反方向跑。

2、初步感知空气流动量大小与速度快慢之间的关系。

3、体验探索发现活动中快乐的情绪。

活动准备：

气球人手一个，记录纸、笔人手一份；水池。

活动过程：

一、吹气球，了解气球鼓起来的原因。

1、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什么呀？谁会吹气球呀？请一
幼儿吹气球。并鼓励幼儿。

2、提问：这个气球和刚才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气球
会变大？气球中充满了什么？

由提问回答让幼儿了解原来气球中充满了空气，气球就鼓起
来了。

二、猜测尝试：气球松开手后会怎么样?

1、提问：如果现在老师把这个鼓起来的气球松开手，它会怎
么样？引导幼儿猜测。

2、给他们每人准备了一个气球，由幼儿自己尝试，把气球吹
大，然后松开手，气球怎么样了？（幼儿自由探索，教师引
导并个别交流。）

由提问回答引起幼儿实验的兴趣。



三、再次操作并记录。

1、由幼儿实验并提出要求：你的气球是怎么放的，它是朝那
里飞的？老师还给你们准备了记录纸，我们把每一次发现都
要记下来。（幼儿多次探索、发现。）

2、幼儿自愿主动来说说他的记录。幼儿上台介绍自己的实验
情况。

教师演示后把实验记录下来，并进行小结板书。

四、猜测并操作气球放在水中的情况。

1、提问：如果我把吹鼓的气球放在水里，气球会怎么样呢？

2、幼儿进行实验并提个要求：可以两个人来比赛，看谁的气
球跑的快。

3、由比赛结果提问：你跟谁比赛的'，谁的气球跑的快，谁
跑的慢，为什么？

延伸活动

幼儿活动后自己设计制作会跑的气球玩具。

将幼儿自己动手设计的东西画在纸上并贴在气球上。幼儿分
享自己的劳动成果。

（画上鱼、小鸟、小金鱼、飞机、船、贝壳、鸭子……）

反思及评价：

1教师在活动中积极鼓励幼儿猜想、尝试、探究，同时，在探
究中提出问题，有利于引起幼儿对实验的兴趣。



2教师并没有对幼儿猜想的结果进行直接评价。而是让幼儿自
己探索验证，从而获得知识的体验。

3在活动中，幼儿自主性强，每个环节都能激发幼儿的兴趣，
使幼儿获得快乐，满足幼儿的表达欲。

建议：

1.气球卫生问题，建议采用专业器材打气。

2.在实践的过程中，幼儿的记录结果可让幼儿在课后进行同
伴间交流。

气球的科学活动教案中班篇四

活动目标：

1、了解一些小动物保护自己的方法。

2、激发幼儿爱好动物，珍惜生命的情感。

3、能积极地与同伴交流自己的发现，激发进一步探索事物变
化的愿望。

4、充分体验“科学就在身边”，产生在生活中发现、探索和
交流的兴趣。

5、培养探索自然的兴趣。

活动准备：

1、教师根据幼儿用书内容自编故事。

2、幼儿用书，教学挂图。



活动过程：

1、故事导入，激发幼儿兴趣

——教师：今天老师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请小朋友动动脑筋，
看能不能想办法帮帮小动物。

教师总结：其实小动物都很聪明，它们都有保护自己的方法

2、引导幼儿看挂图，了解一些小动物保护自己的方法

——教师：这是谁？变色龙遇到危险会怎样保护自己？为什
么这种方法能保护它呢？

3、结合幼儿生活经验，说说保护自己的方法

活动反思：

《纲要》中提出：“教育内容的选择既要适合幼儿的现有水
平，又有一定的挑战性；既要符合幼儿的现实需要，又有利
于其长远发展；既要贴近幼儿的生活来选择幼儿感兴趣的事
物和问题，又有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和视野”的精神。我想
通过这次活动，让幼儿不仅能够了解动物的自我保护方法，
也能体会到我们应该善待人类的好朋友——动物。

气球的科学活动教案中班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观察图片和视频，了解猪的身体结构和特点。

2、了解猪与人们的关系，初步形成“家畜”的概念。

活动准备：养猪场视频，猪的图片，猪的用途的各种图片。



活动过程：

一、猜谜语

耳朵大，眼睛小

身子胖，鼻子翘

一天到晚睡大觉

它的身体都是宝。

答案：猪

二．观看视频，交流关于猪的知识。

1、你见过大肥猪吗？在哪里见过？老师今天就带大家看看养
猪场里的大肥猪。（播放视频）

2、猪长什么样子呀？

3、教师带领幼儿边讲述边学猪的动作（从上到下）：猪有大
大的耳朵，小小的眼睛，翘翘的鼻子，鼻子上还有两个鼻孔，
一张大嘴巴，肥肥的身体，壮壮的四只腿，全身长满毛。

三．初步形成“家畜”的概念。

1、刚才视频里的猪都在干什么呀？（自由讨论后，老师出示
图片：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喝奶，有的在吃草），他们住在
猪圈里可开心咯，都养的胖胖的。

2、那还有哪些动物也是住在家里，不住在动物园呀？（鸡，
鸭……）

3、这些养在家里的小动物还有一个名字，叫“家畜”。



四、探讨猪与人们的关系

1、你知道家里养的这些猪有什么用？

2、我们来个知识大比拼，看谁知道的多：

猪肉有什么用？（做猪肉脯，火腿肠，香肠）

猪皮有什么用？（做皮包，皮夹，皮衣，皮鞋等）

猪毛有什么用？（做猪毛刷子）

猪粪有什么用？（做肥料）幼儿要是答不出，教师传授知识，
猪粪可以让庄稼蔬菜长的更好）。

五、小结

原来猪有这么多用途，那么小朋友还讨厌猪吗？虽然猪脏脏
的臭臭的，可它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都要喜欢他。等中午
散步的时候，老师带你们去看看我们幼儿园饲养的大肥猪，
去和它做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