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科学实验教案中班 幼儿园科
学实验教案(精选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
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
了解一下吧。

幼儿园科学实验教案中班篇一

1、通过实验、观察能分辨水果的果皮和果汁是不一样的。

2、在活动中会边实验边记录，并将同类的水果归类，养成细
心观察的好习惯。

3、活动中体验到成功的快乐和帮助别人的快乐。

4、在交流活动中能注意倾听并尊重同伴的讲话。

5、对水果有浓厚的兴趣，热爱生活乐于探索。

【教学重点、难点】

活动中主要让幼儿通过自身的实验活动得出问题的结论，同
时体验到帮助别人的快乐。

【活动准备】

1、柿子、西瓜、橙子、草莓、葡萄。

2、各种水果图片、颜色标记。

3、人手一份操作卡片（上面有一些水果的图片）、白布、水



彩笔、勺子。

【活动过程】

一、做律动，出示一封信，引起幼儿的实验兴趣。

1.律动

出发了…….。

朋友们红果果。绿泡泡让我们帮什么忙呀？

样的吗？

4、讨论：水果的果汁到底是什么颜色的？与果皮是否一样？

吃东西时一定要洗手，一定要注意卫生。

二、幼儿实验了解各种水果的果汁颜色，

，一样一样来做实验，得出结果填到记录表上。在用彩笔时
一定注意安全，不要乱往小朋友身上花啊！

1、幼儿一边实验一边将实验结果记录下来，教师巡回辅导，
帮助能力差的幼儿实验记录。

2、请组长来讲述你们组的实验记录表。师：提示幼儿说完整
话。幼：我们组统一结果是……。

3、对有争议的实验结果，教师实验得出正确结果。

三、幼儿将水果归类。

的呢？哪些和果皮颜色不一样呢？将果汁与果皮颜色一样的
水果卡片放到一起，不一样的放到一起。



1、将水果卡片归类。

2、幼儿讲述实验结果。3.教师小结幼儿的操作结果，表扬鼓
励。

四、给红果果。绿泡泡回信，体验帮助别人的快乐。

果汁不一样颜色的回一个信里。自己在信封上画上你们组的
标志。

教师小结幼儿的操作结果，表扬鼓励。

1、出好的实验记录表，叠好放进信封。

2、将归类好的水果卡片分别包好，写上说明装入信封。

人，你们高兴吗？我么来自己鼓励一下自己吧。嘿嘿！我真
棒！嘿嘿！我最棒。

五、延伸活动：

自己动手榨果汁，一起品尝果汁。

说说果汁的味道！好喝不！

活动反思：

首先从学生的兴趣着手先运用多媒体展示一些水果的图片，
让学生的思想很快的走进水果这个主题。然后结合实际生活
引导学生积极踊跃的展开交流讨论。课上我只起主导作用，
把大量时间留给学生，让他们充分表现自己。孩子们的想象
力是丰富多采的。他们都给自己的小组起了有趣的水果名字。
其中"火龙果"小组自告奋勇，向大家展示了他们学到的关于
水果的色、香、味方面的知识。其他的小组也不甘示弱，分
别从水果的营养、保健，水果的生长地域，水果与生活的联



系，水果图片、手抄报、水果的广告语等方面以讨论、游戏、
交流等多种形式生动活泼的展示了水果的知识，课堂上学生
自主学习、自主探究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最后他们自己
动手制作水果拼盘，把课堂气氛推向高潮。这堂综合实践课
上的比较成功，我在教学中尊重学生的独立性，整个教学过
程贯穿了学生自主性的活动，活动成为主要学习形式和教学
载体。这次实践活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学生通过自主探究
学习的过程，不但学到了知识，学会了真诚的与人沟通，锻
炼了动手操作能力，增强了小组合作的精神，增进了对社会
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学会了总结、实践、研究问题的学习方
法。

这堂课从主题的确立、研究方案的制定、各小组进行深入探
究、到研究成果总结汇报、学习的收获，整个实践过程中，
我和我的学生们走过了一段快乐的、新奇的、兴奋的路程。
我亲眼目睹了，这些孩子们在初试综合实践活动的自信；在
制定研究方案时的茫然；在每一次的研究和讨论时的专注与
激动；在交流汇报时的那份严谨与睿智。同时我也深深的感
到在研究活动中孩子们离不开我的陪伴，他们需要鼓励和赞
赏，他们更需要我的引导和帮助。活动中我以平等的态度与
学生探讨、研究，在共同的活动过程中开阔了师生的眼界，
发散了思维，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幼儿园科学实验教案中班篇二

水宝宝粘合剂

（一）认知目标：了解水的附着力。

（二）技能目标：

1、通过幼儿对物品的触摸，锻炼幼儿的感知能力。

2、通过幼儿对图形的拼摆，激发幼儿的创造力。



为什么水可以把两个物体黏在一起；探索路径：教师出示两
组纸，一组干的，一组湿的，问哪一组可以黏在一起，为什
么？兴趣点：用水把两种物体黏在一起的过程，幼儿自己操
作。重点：了解水的附着力；难点：幼儿自己动手是害怕两
种物体粘不到一起。

（一）幼儿材料：泡沫底板、泡沫积木、器皿

（一）实验导入

1、出示两组纸，一组干的，一组湿的。看看谁会黏在一起，
问什么？

2、教师过渡语：小朋友，这是为什么呢？水有什么神奇的力
量呢？

教师小结：不同的物品相互粘在一起，是附着力在起作用，
水能把其它物品粘在一起，是分子与分子之间相互吸引。

3、教师：那我们做一个实验看看水的附着力有多么的'神奇。

（二）活动进行中

1、材料探索：出示各种材料，说说都是什么，再说材料与材
料之间的关系。

2、幼儿自由探索，教师指导幼儿操作

活动一：看看水可不可以把泡沫粘到泡沫板上。

活动二：大家一起来比赛，老师说几个图形看看谁可以最快
拼出来。

3、总结：不同的。物品相互粘在一起，是附着力在起作用，
水能把其它物品粘在一起，是分子与分子之间相互吸引。



（三）互动课堂

下面哪组纸能粘在一起？将相应的(方框)涂上颜色。

（四）教师与幼儿一起总结，教师提问并进行作品展评

1、总结：不同的物品相互粘在一起，是附着力在起作用，水
能把其它物品粘在一起，是分子与分子之间相互吸引。

2、提问：书中科学知多少部分、作品展评。

3、说一说还有哪些东西可以用水粘贴在平面上。

4、上节课家庭实验室活动内容，与父母一起寻找哪些东西可
以浮起来，哪些些东西会沉下去，将结果与其他幼儿分享。

（五）总结延伸

1、小朋友回家找一找还有那些物品可以利用水的附着力粘贴
在光滑的平面。

2、这些物品可以粘贴在哪里？（例如：墙上、玻璃上、桌子
上）

（六）撕页、成品、袋子带回家。

幼儿园科学实验教案中班篇三

内容与要求：

1、尝试运用”先目测一部分，再接着数完全部"的数数方法，
进行7以内的数数。

2、知道瓢虫有益虫和害虫的区别。



环境与材料：

《寻找七星瓢虫》课件、自制瓢虫

活动过程：

一、引出七星瓢虫师：哎呀，大树妈妈怎么了哭了呀？

幼：她身上有好多小虫子……师：大树妈妈身上的小虫子咬
的她好疼呀，我们快点请小瓢虫来给大树妈妈治病吧！

幼：身上的点点数不同。

二、寻找七星瓢虫师：

请你们找一找，哪个才是七星瓢虫呢？你是怎么知道？（出
示ppt图片）ppt上出示三只瓢虫，第一只五星瓢虫，第二只六
星瓢虫，第三只七星瓢虫。

幼：xxx师：能告诉我你是用什么方法数的吗？

（再出示一张ppt，共3只瓢虫，中间一只为七星瓢虫，请幼儿
尝试）

三、游戏：帮助大树妈妈找到七星瓢虫师：哎呀，大树妈妈
实在疼的难受，让我们快点帮她寻找一些七星瓢虫，请小朋
友们用接力赛的方式找出七星瓢虫，每个人找一只七星瓢虫，
找到后放到大树妈妈身上，回去后拍一下下一位小朋友，下
一位小朋友再上来找，比比哪队找得最快最准确。别忘了，
只有七星瓢虫才是益虫才能治病，别的可都是害虫哦。

观察要点：

1、观察幼儿在游戏中是否能够运用目测数群的方法进行数数。



2、观察幼儿是否有一定的合作意识。

师：我们两组用了非常快的速度找出了七星瓢虫，都对了吗？
看看，七星瓢虫是不是把大树妈妈的病治好了（出示一张大
树妈妈在笑的图片）师：大树妈妈笑了，她非常感谢我们中2
班的小朋友帮助她治病，现在，快让我们把数数的新方法教
给其他小朋友吧。

幼儿园科学实验教案中班篇四

活动目标

1、简单了解折射现象中光路是可逆的。

2、通过实验，培养幼儿的科学探索兴趣。

活动准备

1、课件-图示：光的折射

2、科学发现室光学区域

活动指导

1、教师同幼儿讨论什么光是怎样形

讨论后让幼儿知道，当物质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我们就看到
的热物质的发光。如：火光、烛光、白炽灯的灯光，以及前
述钢铁、玻璃、石头等烧红时的发光。

2、问题:光沿直线传播，生活中有什么常见例子给幼儿讲解：



第一，利用光的直线传播----三点一直线，在射击、射箭运
动中发挥关键作用；第二，由光的直线传播，再加上人的双
眼效应，可判断物体的.位置。

第三，木匠用刨刨一木条，刨了二下就要检查刨得直不直，
他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利用光的直线传播，用眼睛从木条的一
端沿木条看它是不直的。

第四，队伍对齐：”向右看齐！“

3、幼儿在光学区域自由探索、发现光的折射。

（1）课件演示：光的折射

通过观看课件演示，让幼儿对光的折射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2）实验：把筷子插到水里发现筷子在空气中和水中拐了个
弯的原因。（空气和水就是两种不同的介质）

（3）指导幼儿在光学区域，积极尝试运用各种材料进行实验，

在操作中初步感受和了解光的折射。

幼儿园科学实验教案中班篇五

1、通过实验，探究几种物体转动的动力来源，并进行分类。

2、学习制作旋转玩具，激发探索物体转动的奥秘。

1、照片江西“南昌之星”摩天轮，电扇，风车，呼啦圈。

2、彩色皱纹纸、木棍、胶带、剪刀、白纸、水彩笔、纸杯。

3、幼儿用书、练习册。



一、观看幼儿用书上的南昌摩天轮并提问。

1、这是在哪儿？

2、谁坐过？你有什么感觉？

3、我们用手来模仿它是怎样转的。

二、启发幼儿说说生活中还有哪些东西也会转动。

1、生活中，你还见过哪些东西也会转动呢？

2、完成练习册。

三、将幼儿分组，从电扇、风车、呼啦圈中选一样物体，各
自想办法让它们转起来。

1、每组小朋友一起想办法吧你们选出的物体转动起来吧。

2、请你们说说是什么力量让它们转动起来的？

3、小结：电扇是靠电力、风车是靠风力的力量、呼啦圈是靠
身体的摆动力量转动起来的。

四、学习制作旋转马车。

1、引导幼儿看幼儿用书，了解旋转马车的制作步骤。

2、介绍材料，提出要求。

3、幼儿制作，教师个别指导。

教师让幼儿自由操作、自主发现，放手给幼儿更广阔的空间，
他们就会有成人意想不到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