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科学活动不倒翁教案 大班科学
可爱的不倒翁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既然教
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
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大班科学活动不倒翁教案篇一

、不倒翁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一种玩具，但它里面蕴含着力
的平衡的科学道理。怎样让孩子发现这些科学现象，并理解
加以运用了呢?在这次活动中，我们为孩子准备了许多材料让
孩子们通过自己动手操作，体验，发现，探索其中的奥秘，
并制作各种各样的不倒翁。

1、感知不倒翁的秘密，制作不倒翁的玩具。

2、激发探究，体验物体平衡现象的兴趣。

3、提高观察比较，动手操作的能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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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发展合作探究与用符号记录实验结果的能力。

1、布置场景-"玩具城"。

2、幼儿操作材料：纸片，玻璃球，豆粒，沙子。塑料球，橡
皮泥。

1、导入主题。以到"神秘的玩具城"去玩的形式引人主题。



2、让幼儿自由探索。

(1)师：你们玩时可要仔细的看一看，比一比，摇一摇，看看
发现了什么?-倒和不倒。

(2)教师让幼儿自由玩。

(3)提问:你们是怎样玩的?发现了什么/这些玩具有什么不同
的地方?

3、让幼儿从中发现玩具有的不会倒，有的会倒，而且这些玩
具的底部都是半球体的。

4、尝试制作不倒玩具。幼儿交流、体验不倒翁不倒的秘密:
上轻下重，固定底部物体。

5、演示对比实验。引导幼儿发现：不倒翁里面装有不同轻重
的物体，重的东西滚到哪边玩具就倒向重的那一边。把橡皮
泥放在玩具的中间，玩具就不倒了，不倒翁就做成了。

6、幼儿完成制作，自由的玩一玩，体验乐趣和成就感。

在本次活动中，幼儿有着强烈的探索兴趣，在实践活动中幼
儿始终动手操作着、思考着、比较着、交流着自己的制作经
验。并在自己一次次的实验中发现了不倒翁的秘密及制作不
倒翁的发法，通过自己的制作经验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

大班科学活动不倒翁教案篇二

设计意图：

不倒翁是孩子们比较熟悉的或容易见到的玩具，它们可能曾
一次次地被扳倒可又一次次摇摆着立起，逗得孩子们乐个不
停，他们只觉得好玩，有意思，对于不倒玩具扳不倒的原因，



它们还未曾想过。在这次活动中，就是通过一组研究不倒玩
具不倒秘密的对比实验，找出不倒翁不倒的秘密。《不倒翁》
本次活动需要蛋壳来制作不倒翁，所以在活动前请要请小朋
友收集蛋壳，而且蛋壳开口要在小的一面，还要洗干净。主
要活动环节为：一欣赏课件，激发对不倒翁的兴趣。二讨论
制作不倒翁的方法。三发挥自己的创意，尝试制作并运用各
种材料进行装饰。

活动目标：

1、发挥自己的创意尝试制作不倒翁，并运用各种材料进行装
饰。

2、体验制作、装饰活动的乐趣。

3、过幼儿自身的活动，感知“不倒玩具”的秘密，发现这些
不倒玩具的底部都是半球体的。

4、使幼儿认识到将不倒玩具中装入物体后，不倒玩具上轻下
重就可以站住，但是一扳就倒，需要将重的物体固定在半球
体的底部中央才能做成不倒玩具。

5、培养幼儿的技巧和艺术气质。

活动准备：

1、空蛋壳人手一个、彩泥、固体胶、双面胶、各种材料的装
饰品若干、剪刀。

2、ppt课件。

教学重点难点：

1、重点：引导幼儿发现底部是半秋形的上轻下重的物体不易



倒。只有在底部装进重的东西，还要把它固定在中间，才能
让玩具怎么扳也扳不倒。

2、难点：在幼儿操作探索的过程中总结出不倒翁不倒的秘密。

活动过程：

一、欣赏课件，激发对不倒翁的兴趣。

1、师：你们玩过不倒翁吗?它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学一学不
倒翁的样子吧!

2、幼儿模仿不倒翁摇摆。

3、师出示用空蛋壳制作的不倒翁范例，激发幼儿自己制作不
倒翁的兴趣。

师：你喜欢哪个不倒翁，为什么?

二、讨论制作不倒翁的方法。

1、提问：谁知道不倒翁为什么会不倒?怎样做能让它不倒呢?

2、个别幼儿尝试，集体讨论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总结正确的
制作方法。

3、小结：尝试从蛋壳顶部放入橡皮泥，并轻轻地把它固定，
不倒就说明你成功了。

三、发挥自己的创意，尝试制作并运用各种材料进行装饰。

1、请幼儿先找到鸡蛋的平衡点再由少到多逐渐在鸡蛋壳里添
加橡皮泥，使鸡蛋变得不倒。

2、引导幼儿按自己的想法来创作不倒翁。(在每组上准备一



些不同材料的装饰物，幼儿可自己选择进行装饰)教师可适当
协助幼儿完成。

四、作品展示与交流。

1、讨论创作过程中有无遇到困难，如果有，请幼儿说说是如
何克服的。

2、幼儿展示作品时说说自己特色的地方。

师：你的不倒翁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特色?

3、引导幼儿陈列作品，大家观摩作品，并给予鼓励。

师：你觉得谁的不倒翁最特别，为什么?

五、完成制作

小朋友一起玩一玩，体验乐趣成就感。

六、结束部分：

把幼儿制作好的蛋壳不倒翁展示出来，共同欣赏。

老师：“大家都把准备丢掉的蛋壳制作成这么漂亮好玩的玩
具，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废品，稍为改变一下，就可以重新利
用起来，只要细心观察、留意;生活处处可以变废为宝”。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的目标是让幼儿积极探索不倒翁，发现不倒翁不倒
的秘密。活动中，孩子们学会了提出问题，探索问题并尝试
着解决问题，这样孩子们所获得的经验都是在自己的探索中
得到的，在大脑中的印象自然也就比单由教师传授的更加深
刻。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



本次活动既有科学的探索，又有动手制作的环节，这比较符
合幼儿的兴趣特点，是一种孩子们很喜欢的活动形式，因此
进行得比较成功，然而在活动中我仍然发现了一些问题，如
活动准备的材料不够多，一些能力强的'幼儿还想到了很多创
新的方法，可是却在材料上受到了限制。所以我没有给孩子
们更好的发挥空间。在以后的科学活动中我应该多准备一些
材料，供幼儿更好地进行操作。

通过这次活动，再次验证了那句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大班科学活动不倒翁教案篇三

1、探索发现不倒翁不倒的秘密，了解不倒翁不倒的秘密。

2、能看懂图例，按图示掌握制作步骤，制作出不倒翁。

3、对动手制作感兴趣，乐于不断尝试，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
的发现和想法。



4、愿意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激发幼儿乐于探索科学实验的乐趣。

活动准备

1、不倒翁若干，平底会倒的玩具一个。

2、蛋壳、橡皮泥、石子、纸张、彩色笔等辅助性材料。

3、幼儿用书第21页。

活动过程

1、引导幼儿玩不倒翁，引发其对不倒翁不倒的好奇。

(1)出示不倒翁。教师：今天老师带来一些玩具，你们玩的时
候推一推、摇一摇，看看有什么发现。

(2)幼儿自由操作。

(3)师幼交流讨论。

提问：你们是怎么玩的?发现了什么?

(4)小结。

2、初步尝试制作不倒翁，了解不倒的秘密。

(1)出示制作材料，激发幼儿制作的兴趣。

(2)幼儿自由选择材料制作不倒翁。

小结



3、再次尝试制作不倒翁，感受成功的喜悦。

(1)幼儿看幼儿用书第21页的不倒翁制作步骤，了解制作步骤。

(2)幼儿改进自己的作品，再次尝试制作。

(3)组织幼儿交流成功制作的经验。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的目标是让幼儿积极探索不倒翁，发现不倒翁不倒
的秘密。活动前我为每位幼儿都准备一份制作材料，为的是
让每个幼儿都有动手的机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活动中来。
科学活动都应具有探索性，从探索性方面考虑，我的活动分
成了五个环节：

1、玩不倒翁，激发兴趣。

2、对比玩法，发现秘密。

3、初步探索，发现问题。

4、再次探索，解决问题。

5、活动延伸。

第一环节中，小朋友对这个玩具娃娃还是感兴趣的，在玩的
过程中充分激发了他们探索欲望。

第二环节是通过对比比较，让幼儿探索不倒翁不倒之谜，小
朋友由观察再到摸一摸，打开看一看，不倒翁不倒的秘密，
体现了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

第三环节是让幼儿初步尝试，幼儿对不倒翁不倒的原因的认
识基本上是由我牵着，按照我的设计一点一点来认识的，所



以幼儿的学习有点茫然。

第四环节是让幼儿重新尝试制作不倒翁，在老师的指导下，
虽然有点只是不倒，但对于孩子们来说还是充满了成功的喜
悦。

第五环节，活动延伸因为不倒翁不倒的原因有很多种，不仅
仅是位置摆放的问题，还有物体摆放多少、轻重等问题，所
以最后将活动又延伸到了课后，让孩子再去探索。

不足：

1、教具的制作有点问题，在幼儿操作中，幼儿操作比较困难，
戴帽子、打开帽子幼儿都需要老师忙。

2、活动操作前，老师的要求讲的不够详细。

3、每个环节之后，可以说些小结性话。

4、在探索不倒翁里面的秘密时，对于他们出现的一些问题，
可以用图片的形式来展示，助他们加深记忆。

5、操作过程中很混乱。对于幼儿出现的状况，我没有采取相
应的措施。

6、整个活动我讲的比较多，让幼儿在集体面前表达自己探索
的过程和结果比较少。幼儿的主体性没有表现出来。

(在幼儿探索发现问题后，可以让幼儿自己总结不倒翁不倒的
原因。)

大班科学活动不倒翁教案篇四

“不倒翁”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一种玩具，但它里面蕴含着



力的平衡方面的科学道理，怎样让孩子自己发现这些科学现
象，并理解加以应用呢?在这次活动中，我们为孩子准备了许
多材料让孩子们通过自己动手操作、体验、发现、探索其中
的秘密，并制作各种各样的不倒玩具。

1、探索体验物体平衡现象

2、重心越低，越稳定，越平衡;越固定，越稳定

3、幼儿

通过亲自动手制作不倒玩具，探索力的平衡。

1、通过幼儿自身的活动，感知“不倒翁”的秘密，激发幼儿
的探索的兴趣。

2、通过幼儿的动手操作，让幼儿了解“不倒翁”的原理。

3、在实践活动中培养幼儿观察比较，动手操作及发现问题立
解决问题的能力。

布置场景“玩具城”：用乒乓球、蛋壳、废旧皮球制作各种
玩具摆放在活动室的四周(其中部分会倒，部分不会倒)

幼儿操作材料：纸片、玻璃球、豆粒、沙子、塑料球、橡皮
泥

难点：在幼儿操作探索的过程中总结出不倒翁不倒的秘密。

导入：以到“神秘的玩具城”去玩的形式引题，激发幼儿探
索的兴趣。一教师扮“蓝猫”说：“小朋友，你们好，我是
蓝猫，欢迎你们到神秘的玩具城来，这里的'玩具藏着许多科
学秘密，等着你们去边玩边发现，看谁发现得最多。”

一、自由探索



1、师交代任务：你们玩时可要仔细的看一看，比一比，摇一
摇，看看发现了什么?(发现倒和不倒)

2、幼儿自由玩。

3、提问：“你们是怎么玩的，发现了什么?这些玩具有什么
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引导幼儿摸一摸底部，发现底部
都是半球体，有的玩具会倒有的不会倒。

小结：小朋友在“玩具城”里玩的很认真，还能边动脑筋，
发现了“玩具城”里的玩具都是半球体的，再比一比中，小
朋友们发现了玩具有的会倒，有的不会倒。

二、尝试操作制作不倒玩具

幼儿交流体验“不倒翁”不倒的秘密：上轻下重，固定底部
物体。

1、教师放歌曲《不倒翁》，进一步引发幼儿去发现“不倒
翁”的秘密：不倒翁里装有东西。

2、幼儿操作：将会倒下的玩具也装进东西

(1)提示：

老师为小朋友准备了纸团、塑料球、玻璃球

沙子、豆子、橡皮泥等东西，你们可以自由的把每一种东西
分别装进玩具里试一试，看玩具能不能站起来。

(2)组织幼儿讨论：

你们在玩具里装进了什么，发现什么现象?

为什么放进纸团玩具倒了而放进沙子等物玩具能站住?(沙子



等比纸团重)

小结：原来，在玩具底部装进重的东西，这样下重上轻，玩
具就能站住。

当操作摇晃装有沙子的玩具时，发现了什么?

(站住的玩具又倒了)装进什么不倒?(橡皮泥)为什么?

三、演示对比实验

引导幼儿边观察边分析原因：摇动装有玻璃球的玩具时玩具
里重的东西也随着滚到旁边，旁边重，玩具就倒向重的一边。
把橡皮泥固定在底部中间，它不会滚来滚去，那玩具的重心
就稳了，不倒翁就作成了。

四、完成制作，玩一玩，体验乐趣成就感

没有制作完的小朋友继续制作不倒玩具，做好不倒玩具的小
朋友拿着玩具到玩具城里去玩一玩吧!

活动延伸

1、角区活动中，可在科学去中投放各种材料让孩子尝试制作
不倒翁。

2、户外活动时，可和孩子们一起玩一玩“摇摆不倒翁”“金
鸡立”等感受力的平衡的体育游戏。

活动评析

在本次活动中，幼儿有着强烈的探索兴趣，在实践活动中幼
儿始终在动手操作着，思考着，比较着，交流着自己的制作
经验，并从自己一次次的实验中发现了不倒翁的秘密及制作
不倒翁的方法，通过自己的制作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



大班科学活动不倒翁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乐于探究不倒翁不到的秘密。

2、尝试制作不倒翁。

3、享受不倒翁的艺术体验。

4、发展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

5、通过实际操作，培养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

活动准备：

塑料球、蛋壳、橡皮泥、彩纸、剪刀、水彩笔。

活动过程：

1、以谜语形式引出课题：一个老头，不跑不走，请他睡觉，
他就摇头，请你猜猜是什么。

2、引导幼儿探索不倒翁的秘密。

（1）出示不倒翁让幼儿自由玩耍，发现不倒翁不倒的秘密。

（2）请幼儿大胆的说出自己的发现（上轻下重）

（3）可以提示幼儿打开不倒翁看看，再说说自己的发现。
（上轻下重，底下有固定物）

3、幼儿动手制作不倒翁，发现不倒翁的制作原理。

（1）幼儿自己选择材料制作不倒翁。



（2）幼儿操作完后，将作品摆在前面进行试验，检验是否成
功。

（3）师幼共同探讨为什么有的成功了，有的不倒翁却站不起
来。（固定物没有放在中间，没有固定住。）

（4）教师小结：不倒翁的'底部必须是圆圆的、滑滑的。固
定物一定要牢牢的站在不倒翁的底部。

4、幼儿再次进行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5、展览欣赏作品，感受成功的快乐。

（1）组织幼儿欣赏同伴的作品。

（2）跟随音乐学做不倒翁。

教学反思：

本次活动既有科学的探索，又有动手制作，这样的活动孩子
们都会比较喜欢、比较符合幼儿的兴趣。在活动前我认为不
倒翁应该是小朋友生活中经常玩的一种玩具，不倒翁真勇敢，
我们也要学习不倒翁遇到困难继续站起来的精神。让我们和
你的小伙伴介绍下你的不倒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