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科学活动神奇的泡泡 幼儿园中
班科学活动教案神奇的三脚架(实用6篇)
梦想是人生的指南针，它给予我们奋斗的方向和动力。坚持
是实现梦想的关键，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我们要保持信心和
毅力。小编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梦想实现的成功案例，快来看
看吧。

幼儿科学活动神奇的泡泡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看、摸、闻、掰等方法，发现蒜头的特征，体验发现
的乐趣；

2、了解蒜头在春天会发芽，激发对种子发芽的探索兴趣。

活动准备：

1、蒜头人手一个、种植用纸杯每组两个、纸盒每组一个；

2、已经发芽的蒜头一个、小刀一把。

活动过程：

1、出示蒜头，猜一猜它叫什么名字？

看一看蒜头是什么形状的，像什么？

2、幼儿人手一个蒜头，有序地观察、探索

看一看、摸一摸，发现了什么？

闻一闻，发现了什么？



这种气味你喜欢吗？它有什么用处？（杀菌、除腥味、驱虫）

剥一剥、掰一掰，发现了什么？

蒜头穿了几件衣服，它的里面是怎样的？

数一数一个掰开的蒜头有几个“小宝宝”（蒜瓣），给它们
排排队；想一想你给蒜瓣宝宝排的队象什么。

3、交流、分享

你发现了蒜头的什么秘密？请你来说说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

为什么有的蒜瓣宝宝的头上有绿绿的小芽？

4、出示已经发芽的蒜瓣，激发幼儿探索兴趣

小朋友看这个是什么？（出示发芽的蒜瓣）

为什么和我们刚才看的蒜瓣宝宝不一样呢？

5、分组种植蒜瓣，让幼儿在生活中观察种子的发芽现象

春天到了蒜瓣宝宝发芽了，我们也来种植蒜瓣宝宝吧！

请幼儿在自己的纸杯上做好记号，把蒜瓣种在纸杯中，鼓励
他们继续观察，并给蒜瓣浇水。

活动结束：

让我们去看看春天到了还有哪些种子也发芽了！



幼儿科学活动神奇的泡泡篇二

1.能够认识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圆形的基本特征

二、活动准备

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圆形的大小图片若干，ppt课件

三、活动过程

(一)、认识图形基本特征

1、请出正方形

教师：小朋友们，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个魔法袋，想知道里
面有什么吗?谁要来摸一摸里面是什么好东西。教师请一个小
朋友摸出袋子里的图形。

教师：他摸出来的是什么图形呀?

幼儿：正方形

幼儿：有4条边，4个角

2、请出长方形

教师：现在老师要从第二个魔法袋里请出我们的第二位朋友，
小朋友们看这是什么图形呀

幼儿：长方形

教师：刚才我们认识了正方形，现在我们来一起认识长方形
吧。长方形有几条边几个角(教师顺着长方形的边一条条的摸，
增强幼儿的直观形象感)



幼儿：有4条边，4个角

教师：我们刚才认识了正方形知道正方形有4条边4个角，那
这个图形不是正方形吗，为什么会是长方形(教师拿出正方形
跟长方形，请幼儿做出比较)

幼儿：长方形的四条边不是相等的(幼儿用手指出上下两条边
是相等的左右两条边是相等的)

教师：小朋友们发现我们的长方形有4条边，4个角，对面的
两条边相等

3、请出三角形

教师：小小的魔术袋里还有什么图形呢，在请一个小朋友摸
一摸(教师请一个小朋友摸出三角形且请他说出三角形的基本
特征，并且询问其他小朋友该幼儿说的对不对，有什么不同
意见)

教师：三角形有三条边，有三个角(教师顺着三角形的边一条
条的摸三角形的角一个个的点)

4、请出圆形

幼儿：圆形没有角教师：圆形有没有边

幼儿讨论圆形有没有边，教师引导幼儿圆形的边有什么特点

(二)、寻找隐藏在图片中和周围环境中的图形

教师：图形宝宝不见了，小朋友们你们能不能帮老师找找看
图形宝宝在哪里(教师打开ppt课件，展示儿童简笔画如小鱼、
小鸡、花等)



幼儿根据教师呈现的ppt上的图片找出图形藏在图片的哪个部
位

(三)、拼有趣的图形

教师：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周围有很多事物都是用图形拼出
来的，我们用这些图形来拼你想拼的图案吧(教师分发准备好
的图形，教师指导幼儿拼图案，比如用长方形跟几个三角形
拼成一棵雪松等)

幼儿科学活动神奇的泡泡篇三

1、让幼儿体验到玩变色游戏的乐趣，产生探索的欲塑;

2、感知颜色的变化，进行三种颜色的分类。

3、幼儿积极参与活动，并获得其中的乐趣。

二、活动准备

透明饮料瓶若干个，颜色标记，塑料篓子三个。

三、活动过程

(一)、观察、探索瓶子的秘密。

1、导人：“小朋友，平时我们常常会喝饮料，饮料瓶有各种
各样的。今天我带来的可是神奇的饮料瓶。(揭开遮布)这些
瓶子怎么神奇呢?这些瓶子呀都会变魔术!”

2、观察瓶子

“大家快来看看，神奇的瓶子是什么样的?”(都是透明的，
身体是细细长长的……装着没有颜色的水。)教师要做准确概



括。

提问：你看到了什么?你发现了什么呢?

(二)、发现秘密，激发探索欲望。

过渡：“瓶子里有秘密噢!下面一个人拿一个，我也拿一
个。”(注意：站的位置不要太挤，不要背对大家。)

1、晃瓶子

(1)、“拿好你的瓶子，音乐响起来，让我们和瓶子一起跳个
舞吧。”

(2)、“让瓶子动起来，让瓶子里的水也跳动起来!”

2、找变化

(1)、“看看你们的瓶子有没有什么变化啊?”(只有三位幼儿
拿的瓶子里的水变颜色了。注意让孩子自己说出颜色。)

(2)、“咦，你瓶子里的水变成了什么颜色?他的也变了，变
成了什么颜色?我的怎么没有变啊?(感到很奇怪。)

(3)、收瓶子：“我们先把瓶子送回去，然后赶快坐到椅子上。
”

幼儿讨论：想想会是什么原因呢?”

(三)、玩变色游戏，进行颜色分类。

过渡：“这儿还有好多神奇的瓶子呢(揭开遮布)，一个人拿
一个，我们再来试一次吧。”

1、变颜色



“准备好。(音乐开始)动起来吧，让瓶子里的水也跳动起
来!”

2、送瓶子

(1)、(音乐停止)“你们发现了什么?变成了什么颜色?这红红
的像什么?”

(2)、“下面我们来玩一个找朋友的游戏：我数一，二，三，
红色和红色站在一起，蓝色站在一起，黄黄站在一起。我要
开始数啦，一，二，三。”(检查)

(3)、(神秘一点)“嘘!我的瓶子在和我说话呢，他说瓶宝宝
想要回家了。他们的家在哪儿呢?找找看，在这儿呢，(出示
空篓)上面还贴着标记。下面请你们看着瓶子里水的颜色，按
标记把瓶子送回家吧。”

(注意：节奏要慢一点，要让孩子都能安静下来才开始说，不
要急。)

(四)、再变颜色，揭示秘密。

1、老师换瓶盖变色。

过渡：“瓶宝宝都回家了，我们也坐到椅子上休息休息
吧。”

(1)、“刚才我瓶子里的水变成了黄颜色，它说它还会变颜
色!”“这次能变出什么颜色呢?我们仔细看看吧。”(边说边
换瓶盖，音乐起。如果有孩子说出我换瓶盖了，“我是在换
瓶盖，老师为什么要换瓶盖呢，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看，颜色真的又变了，变成了?绿色啦!”

(3)、“你们也把瓶宝宝轻轻地请出来。看清楚你拿的瓶子，



里面的水是什么颜色的。”

幼儿拿瓶子，随音乐的节奏舞动。

(4)、“瓶子里的水变色了吗?为什么没变色呢?”

2、小朋友换瓶盖变色。过渡：“原来这里面有一个小秘密
呢!想知道的人赶快找一张椅子坐下来。”(幼儿回位置)幼儿
猜测。(如幼儿猜测不到，教师启发：细心的小朋友就会发现，
刚才魔法师换了一个瓶盖，瓶子里水的颜色就又变了，那么，
秘密到底在哪儿呢?)

(1)、“秘密真的在瓶盖里吗?我们拧开瓶盖看一看，你会发
现什么?”

(2)、“对了，盖子里有颜色。看看你瓶子里水的颜色和瓶盖
里的颜色是不是一样的啊?”

幼儿科学活动神奇的泡泡篇四

活动目标：

1、了解面粉的来源和用途。

2、乐于自己动手，体验和面。

3、能认真倾听同伴发言，且能独立地进行操作活动。

4、培养幼儿乐意在众人面前大胆发言的习惯，学说普通话。

活动准备：

1、水

2、面粉



3、盆

4、围裙

5、歌曲《大馒头》

活动过程：

（一）出示面粉，猜猜玩玩

2、教师：究竟是什么？在你们的桌上也有这样一份神奇的东
西，请你去看一看、闻一闻、尝一尝！

3、幼儿初次尝试操作。

4、教师揭晓答案：原来这白乎乎的、细细的、像雪花一样的
东西叫面粉呀！

（二）知道面粉的来源和用途

1、教师：你们知道面粉是哪来的吗？它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你只要听完一首有趣的儿歌就知道了！（音乐《大馒头》）

2、教师：原来面粉是小麦磨出来的，它除了可以做出大大的
馒头，还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3、（欣赏面粉制品图片）教师：看，老师还从网上找到了很
多用面粉做成的美味点心呢！（幼儿欣赏）

（三）操作“和面”

1、教师：看，这是面粉，这是水，现在它们两个要来做好朋
友咯~（教师示范和面）教师：面粉和水两个好朋友亲亲热热
在一起，揉呀揉呀，变成了什么？（面团）教师：我看好多
小朋友也迫不及待地想来试一试了，那好吧，给你们一个机



会也去尝试一下，注意加水的时候要慢慢的噢，不然就会搞
砸啦！

2、幼儿亲自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3、教师：软软的面团揉好了，小厨师们，刚才我们不是已经
欣赏了很多用面粉做成的美味小点心么，那我们快来也用这
软软的面团做一些特别的小点心吧！

4、幼儿尝试用面团做出各式点心。

（四）擀面

1、教师：刚才小厨师们可真厉害，黄老师也迫不及待地想来
试试手艺了，诶，我今天想给大家展示的是“手擀面”，知
道什么是手擀面吗？（介绍手擀面的含义：用擀面杖擀出来
的面就叫手擀面）

2、教师：手擀面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仔细瞧好了！"
（出示擀面杖和已擀好的`面饼介绍一下，教师示范操作）

（五）品尝

2、教师：请小朋友们闭上小眼睛，从十开始倒数，当数第一
时，美味的手擀面就会出现咯！（师幼倒数）

3、教师：美味的手擀面来啦，大家快尝一尝吧！（人手一碗
手擀面品尝）

教学反思：

从小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提高科学活动能力，培养
爱观察、善思考、勇探究、乐合作、勤表达等良好习惯，对
其日后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幼儿科学活动神奇的泡泡篇五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可能需要进行教案
编写工作，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
条件。那么大家知道正规的教案是怎么写的吗？下面是小编
精心整理的幼儿园活动《神奇的镜子》中班科学教案含反思，
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孩子与生俱来就有一颗好奇的心，对什么事物都非常感兴趣，
乐于发现，乐于探索。一次，在区角活动中，我发现孩子们
对于科学区中关于镜子方面的知识非常感兴趣。有的孩子在
摆弄各种镜子，有的孩子在相互照镜子，还有的孩子在观看
有关镜子方面的图书……，为了让孩子们更深地探索镜子中
的奥秘，我便设计了本次活动，让孩子们到镜子王国去寻找
更多有趣的事情。从而培养幼儿的探索精神和创新精神，激
发幼儿热爱生活的情感。

1．对镜子感兴趣，乐意探索利用两面镜子看清自己后脑勺的
方法。

2．初步了解平面镜成像是由于光的反射形成的。

镜子40面、水果贴绒20个

1．谈话，引题今天，我给中一班的小朋友带来了一件礼物，
是什么呀？（出示镜子）

2．照镜子请你照照镜子，你觉得镜子里的你漂亮吗？什么地
方最漂亮？

3．小结刚才我们玩了照镜子的游戏，从镜子里我们看到了自
己漂亮的五官，镜子的本领可真大。



4．第一次操作

（1）等一下老师再让你们来玩一次照镜子的'游戏，这一次
请你从镜子里去看看自己的后脑勺。你们知道后脑勺在哪里
吗？请你用手摸一摸自己的后脑勺。好，现在我们轻轻地拿
好镜子玩一玩。（幼儿操作）

（2）你看到了自己的后脑勺吗？你是用什么方法看到的？
（集体交流）

（3）小结：从这面镜子里是看不到自己的后脑勺的。

5．第二次操作

（1）呆会儿老师请你们每人找一个好朋友，相互合作，用两
面镜子试一试能看到自己的后脑勺吗？（幼儿操作）

（2）谁看到自己的后脑勺？你们是用什么方法的？（交流）

（3）小结：用两面镜子能看到自己的后脑勺。

6．第三次操作（以游戏的形式）

（1）好，老师手上有许多的水果，等会儿老师再给你们每人
一面镜子，请你自己用两面镜子来帮忙，看看自己的后脑勺
贴的是什么水果？（幼儿操作）

（2）你看到自己的后脑勺贴的是什么水果呢？（幼儿回答）

活动反思：

幼儿玩两面单面镜组装好的镜子，发现两面镜子夹角大小与
物体成像数量的多少的有关系。幼儿先自己探索镜子玩的方
法，在第一次探索中，有的幼儿发现镜子能照到后面的东西；
有的幼儿发现镜子平放照时，脸被分成了两半；有的幼儿发



现镜子折起来照时，能看见很多个自己。

而后幼儿进行第三次探索，验证自己的猜想。实验证明：夹
角小的看到自己的多，夹角大的看到自己的少。

在第一次探索中，有刚开始有5、6个幼儿发现镜子折起来玩
的方法，而后一些幼儿看见好玩后，一些幼儿开始学习他们
的玩法。

在第二次探索后，有个别能力强的幼儿能发现，镜子合的越
拢看到的自己越多。在猜测的环节大部分幼儿猜的是夹角小
的看到自己的多。

在第三次操作实验环节，我教幼儿如何记录时先在橡皮泥上
打开，数数镜子中有几个自己；然后再橡皮泥上压一压，压
出夹角的印子，最后在橡皮泥的下面写上看到几个自己的数
字。在实际操作中，发现幼儿数了数后，在压得过程中镜子
会移动。应该对实验操作的顺序步骤做出调整。先在橡皮泥
上打开镜子，将镜子压在橡皮泥上，而后数一数镜子中自己
的数量，并记录，最后再拿走镜子。

整个活动过程，幼儿的完成度很高，也符合幼儿自己操作探
索的需要，但是整个活动的重难点都在一个维度，对于大班
的幼儿简单了些。可以刚开始增加探索游戏的难度，用两面
没有组装好的镜子，让幼儿想一想可以怎么玩。

幼儿科学活动神奇的泡泡篇六

反思，回头、反过来思考的意思。近代西方哲学中广泛使用
的概念之一。又译为反省、反映。原意指光的反射，作为哲
学概念是借用光反射的间接性意义，指不同于直接认识的间
接认识。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幼儿园中班科学活动教案《神奇
的盐》含反思范文三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1、让幼儿通过实验操作发现水里加盐会让物体浮起来的现象。

2、培养幼儿对科学现象进行探索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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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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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子若干,盐、小苏打、明矾、勺子、土豆片活动过程：

一、问题引入，引起兴趣。

2、把土豆片放到水里会怎样呢?我来试一试。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老师在这三个杯子里分别加了一些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桌子上蓝、绿、橙三个盆里的东西，那到
底是哪个盆里的东西会帮助土豆浮起来呢，下面请小朋友自
己动手试一试。

2、操作后谈话：你的土豆怎么样了?浮起来了吗?你发现了什
么?

3、现在请你们再拿两个不同颜色标签的杯子,想个办法让土
豆片浮起来,每个杯子里只能放一样东西,要不你们就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土豆片浮起来了.

1、材料的准备可更加科学性与严谨性。比如每个杯子里的盐
的量，存在一定的差误;再是提供给孩子们操作的水杯，可贴
上标记，这样孩子们更加容易发现水的多少与加入盐的多少
的关系。

2、在交流与讨论环节可更加深入，以便让孩子们更加充分的
表达自己的发现



设计意图

大自然是神奇的，长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草，开满了五颜六色
的花，长出了各种不同的蔬果，每当孩子在草地里玩耍时，
他们总会发现衣服上染上了小草的绿颜色，每当孩子吃完草
莓、杨梅这些水果时，就会发现手上被“染”红了……这些
现象告诉我们孩子在更早的时候已经接触到色素了，只是他
们还不了解与认识这些隐藏在植物体内的色素。“植物色
素”这个词对孩子来说很陌生也很书面，但是“植物色素”
在我们的生活中却是随处可见的。

《纲要》中提出教学内容要贴近幼儿生活，从生活中选择材
料。因为孩子在生活中对植物体内出现“颜色”这一现象产
生了疑惑与好奇，于是根据中班幼儿的年龄特征，我设计了
这节教学活动。

因为中班幼儿是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他们是通过感知觉和
操作活动来认识世界，所以我选择了一些幼儿熟悉的材料来
引发幼儿对活动现象产生兴趣，能主动探索色素的秘密，从
而了解到植物中含有色素这一科学现象。

活动目标

1.知道植物中含有各种色素，初步了解植物色素的用途。

2.能大胆动手操作，激发幼儿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和探索兴趣。

3.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4.积极参与探索活动，萌发求知欲，体验成功快乐。

重点难点

重点：知道植物中含有各种色素，初步了解植物色素的用途。



难点：激发幼儿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和探索兴趣。

活动准备

1.每人座位底下放一块白布和叶子;

3.白色棉布每人两份;

4.各种食物：糖果、有颜色的馒头、面粉等;

课件。

教师示范材料：白布，绿叶。

活动过程

一、观看魔术，引发幼儿活动兴趣。

1、观看魔术表演。

(1)小朋友，你们有没有看过魔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很
棒的魔术表演，请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教师表演魔术：现在
我的魔术开始了，这是什么?(出示白布)那这是什么?(出示叶
子)看一看，我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神奇的事?
引起幼儿的兴趣与探索欲望)

(2)魔术结束，发生了什么现象?(白布变成绿色的了)

2、幼儿尝试操作.

(1)你们觉得这个魔术有趣么?那现在我们自己来尝试变一次。
看看老师给你们

准备了什么材料?(幼儿观察操作材料)



(2)幼儿尝试自己动手操作变“魔术”。

(3)观察自己“魔术”后白布的变化。

老师提问：为什么布会变成绿色的呢?(因为叶子上的绿色跑
到布上面去了)

小结：原来植物的叶子里有绿颜色，它有一个名字叫植物色
素。

二、探索植物染色的秘密。

1、幼儿预测猜想。

我们已经在植物的身体里找到了绿色，那你们猜一猜植物的
身体里还会不会藏着其他的颜色?(幼儿猜想)

2、幼儿探索验证。

(1)熟悉材料

师：我们现在自己来找一找，到底植物的身体里有没有其他
的颜色。老师给大家准备了各种材料，有植物的花、果实也
有植物的叶子。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教师逐一介绍材料：
胡萝卜、小番茄、柠檬皮青瓜皮杨梅各种花瓣等)

(2)第二次操作

师：刚才我们已经学会魔术这个本领了，这一次请你们自己
来变魔术。道具呢还是有一块白布，然后请你们在箩筐里选
一样你喜欢的东西放在白布上来变魔术，看看最后会发生什
么神奇的事情。

(3)交流分享



请幼儿把变好颜色的布按颜色分类摆放好。

黄色的色卡

紫色的色卡

红色的色卡

绿色的色卡其它

提问：你变出了什么颜色?你是怎么变的呢?(引导幼儿用“我
用什么变出了什么颜色的句式回答)

(4)教师小结：

原来植物的身体里藏着各种各样的颜色，有红色、黄色、紫
色还有绿色。这些藏在植物身体里的颜色他们都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叫做植物色素。

三、联系生活，提升经验。

1、生活应用(1)出示ppt

这些植物色素还有很多作用噢，可以添加在我们吃的食物里，
不信让我们一起来瞧一瞧。

播放ppt(彩色面条)：这是什么?它和我们平时吃的面条有什
么不一样的?你知道它是怎么变出来的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
段视频。

(2)观看视频

厨师在干什么?你在画面上找到了植物色素在哪里了么?(胡萝
卜、菠菜)



小结：对了，这些植物色素就蕴含在这些蔬菜的汁液里，把
它们加在面粉里，就做出了彩色的面条。

(3)观看ppt

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食物含有植物色素呢?我们一起看一看
吧。

(4)教师小结：

这些食物中的植物色素是安全自然的，我们可以吃的。它可
以使我们的食物变得更加美观，更加的营养。

四、延伸活动

由于幼儿园的花草树木是幼儿最熟悉的，也是最贴近幼儿实
际生活的，孩子们非常的感兴趣，再带幼儿一起观察、讨论，
幼儿的学习兴趣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于是在开展讨论时，
幼儿就会有好多的东西想说，在说的过程中，幼儿思维的火
花得到了碰撞，幼儿从中积累了许多的知识经验，所以，活
动的开展，离不开幼儿实际的生活经验;活动的内容，必须是
幼儿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有了这些铺垫，活动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

教育目标:

1让幼儿通过实验操作发现盐溶解于水会增加水的浮力的现象.

2培养幼儿对科学现象进行探索的兴趣.

3通过实验培养互相礼让,学习分工合作的能力.

4通过观察、交流与讨论等活动，感知周围事物的不断变化，
知道一切都在变.



准备:杯子若干,盐,小苏打,白醋,搅拌棒,土豆片

过程:

自由探索

2把土豆片放到水里会怎样呢?我们来试一试.

3我这还有三杯水,我又要把土豆放到水里去,这回会怎样
呢?(幼儿回答教师验证)

引导发现:

1为什么这个杯子里的土豆片会浮起来呢?

2老师帮你们准备了一些东西,看看是什么?你是怎样知道的?

4不管你的土豆片有没有浮起来,我们来听听你在实验的时候
都发现了什么?

5现在请你们再拿两个不同颜色标签的杯子,想个办法让土豆
片浮起来,每个杯子里只能放一样东西,要不你们就不知道到
底是什么东西让土豆片浮起来了.

6幼儿操作,教师指导

为什么他们也放了盐,可是土豆还是没有浮起来?他放了很多
盐,土豆片才能浮起来,你们再去试试.

活动反思：

新《纲要》指出：幼儿科学教育是科学启蒙教育，重在激发
幼儿的认识兴趣好和探索欲望以及尽量为幼儿创设条件，运
用各种感官，动手动脑，探究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体验发现
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