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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目标： 

  1、观察水果在水中的沉浮现象，对沉浮现象感兴趣。 

  2、认识沉↓与浮↑的标记，学说单词沉、浮。 

  活动准备： 

  常见的水果若干贴有标记的箩筐塑料杯两个。 

  活动过程： 

  1、激发兴趣 

  （1）出示水果，幼儿辨认名称。 

  （2）设疑：如果把水果宝宝放到水里，会发生什么事情？ 

  2、实验观察 

  （1）介绍材料：两个装满清水的塑料杯、贴有标记的箩筐 

  （2）重点介绍沉↓与浮↑的标记。 



  （3）实验观察：将某种水果切一块下来放到杯子里，幼儿观察水

果去哪里了。 

  （4）教师小结并引导幼儿学说单词沉、浮。 

  3、水果分家 

  （1）出示有标记的箩筐，教师介绍规则。 

  （2）引导幼儿根据水果的沉浮现象将水果放在不同的箩筐。 

  活动反思： 

  研究了一些时间的水果，作为科学活动今天还是第一次。为了便于

每个孩子都能看清楚，我将座位安排成半圆形。在实验过程中，我利用

两个透明的水杯，分别展示沉与浮的实验迹象，因此也让幼儿大饱眼福，

对探索性的实验操作也相当的感兴趣。其中，我还渗透了让孩子们学说

“浮起来”、“沉下去”，并通过利用肢体动作的展示加深对沉与浮的

理解。 

  在最后的分享环节中，孩子们也是吃的乐此不疲。整个活动下来，

我觉得水果的品种上还可以增加一点，第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让

幼儿自己动手操作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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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目标 



  1．通过实验，知道鸡蛋在盐水里会浮起来。 

  2．培养幼儿小心、细致的学习习惯。 

  3. 培养幼儿喜欢做动手操作的活动，对做科学小实验产生浓厚兴

趣。 

  4. 能大胆进行实践活动，并用完整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 

  5. 发展幼儿手部动作的灵活性。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 

  培养幼儿细心观察能力，喜欢动手做科学小实验，知道鸡蛋在盐水

中会浮 起来。 

  教学难点： 

  培养幼儿多观察善思考，勤动脑的学习习惯，具有一定的探索精神

和合作能力。 

  活动准备 

  鸡蛋、盐、水、课件 

  活动过程 

  一.活动导入 



  1.师问：你们知道什么东西能在水里浮起来吗？（幼儿回答各种答

案） 

  2.请幼儿在准备好装满清水的透明小鱼缸里放进准备好的物品

（如：积木、锁子、苹果、石块、鸡蛋等），观察哪些物品在水里浮？

哪些物品在水里沉？ 

  二.教学过程 

  1.“我是魔术师”老师神秘告诉幼儿能让鸡蛋会“游泳”，让它在

水里浮起来，淡水中加入食盐（幼儿不知情），边加边搅拌，鸡蛋慢慢

的浮起来了。 

  2.设疑，让幼儿猜测是什么原因？ 

  3.教师告诉幼儿加入水中是食盐，能使水的浮力变大，鸡蛋就慢慢

浮起来了。 

  4．小朋友动手做实验，把盐放进水里，小心的搅拌，鸡蛋沉到水

底还是有什么变化，是沉还是浮，谁的鸡蛋浮起来了。放盐少鸡蛋浮的

起来吗？放多少？请他把这个方法和同伴交流。小朋友在小心、细致做

着。并用图画、图示、方法培养孩子的记录能力。 

  5．接着使用课件，“放盐→搅拌→鸡蛋浮起来”。请小朋友在此

细心观察。 



  6．小结：小朋友整理鸡蛋和水罐，把实验的方法告诉爸爸妈妈，

共同分享描述自己“玩中学”感受和成就感。 

  活动延伸 

  小朋友家里有什么东西也会溶化的，如：糖、豆粉放进水中用同样

的方法，看看有什么效果。和父母一起观察不同的水温鸡蛋浮起来速度

一样吗？ 

  教学反思 

  在小朋友做实验的过程中，一个小朋友偷偷用手指点盐水，眉头一

皱说很咸的。嘴巴不舒服，另一个小朋友说，你赶快去漱口，孩子们在

取得直接经验，并会帮助伙伴。实验中博博的鸡蛋浮起来了，不小心水

泼了，爱水的天性使他又去续水，鸡蛋又沉下去了，又加盐来搅拌。操

作过程比较简单，孩子很快实验成功，过程积极、愉快。在活动中培养

孩子的记录能力，在活动中让孩子学会学习方法，通过图画、图示、手

工等方法进性大胆的表达和反馈，有助于个性发展，同时孩子们在实验

中互相交流合作，取长补短，从而更还的保证了实验的成功，孩子们体

会到了合作的愉快和成功的喜悦。也可以准备孩子常见的可溶性物质：

茶叶、肥皂、洗衣粉等做对比实验。需要注意水的温度在 20° 是比较

合适的.温度，如果是冬天做实验，可以加入适量的热水，帮助盐较快

溶解。课后的日子里，有孩子提出人在盐水里会浮起来吗？旁边的小朋

友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最后我把这问题留给孩子，让他们自己回去解决，

可以查阅书籍，可以上网查，可以问父母，最后孩子们的答案真多呀，



延伸到中东死海、四川大英县死海，从而激发了孩子们对自然科学的浓

厚兴趣，去探索科学奥秘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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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果沉浮》 

  【活动目标】 

  1、让幼儿观察蔬果，并感知蔬果在水中的沉浮现象，初步获得有

关物体沉浮的经验。 

  2、学会用简单的方法记录蔬果在水中的沉浮状态。 

  3、培养幼儿创造性思维，发展幼儿探索求知的精神。 

  【活动准备】 

  1、音乐磁带，四张桌上放有苹果、香蕉、桃、荔枝、西红柿、土

豆等蔬果; 

  2、四个水槽，托盘，记录卡(卡上画有大水杯，水杯上有水位线)

和各种蔬果小图片若干。 

  【活动过程】 

  一、随音乐逛“蔬果超市”导入。 



  今天呀，老师带小朋友们一起逛一逛“蔬果超市”，一起看看超市

里有些什么? 

  “呀!小朋友们快来看，这里有好多水果、蔬菜。你们认识吗?” 

  (让幼儿自由讨论)这时小朋友们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在说它

们的形状，有的在回味它们的味道，有的掂量着它们的重量…… 

  二、想一想，猜一猜。 

  “假如我们把苹果放到水里会怎么样呢?” 

  “香蕉、西红柿、土豆呢?” 

  这时小朋友们争论起来，有的说会沉到水底，有的说会浮在水面上，

也有的说会在水的中间。 

  “大家呀，各有各的想法，请把你们的猜想记录下来。可以用老师

为你们准备的蔬果小图片和记录卡，按自己的猜想分别把小图片摆放在

水面、水底或水中间”。 

  (在开展活动之前，考虑到幼儿的能力水平，所以我们教师为他们

准备了直观形象的记录卡和蔬果图片。让他们在不作任何提示下，运用

已有的经验进行猜想和判断，并作记录，为他们主动建构知识经验奠定

了一定的基础。) 

  三、玩一玩，比一比。 



  “这些蔬菜、水果放在水里到底会怎么样呢?请你们把它们放到水

里试一试。” 

  带领幼儿到操作台，让他们自主探究，把各种蔬果一一放进水里，

仔细观察它们在水中的情况，然后在另外一张记录卡上验证记录。教师

则巡回观察，适时指导，引导幼儿将实验结果与猜想的结果进行比较，

同时帮助他们在观察沉浮现象时，正确运用“沉”和“浮”来表述。 

  (幼儿在活动过程中按自己的想法作用于物体，真实地感受、记录

实验的结果，验证自己的解释和猜想是否正确，从而不断调整自己的认

识，并初步懂得了要得出结论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且，这一环节

也培养了幼儿的自主探究能力。) 

  四、讲一讲，议一议。 

  “现在我们小朋友都做过实验了，并知道了结果，谁愿意把自己的

发现讲给大家听听?分享一下你的发现。” 

  (让幼儿分别回答，这一环节很好地培养了幼儿乐于表达的行为习

惯) 

  “这些蔬果，有的沉下去，有的浮起来，真有趣。那么你们有没有

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不懂的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探

讨一下。比如说，有的水果不沉下去也不浮在水上面而是在水中间呢?” 

  (让幼儿自己提出问题，然后集体来解决。) 



  【活动延伸】 

  “这些问题我们小朋友都帮忙解决了，但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小朋

友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想想办法来解决，那就是怎么样才能让西红柿

沉到水底去，让苹果浮到水面来?” 

  (幼儿在玩耍中获得了蔬果沉浮的经验，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更引

发了进一步探索沉浮现象的兴趣。我们觉得，这样的活动要不断的开展、

延伸下去。) 

  【活动反思】 

  在本次活动的设计和开展过程中，我们为幼儿准备了充分的操作材

料，使每一位幼儿都有参与的机会，同时通过让他们自己动手操作来发

现蔬果沉浮的秘密，并学会将结果记录下来，这充分培养了幼儿自主探

究的能力。也体现了幼儿的主体地位。在讲一讲，议一议这一环节，通

过集体探讨、交流，发展了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又体现了师幼之间的

互动，幼儿与幼儿之间的互动，使他们真正体验到发现秘密后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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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意图： 

  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我们每天都离不开它，正因为水

与我们生活的密切性，小朋友很早就接触并认识了它，可以说，幼儿天

生就爱玩水，在玩水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有趣而又新奇的现象。《新



事物与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因此，我选择了物体在水中的“沉浮”

现象，作为幼儿科学教育内容，在活动中我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可操作

的材料，为每个幼儿都能运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索提供活动的

条件，通过引导幼儿积极参加讨论、探索等方式，培养了幼儿合作学习

的意识和能力，学会了用多种方式表现、交流、分享探索的过程和结果。 

  活动名称：沉与浮 

  活动目标 

  认知目标：感知各类物体在水中沉浮现象。 

  能力目标： 

  1、可以将物体按沉浮特征进行分类，并利用“↑”和“↓”进行

记录。 

  2、探索使物体沉浮的方法。培养幼儿的创造性思维，发展幼儿探

索求知的精神。 

  情感目标：乐意参加沉与浮实验，感受实验带来的快乐。 

  活动重点难点 

  1、活动重点：了解物体的沉浮现象，学习记录实验结果。 

  2、活动难点：探索使物体沉浮的方法。培养幼儿的创造性思维。 



 活动准备 

  1、操作材料：皮球、积木、钥匙、石子、泡沫、空塑料瓶、蜡笔、

铅笔、橡皮、铁片等日常生活中可收集的物品。 

  2、记录材料：观察记录表、记号笔。 

  3、装满水的水槽一个。 

  活动过程（一）激趣导入，揭示课题。 

  小朋友们好，今天我们活动的主题是《沉与浮》， 

  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些小材料，这些小材料特别喜欢和水做游戏，它

们在水里究竟是怎样的？你们想不想和老师一起来探究呢？ 

  （二）大胆猜测，实验验证。 

  1、认识材料，知道名称。 

  2、用钥匙、皮球做实验，观察现象，初步感知沉浮。 

  3、请幼儿观察材料，并引导幼儿大胆猜测材料的沉浮性质。 

  4、指导填写记录表。 

  （三）实验验证，统一认识。 

  1、动手实验，记录实验结果。 

  2、猜想、实验对比，深度感知沉浮，统一认识。 



 3。、把实验材料按沉、浮分类。 

  （四）深入探究，改变沉浮。 

  1、这些小材料，他们在水里有的是沉的、有的是浮的，请小朋友

们动动脑筋，想想有没有办法使原来沉在水底的东西浮起来，使浮起来

的东西沉到水底？ 

  2、幼儿操作改变物体的沉浮，（鼓励幼儿尝试不同的材料和方法。） 

  3、交流：你用什么办法让沉下去的东西浮起来的？让浮在水面的

东西沉下去？成功了吗？ 

  4、教师小结：小朋友们通过探索，知到改变物体的形状和重量能

让物体浮起来或沉下去，借助其他物体可以改变沉与浮。 

  （五）知识迁移，解决问题。 

  1、观看视频，思考：水灾时如何自救？ 

  2、安全教育，引导幼儿不要偷偷玩水，谨防溺水。 

  （六）结束课堂，拓展延伸。 

  小朋友们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寻找更多有关沉浮的材料，去探

索更多有关沉浮的秘密吧。 

  教学反思 



 “沉与浮”这个活动，紧密围绕“沉浮”这个有趣现象而展开满足

幼儿的好奇心引发探索欲望。本次活动始终以幼儿为主体，让幼儿运用

已有的经验对物体的沉浮进行猜想和判断，让他们主动建构知识经验，

在此基础上让幼儿玩一玩来验证自己的猜想，探究物体沉与浮的原因，

获取与物体沉浮相关的知识经验，并通过自己的动手操作，改变物体的

沉浮。在本次活动中，我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为幼儿发展开渠。

活动内容能够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为幼儿的发展引路。 

 篇 5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理解物体的沉浮条件；知道鱼、潜水艇、飞艇和密度计的沉浮原理；

能应用沉浮条件解释一些简单的问题。 

  2．过程与方法 

  通过实验，观察鸡蛋的下沉、上浮和悬浮，使学生建立起三种状态

的概念，并且通过逻辑推理得出产生三种状态所需的条件；通过逻辑分

析的方法，解释鱼、潜水艇的浮沉原理；通过动手制作，让学生自己制

作“自制潜水艇”和“热气球”；通过在网上查阅，让学生设计出打捞

中山舰的方案。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鱼、潜水艇和热气球的沉浮原理这些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

现象的学习，让学生体验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紧密联系；通过制作“自

制潜水艇”和“热气球”，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通过学习阅读材

料，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设计学生活动设计 

  一、物体的沉与浮 

  （1）演示实验：石块和塑料空心球 

  把它们分别浸没在水中，叫同学们观察现象； 

  提问：浸在水中的物体，有的上浮，有的下沉，这是为什么呢？学

生提出各种解释。 

  （2）今天的课上完以后，你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演示实验： 

  取一只新鲜鸡蛋，放在清水中，观察它在水中沉浮的情况，向水中

慢慢加些盐，并轻轻搅拌，观察到鸡蛋怎样运动？如果再加些清水，观

察到什么现象？ 

  a)鸡蛋放入清水后，它是上浮还是下沉？ 

  b）加盐轻轻搅拌的目的是什么？（以下是一种引导方案以供参考） 



 盐水溶于水后，变成盐水，密度比水的密度大； 

  加盐会导致液体的密度的增大； 

  c）随着不断地往水里加盐，有什么现象出现？ 

  d）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以下是一种引导方案以供参考） 

  可以对鸡蛋做受力分析； 

  这里有两个状态，一个是鸡蛋下沉的状态，另一个是鸡蛋上浮的状

态； 

  当它下沉的时候，它只受到浮力和重力的作用； 

  当它上浮的时候，它只受到浮力和重力的作用； 

  在两个状态过程中，鸡蛋的重力没有发生变化； 

  鸡蛋只受到浮力和重力，重力没有变，那么肯定是浮力的变化引起

它下沉和上浮； 

  不断加盐，导致液体的密度增大，鸡蛋所受浮力逐渐增大； 

  当浮力小于重力时，鸡蛋下沉；当浮力大于重力时，鸡蛋上浮。 

  (a) 学生观察回答。 

  (b) 教师引导得出搅拌的目的，一步一步让学生建立起加盐水是改

变液体密度的概念。 



  (c) 学生观察发现，鸡蛋上浮了，有的学生很吃惊。 

  (d) 学生思考。 

  一步一步引导学生，让他们分析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 

  （3）整理自己的思路，用“=”符号描述你的思维过程。 

  （4）学生用逻辑推理的符号阐述自己的思路。 

  二、认识三种状态鸡蛋所处的三种状态： 

  下沉：浮力重力 

  上浮：浮力重力 

  悬浮：浮力=重力（平衡）让学生了解三种状态。 

  三、生活中的下沉与上浮 

  （1）对于海洋生物来说，浮力非常重要，浩瀚的海洋中，许多生

物用不同的方式创造沉与浮，这是一个精彩的世界！展示各种海洋生物

图片。 

  （2）我们来看看鱼是怎样使自己在水中自由地上浮、下沉和悬浮

的？（以下是一种引导方案以供参考） 

  鱼同上面的鸡蛋一样，重力没有发生变化； 

  鱼也只受到重力和浮力的作用； 



  重力没有变化，而浮力变化了； 

  鱼是通过鱼鳔改变自己的体积来改变浮力的； 

  鱼鳔较小时，鱼所受的浮力小于重力，鱼下沉； 

  鱼鳔较大时，鱼所受的浮力大于重力，鱼上浮； 

  鱼所受的浮力等于重力时，鱼将可以在水中任意的深度游动。激发

兴趣，学生思考。 

  一步一步让学生自己解决问题。 

  （3）整理自己的思路，用“=”符号描述你的思维过程，写出鱼在

哪种条件下处于下沉、上浮或悬浮三种状态；让学生写出自己的思维过

程。 

  四、潜艇与热气球（1）最早的潜艇用于军事侦察和袭击，现在也

用于深海考察，为开发海洋，获得新资源提供信息。 

  连接到凡尔纳，加潜艇图片； 

  另一个仿生学的例子——潜水艇（潜水艇的水舱相当于鱼鳔）。 

  （2）潜水艇是怎样实现上浮和下沉的？（以下是一种引导方案以

供参考） 

  潜水艇只受到两个力的作用，重力和浮力； 

  注意潜水艇的水舱的体积是不变的（这一点与鱼鳔不同）； 



  潜艇排开水的体积不变，潜艇处于同一液体当中（即排开液体的重

力相等），那么浮力是不变的； 

  浮力不变，只可能是重力的变化引起了潜艇的下沉、上浮和悬浮； 

  潜艇有两个水舱，可以用人工的方法向水舱中压入和排出水； 

  潜艇通过向水舱中压入和排出水能改变潜艇的重力； 

  人工向水舱中压入水，直到重力大于浮力的时候，潜艇下沉； 

  人工从水舱中排出水，直到重力小于浮力的时候，潜艇上浮； 

  当重力与浮力相等时，潜艇悬浮。引起学生思考。 

  一步一步引导学生解决问题。 

  （3）整理自己的思路，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一下潜水艇下沉、上

浮和悬浮的状态，你可以用“=”来表述你的思维过程。 

  （4）学生自己整理自己的思路，并写在纸上，逻辑推理的思维再

次得到强化。 

  五、分析比较 

  （1）提问：鸡蛋、鱼和潜水艇都会在液体中下沉、上浮和悬浮，

那么它们都是用了同样的方法处于这三种状态的吗？ 

  学生分析回答。 



  不是； 

  鸡蛋：是由于鸡蛋浸没的液体的密度发生了变化，引起浮力变化； 

  鱼：是通过它的体积发生了变化，引起浮力变化； 

  潜水艇，是通过它的自身重力的改变引起了下沉和上浮，它的浮力

并没有变。 

  （2）同学们自己归纳一下，总结出他们有什么区别和共同点；学

生自己思考； 

  （3）介绍热气球，加图片； 

  运用我们学过的知识解释热气球的沉浮原理。 

  解释热气球为什么会升起来？假如由你来设计一个吊篮的热气球，

为了使它能降回地面，你打算采用什么办法？ 

  （4）引起学生兴趣； 

  学生讨论，以小组为单位，每一个小组交一份报告，与同学分享； 

  六、打捞中山舰介绍我国古代用浮船打捞沉落江中的万斤大铁牛的

故事。学生思考。 

  简单介绍中山舰——浓缩了中国现代史的一代名舰，1938年在长江

被日军击中，沉入 19m深的长江；中山舰排水量达 780吨，长 62.48m，

宽 8.99m。与历史结合，了解到物理学科和历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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