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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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课堂教学设计 

 

科学课堂教学设计 1 

 

  活动目标： 

  1、常规训练―认规则，培养幼儿的记忆能力。 

  2、培养幼儿动手操作能力。 

  活动准备： 

  大学具块一个，自制大单榫、双榫插接棒各一根 

  活动过程： 

  一、导入方法 

  幼儿做律动导入。 

  二、展开方法 

  （一）认识彩图正方体画面的排列规则 

  教师在幼儿对三型学具常规训练的基础上，对幼儿进行六型

学局的常规训练。幼儿打开学具时为粉底色常规排列画面。 

  1、教师用大型学具块进行演示：粉底色朝上，向上翻转一次

成为黄底色。告诉幼儿：黄底色，黄底色上是星星画面。要求幼

儿将 15 快学具翻成黄底色。 

  2、幼儿动手操作，按教师示范的动作双手翻转学具成黄底色。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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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巡回，随时知道幼儿双手翻转的协调性。 

  3、教师对幼儿的操作活动进行评价。 

  4、幼儿以上方法步骤，教师让幼儿依次翻转成蓝底色、绿底

色和粉底色。 

  5、教师演示：粉底色向左翻转一次成为白底色。告诉幼儿：

这是白底色，白底色上是图形画面。要求幼儿将 15 块学具翻成白

底色。 

  6、幼儿动手操作，按教师示范的动作将学具翻成白底色。教

师随时指导。 

  7、依据以上方法，教师让幼儿将学具翻成橘黄底色。 

  8、教师对幼儿的操作活动进行评价小结。 

  （二）识记单榫插接棒 

  1、教师用大单榫插接棒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单榫棒的特点。要

求幼儿拿出红色单榫棒放在桌子上。 

  2、幼儿动手操作，拿出红色单榫接插棒放在桌子上进行观察，

教师巡回指导。 

  3、教师让幼儿将红插接棒放入格子内。注意每层放三个，没

个插接棒的插槽朝上。 

  4、幼儿动手操作，将红插接棒排放在格子内，教师巡回指导，

帮助个别幼儿摆放。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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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依据以上方法步骤，教师分别让幼儿拿出单榫黄插接棒、

蓝插接棒和绿插接棒进行验证。然后再分色放入格子内。 

  （三）识记双榫插接棒 

  1、教师用大双榫插接棒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双榫插接棒的特点。 

  2、幼儿动手操作，拿出双榫插接棒和单榫插接棒放在桌子上

观察比较，教师巡回指导。 

  3、教师让幼儿将插接棒放入格子内，注意双榫插接棒放在盒

子两边的'格子中，每层放四个，每个插接棒的插槽的插槽朝上。 

  4、幼儿动手操作进行摆放。教师巡回指导，帮助个别幼儿摆

放。 

  三、结束方法 

  教师给出各种指令，幼儿按指令取放插接棒。例如：教师指

令：拿出一根双榫插接棒。要求幼儿迅速拿出放在桌子上，并及

时表扬拿得又对又快的幼儿。科学课堂教学设计 2 

 

  活动目标： 

  1．通过探索，发现小丑倒立的秘密，并记录结果。 

  2．对科学探索活动感兴趣 

  3．坚持反复尝试，体验成功快乐 

  活动准备：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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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丑、硬币、小容器、吸管、回形针、棋子、夹子、双面胶、

记录卡、记号笔、音乐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问题：你见过小丑表演吗？ 

  2、出示小丑，让小丑倒立在吸管上 

  二、探索小丑倒立的秘密 

  1、幼儿试着将自己的小丑倒立在吸管上，问题：你的小丑能

倒立吗？ 

  2、观察为什么老师的'小丑可以倒立，你的却不可以？（发

现硬币） 

  3、幼儿将硬币巾在小丑上。问题：你的小丑倒立成功了吗？

你是将硬币贴在了什么部位？ 

  4、试一试可以贴在其他部位吗？是否会成功？ 

  5、观察可以让小丑倒立的部位，得出结论：硬币贴在头部下

方可以让小丑倒立。 

  三、尝试不同材料是否可以让小丑倒立 

  1．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呢？（回形针、燕尾夹和纽扣） 

  2．（出示大记录纸）在能帮助小丑倒立的材料下面画√，在

不能帮助小丑倒立的材料下面画×。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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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统计幼儿猜测结果：认为纽扣能成功的举手，哪些人认为

纽扣不能成功的？（老师分别记录人数，纽扣、回形针、夹子） 

  4．幼儿操作验证有人认为能成功，有人认为不能成功，那怎

么解决这个难题？ 

  5．交流尝试结果 

  （1）谁能来介绍你的发现？为什么我们刚才贴了硬币能成功

为什么钮扣和回形针不能成功呢？ 

  （2）原来，光是猜想是没有用的，必须动手试一试才知道。

那我们来把尝试的结果记录下来吧。（老师和幼儿一起记录大记录

纸） 

  四、想办法让原来不能成功的材料帮助小丑倒立 

  1．老师尝试用回形针让小丑倒立成功。为什么这次我成功了？

（越重的东西越能成功） 

  2．小朋友用纽扣来挑战，让小丑成功倒立。 

  3．你用几粒纽扣成功的？ 

  五、自由游戏：小丑还可以在我们的身体哪里倒立呢？科学

课堂教学设计 3 

 

  活动目标 

  1、感知风的存在，探究制造风的方法。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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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了解空气流动形成风。 

  活动准备 

  风车、气球、毛巾、帽子、纸、笔记本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抛出问题，出示气球、风车，引出风。 

  师：小朋友们，你们认识它们吗？对，气球和风车，老师能

利用气球让风车动起来，你们信吗？好，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你们知道气球里面有什么吗？（空气）空气从气球里面流了出来，

流动的空气形成了风，所以呀，是风，让风车动了起来！你们现

在再看，风车动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没有风） 

  二、利用身体、和提供材料制造风，再次巩固空气流动形成

风。 

  1、探索用身体制造风让风车动起来的方法。师：现在请小朋

友拿起面前的风车玩一玩，怎么样用你们的身体制造出风让风车

动起来？ 

  2、请小朋友上来试一试。 

  师：你是用身体哪个部位制造出风，让风车动起来的？ 

  小结：我们身边存在着我们看不到的空气，小朋友们把身体

动一动就会引起这些空气的流动，然后就形成了风。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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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探索用提供材料制造风的方法。（教师请幼儿玩毛巾、帽

子、纸、笔记本，请个别幼儿说说自己手上拿到的材料是什么，

展示造出风，让风车动起来。）师：老师这里还有好多好玩的材料，

请你们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材料，玩一玩让风车动起来的游戏。 

  4、幼儿个别展示 

  总结：原来，不仅我们的身体，任何物体动一动都会引起周

围空气的流动，形成风。 

  三，感知风有大小。 

  师：刚才小朋友在玩游戏的时候，郭老师发现了一个问题，

你们发现了吗？我发现有些小朋友的风车转的快，有些小朋友的

风车转的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吧。 

  1、请两个小朋友上来展示他是怎么玩风车的。 

  师：你的风车转的很快，你是用什么办法让风车快快的转？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感知。 

  总结：走着风车转的慢，跑着风车转的快。跑着快，空气流

动的快风就大，空气流动的慢风就小，大风会让风车转的快，小

风风车就会转的慢。 

  四、小结：知道风的利弊 

  师：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知道了怎样就能形成风，知道了风

有大小，那你们见过风吗？风娃娃就像一位神奇的隐士，看不见，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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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不着的，但我们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听到它的声音。我们用什

么办法能感知到风的存在呢？（用嘴吹，用手扇）风娃娃是神奇

的，他可以发电，可以传播种子，可以把我们的衣服吹干，可以

使帆船行驶。但他又是变化无常的，当他发怒的时候就会推到房

屋，树木，有时还会形成台风，龙卷风。 

  风是大自然的现象，他可以给人类造福，也能给人带来灾害，

但是，我们是有智慧的人类，为了防止风给人们带来的危害我们

建起了防护林，把风挡住，还有天气预报，提前预防，这就减少

了风给人们带来的灾害，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风一定会给人类带

来更大的幸福。 

  反思：《有趣的风》是一节大班科学活动，本次活动我设置了

两个目标： 

  1、感知风的存在，探究制造风的方法 

  2、了解空气流动形成风。 

  活动开始我利用气球制造出风让风车动起来，幼儿对此游戏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向幼儿展示了飘动的五星红旗。飞舞的柳

条等，让幼儿感知风的存在。首先，我引导幼儿自主探索用身体

制造风让风车动起来的方法。、请小朋友上来试一试。她是用身体

哪个部位制造出风，让风车动起来的？并小结我们身边存在着我

们看不到的空气，小朋友们把身体动一动就会引起这些空气的流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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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然后就形成了风。 

  其次，我向幼儿提供了各种材料，毛巾、笔记本、纸、帽子，

让幼儿自主用提供的材料探索制造风的方法。并做以总结：原来，

不仅我们的身体，任何物体动一动都会引起周围空气的流动，形

成风。幼儿积累了怎么样产生风的学习经验，在此基础上我用发

现问题的方式向小朋友提出问题：有些小朋友的风车转的快，有

些小朋友的风车转的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让小朋友一起寻找

答案吧。请小朋友再一次自己探索，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感知，幼

儿通过自己亲身体验感知：走着风车转的慢，跑着风车转的快。

跑着快，空气流动的快风就大，空气流动的慢风就小，大风会让

风车转的快，小风会让风车转的慢。幼儿对怎么样产生风，知道

了风的大小的基础上，我做了简单的总结，并提出问题你还想知

道哪些关于风的知识，让幼儿进一步自主探索凤的特点，并懂得

风是大自然的现象，他可以给人类造福，也能给人带来灾害，但

是，我们是有智慧的人类，为了防止风给人们带来的危害我们建

起了防护林，把风挡住，还有天气预报，提前预防，这就减少了

风给人们带来的灾害，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风一定会给人类带来

更大的幸福。此次活动幼儿兴趣浓厚，探究怎样产生凤可以形式

多样，让幼儿多形式的感知会让活动课更加丰富。科学课堂教学

设计 4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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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目标 

  1、探索颜料和牛奶之间发生的变化，感受彩色和白色的调和

之美。 

  2、愿意根据色彩的形态变化进行大胆想象，并说出自己的想

法。 

  3、体会到自己牛奶的神秘之处，自己动手的乐趣。 

  活动准备 

  1、食物颜料(色素)，牛奶，洗洁精，抹布，每人一个操作盆。 

  2、音乐《牛奶歌》。 

  3、绘本《彩色牛奶》。 

  活动过程 

  1、教师扮演奶牛场阿姨，随音乐《牛奶歌》和幼儿进入牛奶

屋情境，一起品尝甜美的牛奶。 

  2、欣赏故事，遐想色彩味道。 

  (1)欣赏绘本彬色牛奶》。 

  (2)幼儿按故事内容遐想各种色彩牛奶的味道。 

  (3)白板演示如何将白色和彩色混合，引导幼儿感受颜色变化。

运用 photoshop 中的涂抹工具，将白色抹入彩色中，引导幼儿感

受白色与彩色融合的动态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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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表演魔术《彩色牛奶》，遐想动态形象。 

  (1)将食物颜料叠加倒入装满牛奶的盆子中间，注意不要晃动。 

  (2)在颜料中间滴人洗洁精(浓缩)，引导幼儿感受不同色彩在

牛奶中翻滚运动的变化，观察和想象不同色彩构成的形态。 (如

各种动物或者花草) 

  活动结束 

  以牛奶歌进行幼儿的小律动，让幼儿在愉快的舞蹈中结束本

次的活动。 

  活动延伸 

  坐上老师的小火车到科学区里探索更多的关于牛奶的.秘密。 

  活动反思 

  神奇牛奶画的原理：食物颜料的密度比牛奶低，所以它们就

悬浮在牛奶的脂肪分子中。洗洁精把脂肪分子打散，使得它们在

牛奶表面扩散。这一过程的不断推进，使牛奶动了起来，带着颜

料到处跑。对于本阶段的幼儿来说，这是一个充满神秘的色彩变

化过程，注意不要随意移动操作盘，这样效果才会好。科学课堂

教学设计 5 

 

  教材分析： 

  “幼儿真实生活是科学教育内容。”生活中幼儿对一些美食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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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如：打蛋器、切菜器、削皮刀等）非常好奇，常常跃跃欲

试。“科学探究活动从身边的事物开始，有益于孩子们真正的理

解科学，热爱科学，感受到科学并不遥远，科学就在身边。” 

  本活动引导幼儿从家中收集各种美食用具，并记录搜集到的

美食用具。通过幼儿之间相互提问、解答、演示，引导幼儿介绍、

认识各种美食好帮手，了解它们为人们生活带来的方便。并鼓励

幼儿在探究和尝试的同时，初步学会使用简单的用具，体验劳动

的喜悦。 

  大班幼儿随着年龄的增长、自主意识的提高，他们对生活中

一些新奇的用品产生了好奇，有了自己动手试一试的冲动。本活

动顺应了大班幼儿喜欢摆弄、操作、探究的特点，引导幼儿通过

操作、实践，感知体验美食好帮手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方便，并学

习使用它们。在提高幼儿生活技能的同时萌发设计未来新产品和

热爱生活的愿望。 

  《指南》中指出“幼儿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活动

中设计了三次操作环节，幼儿与材料有充分持续互动的时间和机

会，关注重复活动的`必要性，旨在使幼儿在亲历探究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体验学习积累经验；每次操作后都有幼儿之间经验的介绍

与交流，注重幼儿的交流与表达，充分体现《指南》精神。 

  教学方法：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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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南》中指出要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

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所以在活动过程中始终以

“幼儿为本”，通过提供丰富的材料，采用循序渐进操作法、交

流讨论法和多媒体课件呈现法等激发幼儿探究兴趣，体验探究过

程，感受美食好帮手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快捷与便利。 

  活动目标： 

  1、了解削皮刀、打蛋器的简单构造，知道一些美食小用具的

名称及用途。 

  2、能用较连贯的语言和同伴、教师交流一些认识的美食好帮

手，能安全使用美食小用具制作果蔬沙拉。 

  3、感受各种美食小帮手所带来的快捷、便利，对现代社会生

活中的科技产品感兴趣。 

  活动准备： 

  1、布置“美食好帮手”展览会； 

  2、幼儿在生活馆里穿好围裙，戴好帽子，洗好小手； 

  3、削皮刀和打蛋器每组一份；黄瓜和鸡蛋若干；苹果、香蕉、

火龙果、橙子、胡萝卜、甜瓜等果蔬；沙拉酱、玻璃碗、一次性纸

杯和纸盘等； 

  4、相关美食用具课件、幼儿收集家中美食小用具的调查表；

幼儿每人带来的一种美食小用具；音乐；纸巾、抹布、垃圾桶。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84702414301

600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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