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领域教案沉浮实验(实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
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科学领域教案沉浮实验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实验和制作，进一步体验可以使用多种方法移动物体。

2、乐意与同伴合作并不断尝试，培育不怕困难的精神。

重难点：

通过实验和制作，进一步体验可以使用多种方法移动物体。

活动准备：

1、可乐瓶、牙膏盒、正方形纸、水盆、绳子等

2、幼儿已会折纸船。

活动过程：

1、幼儿交流移动的经验。

教师：上学期我们是怎样移动物体的？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2、教师引导幼儿通过试验、制作，进一步体验物体的移动现
象。



3、出使幼儿收集的可乐瓶、牙膏盒。

4、教师出示记录单，请幼儿将实验结果记录在记录单上。

5、幼儿根据自己的医院分组进行试验和制作，教师观察幼儿
操作活动过程，鼓励幼儿不断尝试、不怕困难，及时记录自
己的`发现及操作活动过程。教师给予幼儿帮助和鼓励。

6、幼儿交流自己的试验及制作活动过程。

教师：你制作了什么？怎么制作的？遇到什么困难？什么解
决的？

7、集中展示幼儿作品。

科学领域教案沉浮实验篇二

活动目标：

1、能大胆观察蜗牛，学习用多种方法来观察。

2、敢于探索，发展观察能力。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学习用语言、符号等多种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5、激发幼儿乐于探索科学实验的乐趣。

活动准备：

1、每组观察工具若干：小棒、玻璃片、瓶子、木片等

2、记录纸笔若干



活动过程：

1、谈话：春天的小动物

――让孩子们讲讲自己对春天的动物的认识

2、户外：找蜗牛

3、观察蜗牛

a：引导孩子们观察蜗牛。

――让孩子们用眼睛看，用各种工具来观察，并把自己的发
现及时的记录。

b：分享个自的经验

3、介绍“我知道的`关于蜗牛的知识”

4、讲讲“我对蜗牛一些的问题”

5、小结

活动反思：

在这一教学活动中，孩子们大胆猜想、分工合作、动手尝试，
并且持之以恒地做好记录。由此我得到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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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领域教案沉浮实验篇三

活动目标：



1、知道物体振动会产生声音。

2、通过操作各种材料，体验声音的产生。

活动过程：

1、课前做实验“会跳舞的娃娃”，交代任务。

2、幼儿自由操作，体验物体振动而产生声音的现象。

3、用多种材料尝试，体验它们发出的不同声音。

4、师小结。

玩镜子

活动目标：

1、通过自己观察、探索，知道各类镜子的特点及作用。

2、发展幼儿观察力，提高求知欲。

活动过程：

1、交代任务：玩有趣的镜子，提醒大家要爱护这些镜子。

2、操作一：每个

幼儿自选一种镜子，探索怎样玩的有趣。讨论：各自玩时，
发现了什么？

3、老师总结。



科学领域教案沉浮实验篇四

一、设计意图：

序数是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一个事物对于另一个事物的相对
位置或相对大小。对中班幼儿提出了“会用数词描述事物的
顺序和位置”的目标要求。研究表明，我国5岁儿童在序数概
念的发展上并不理想，这种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儿童的
生活经验有关，儿童在生活中接触序数的机会可能少于接触
基数的机会。我尝试用游戏的形式，将认识5以内的序数设计成
“动物运动会”的游戏情节，让幼儿在轻松愉快地活动中自
主探索、学习。并能为以后学习10以内的序数打下坚实的基
础。

二、活动目的

1.理解序数的含义，能用序数词正确表示5以内物体排列的次
序。

2.从不同的方向（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判定某一物体所处
的位置，初步理解物体的排列位置因起始方向的变化而不同。

三、活动准备

“动物运动会”课件、小动物图片若干、房子图卡、幼儿操
作卡

四、活动过程

（一）以“小动物参加运动会”引入活动，引导幼儿复习5以
内的数。

师：小朋友，你们知道什么是运动会吗？



幼儿1：知道，就是比赛

幼儿2：有赛跑、游泳、打球

幼儿3：还要评出冠军什么的。

幼：有狮子、小羊、兔子、牛、猪，一共五只小动物。

（孩子们运动会还是比较熟悉的，可是老师这个问题的提出，
引发了孩子们诸多的讨论。孩子们对动物运动会的话题比较
感兴趣，注意力一下就集中过来，并且很快数出动物的数量）

（二）游戏：“小动物排队”，教师引导幼儿用序数词正确
表述物体在数列中的位置。

师：五只小动物很快排好了队伍，（出示图片2）请小朋友说
说小猪排在哪里？

幼儿1：小猪排在第四。

师：你是怎么数的？（请这名幼儿示范点数）（教师提问各
种动物排在哪里？）

师：你们对小猪排在哪里有不同意见的吗？

幼儿2：排在第二

师：你也来数数怎么是第二呢？（请这名幼儿示范点数）

（让幼儿掌握序数词是本环节的重点，教师的提问是小动物
排在哪里而不是排在第几，能较好的达成目标一。从幼儿的
回答中可以看出，幼儿对序数的掌握是比较清楚的，能很快
说出每种动物所处的'位置。教师抛出问题“还有什么不同意
见？”引导幼儿思考为什么同一种动物会有不同的排列位置，
引出下个环节。）



（三）引导幼儿初步理解物体的排列位置因起始方向的变化
而不同。

师：为什么小猪一会儿是排在第四一会儿又排在第二了呢？

幼儿1：第四是从这边数起的（中班孩子还分不大清楚左右），
第二是从另外一边数的。

幼儿2：从不同边数第几就不一样了。

师小结：判断一个物体所处的位置时，由于方向的不同，物
体所处的位置也会发生变化。

（相对性问题在序数的判定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也是
幼儿学习序数中的难点问题。本环节通过让幼儿观察、比较、
思考，孩子们很快明白了数排列变化的问题。）

（四）以“比赛开始了”（出示图片3）复习判断5以内物体
所处的位置。

师：小动物们开始比赛了，我们来看看他们比赛什么项目？

幼儿1：是赛跑啊

师：请小朋友们来说说动物排在第几，从哪开始数的？

（本环节让幼儿根据上面所学的经验，从不同的方向数出动
物的排列次序）

（五）幼儿操作活动，复习5以内的序数，进一步理解序数的
含义。

（1）出示房子图卡，认识小动物的新家，根据小动物身上的
数字把小动物送到相应的楼层。



（2）“快乐的郊游”，根据提示画出动物的相应位置。

（3）“找一找，连一连”，根据两次动物排队的次序，按要
求写出动物每次的各是第几位。

科学领域教案沉浮实验篇五

活动目标：

1、在动手操作的活动中探索有规律的排序方法，发展幼儿的
思维、观察和初步的判断推理能力。

2、复习10以内的加减，能运用算式卡片迅速准确地进行10以
内的加减运算，并尝试用算式结果进行排序。

3、通过“花儿与花瓣”游戏，激发幼儿对分类、排序和对应
活动的.兴趣。

活动准备：

1、椭圆形雪花片（替代“花瓣”）、自制有规律“花瓣”
（雪花片）的花儿若干，展示在泡沫板上。

2、色彩各异的圆形花蕊卡（其中一半反面写有10以内的加减
算式），数量分别与幼儿人数相等。

3、各种颜色夹子、10以内加减算式卡若干、彩色工字钉若干。

活动过程：

（一）给“花瓣”排队，探索有规律地排序。

1、出示自制有规律“花瓣”的花儿，引导幼儿观察花瓣排列
的规律、特征



（1）教师导语：这些花瓣中藏着一个秘密，你们发现了吗？

（2）教师引导幼儿从花瓣的颜色排列顺序找规律，并说说每
朵花儿上花瓣的排列规律。（红黄红黄……红蓝黄绿红蓝黄
绿……红红绿绿红红绿绿……红蓝黄红蓝黄……红红红绿绿
绿红红红绿绿绿……）

2、幼儿给“花瓣”排队，感受探索排序的乐趣。

（1）每组一桶雪花片（替代“花瓣”），幼儿给“花瓣”有
规律地排队。

（2）请幼儿说一说自己是按什么规律给“花瓣”排序的。

（3）教师展示幼儿多种排序方式，通过反馈—讨论—归纳，
引导幼儿掌握排序的基本方法。

（二）“花瓣变变变”，复习10以内的加减，练习分类、按
数排序。

1、游戏：花儿变变变。（看算式，算得数，摆花瓣。）

教师任意出示10以内加减的算式卡，幼儿按得数用相同数量的
“花瓣”（雪花片）在桌上摆各种图形或图案，并用语言表
达。（例：6+2=8。我用8片“花瓣”摆了一个正方形……）

2、引导幼儿初步尝试用算式结果进行排序。

出示算式卡，引导幼儿迅速准确地算出结果，并用与结果相
同数量的“花瓣（雪花片）进行排序。

（三）幼儿游戏“花儿与花瓣”，进一步尝试用算式结果进
行排序。

游戏：花儿与花瓣。



（1）每人一张圆形花蕊卡、每组一盒夹子，教师出示算式卡
幼儿计算，并用对应的方法把相同得数的夹子按排序规律夹
在花蕊上。（视幼儿掌握情况，重复数次）

（2）幼儿每人一张写好算式题的花蕊卡，各自算手中花蕊上
的题卡，把相应得数的夹子用排序的方法夹在花蕊上。

（3）教师巡回指导，引导幼儿把与算式相应的夹子有规律地
夹在花蕊上。

（四）验证并展示幼儿操作结果。

1、请幼儿说说自己的探索过程和结果。

2、把幼儿夹好夹子的花蕊用彩色工字钉锭在泡沫板上，组成
一幅美丽图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