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找空气教案小班(汇总8篇)
高一教案旨在对一年级学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总结
和概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产生优秀的教案，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应不断实践和改进教案的编写和使用。

找空气教案小班篇一

目标：

1、培养幼儿观察身边事物的能力，培养幼儿对事物的思考能
力

过程：

(一)：观察

3、再将小朋友带到位于校外左侧的竹林里，再让小朋友深呼
吸，感受下竹林里的`空气

4、然后将小朋友带到马路上，深呼吸，感受下那里的空气

(二)：交流

1、问问小朋友，这三个地方最喜欢去哪一个地方，为什么？

2、然后两组小朋友抢答植物对咱们的空气有什么好处，答案
相近的小朋友有奖品

(三)：总结

找空气教案小班篇二

活动目标



1.让幼儿初步了解空气污染的情况及其危害性。

2.培养幼儿关心和保护环境的意识。

活动准备

课件：让空气更干净

2.物质：棉花、香烟、瓶子。

活动过程

一、了解空气遭受污染的情况

1.教师：我们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空气，可是现在空气质量发
生了变化。

请小朋友们认真看一看，想一想这些事情对空气有没有影响。

2.课件演示

(1)满天飞扬的尘土

(2)汽车、摩托车排出的废气

(3)工厂烟囱飘出的黑烟

(4)焚烧垃圾时产生的浓烟

(5)烧香、放鞭炮时的缭绕烟雾

(6)正在公共场所吸烟的人。

3.讨论：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污染空气的事，这些事对人类
会有什么危害?



二、感知不洁空气对人体的危害

1.小实验

方法是先在瓶子里放一团雪白的棉花，然后把一支点燃的香
烟放进瓶子。

2.在等待实验结果的过程中，让幼儿了解空气在体内呼吸道
的循环现象及其过程。

4.向幼儿展示实验结果--瓶子一部分棉花被熏黄了，请幼儿
闻一闻瓶子里的气味，说说自己的`感受。

5.在屏幕上显示人体吸入被污染的空气后呼吸器官受损的情
况。

显示方法是设置一道黑色气流进入呼吸道，把整个呼吸道染
成黑色。

6.小结：如果我们吸入被污染的空气，就容易得感冒、气管
炎、哮喘病，严重的还会导致肺癌，对我们人体危害很大。

三、学做“环保小卫士”

1.鼓励幼儿争当“环保小卫士”，制止那些污染空气的行为，
让空气变得更洁净。

2.引导幼儿讨论如何减少空气污染，保护身体健康。

(如种植花草树木、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不在生活区焚烧垃
圾等。)

活动延伸

留意观察日常生活中还存在哪些污染空气的事，并能从自身



做起，保护环境，减少污染。

找空气教案小班篇三

活动目标：

1、感知空气是没有颜色、没有味道、看不见摸不着的特点，
知道我们周围到处都有空气。

2、能运用多种感官动手动脑学习探索空气的简单方法。激发
幼儿探索欲望，培养幼儿对科学实验的兴趣。

3、培养幼儿关心和保护环境的意识。

活动准备：

玻璃杯、玻璃缸、毛巾、背景音乐、袋子、气球

活动过程：

（一）魔术导入。

1、教师：小朋友们好，今天老师要变个魔术，你们想不想看
啊？那小眼睛可要看仔细了！

2、教师：这是什么？（毛巾）是干的还是湿的呢？来，小朋
友用手摸一摸。是什么样的毛巾啊？是块干毛巾。

3、教师：这是什么呀？（杯子）老师现在要把毛巾放到杯子
里面，然后把杯子直直地倒放在水里，你们猜一猜毛巾会不
会湿？（请你说一说）

（二）引出空气原理。

1、教师：老师再来变一个魔术，这是什么？（毛巾）这是什



么？（杯子）我们也要把毛巾放进杯子里面，这次老师是斜
斜地放进水里，小朋友仔细观察哦。看一看会发生什么现象。
（气泡产生）小朋友，猜一猜毛巾有没有湿呢？（请你说说
看）

（三）身边捕捉空气，初步感知空气。

2、教师：老师捉了一袋子的`空气，你们也想来捉捉空气吗？
老师帮你们每人准备好了一个袋子，都有了吗？现在我们把
袋口张开，来捉捉空气，捉好后要捏紧袋口，举起来，我看
看，谁捉空气又多又快？（表扬幼儿）

3、教师：现在我们把袋口慢慢张开，用眼睛看一看空气，你
能看得见里面的空气吗？（看不见）对，空气是看不见的。
那么袋子里的空气有颜色吗？（空气是没有颜色的）

4、教师：（用同样的方法来捕捉）袋口张开，用你的小鼻子
闻一闻空气是有没有味道的呢？（对，空气是没有气味的）
用你的小手伸进袋子里去摸一摸，能摸到空气吗？（空气是
摸不到的）

（四）周围捕捉空气，加强对空气的认知。

1、教师：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捉空气好不好？试试能不能捉到
空气？（带领幼儿到各个地方捉空气，播放背景音乐）

2、教师：好，请小朋友把袋子收回来，我请小朋友互相说一
说你是从哪里捉到空气的？（你告诉旁边的小朋友在哪里捉
到空气的，自由发言）

教师总结：原来我们周围到处都有空气，空气是没有颜色，
没有味道，看不见也摸不着，因此小朋友通常认为我们周围
没有的东西，实际上空气是的确存在的。我们用小手扇一扇
空气，有什么感觉？说明空气是存在的，流动的。



（五）与空气宝宝做游戏。

2、教师：如果气球小说明我们吹进去的空气是多还是少呢？
老师给小朋友每人准备了一个气球。（幼儿操作，个别指导）
吹好了以后捏紧你的气球。

3、教师：我们来比一比谁的气球最大，说明他吹进去的空气
最多。谁的气球最小，说明他吹进去的空气最少。好了，气
球宝宝累了，我们让它在边上休息一下。

（六）保护空气，争做环保小卫士。

2、教师：我们人需要空气，动物呢？花草树木呢？它们也需
要空气，凡是有生命的地方都需要空气。如果没有空气会怎
么样呢？会无法生存。

3、教师：我们虽然离不开空气，我们需要怎样的空气呢？是
干净的空气还是受到污染的空气呢？如果我们吸进了不干净
被污染的空气就会生病，对我们的身体就不好，所以小朋友
们要保护好我们的空气，保护好我们的环境。垃圾能不能乱
扔，能不能随地吐痰，爸爸抽烟了，我们应该怎么对他说？
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好不好？
小朋友说说他们在做什么？（幼儿说一说）他们在做环保小
卫士，来保护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的空气更加清新干净，我
们吸入干净的空气，我们的身体才会棒棒的，身体才会健康。

《找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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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空气教案小班篇四

1、撕破充满空气的塑料袋并挤压，问幼儿你们观察到了什么？
请几个幼儿上前用身体来感受袋口空气的流动。并向其他幼
儿讲述自己的感受。

2、之前我们用我们自身来感受，还可以借助什么来帮助我们
知道空气流动起来就是风吗？（引导：例如扇子）适当延伸
至如果空气流通速度和量变大会变成风。

找空气教案小班篇五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从了解空气污染的危害中，知道环境保护
的重要性。

2、懂得动物是我们的朋友，萌发爱自然的情感，增强环境保
护的意识。

相关领域：科学、语??

适用对象：中班幼儿

教学方法：实验、讨论、童话故事

活动准备：

蜡烛一根，小碟子一个，香烟一根，大口瓶子一个，雪白的



棉花一团，打火机一个，图片。

活动过程：

（一）了解空气遭受污染情况。

1、谈话。

2、小实验，幼儿观察。

实验1：在大口瓶子里放一团雪白的棉花，棉花要尽量膨松些。
然后，把一只点燃的香烟放进瓶子里。（不要让香烟接触到
瓶壁）请幼儿猜想，棉花会发生什么变化？幼儿在等待实验
结果过程中，完成第二个小实验。

实验2：点燃蜡烛，把碟子放在火苗上熏一会，请幼儿猜想碟
面会变成什么颜色。

3、讨论：为什么碟面变成黑色的？

小结：我们点燃蜡烛，在碟子靠着火苗那面，蒙上了一层乌
黑的炭，这种炭通常进入空气中，我们看不到，但是，它会
污染空气，使空气变脏。

4、向幼儿展示实验1的结果：瓶子里的一部分棉花被熏黄了，
请幼儿闻一闻瓶子里的气味，说一说自己的感受。

小结：棉花被染成了黄色，这是一种有害物质，它也会进入
到空气中污染空气；（或直接进入到抽烟人的气管里。）这
些空气带着病菌进入我们的呼吸道，把整个呼吸道染成了黑
色或黄色，我们就容易得感冒，气管炎，哮喘病，严重的还
会导致肺癌，对我们的身体危害很大。其实这样的空气除了
对我们的身体不好，对动物朋友也带来了的很大的危害，想
不想听听它对动物朋友的危害。



（二）教师讲述故事“乌龟找朋友”

1、听故事，想问题。

2、老师讲述故事。

3、提问及讨论：

（1）、故事里讲了一件什么事？请小朋友说一说。

（2）、请幼儿看图：图上画着什么？为什么天空不是蓝蓝的
而是灰蒙蒙的？这样的天空你喜欢吗？是什么原因使喜鹊得
了哮喘病、鸟妈妈得了气管炎、小鸟们都搬了家、星星不敢
睁开眼睛呢？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图片，分别讨论回答。

4、小结：鸟是我们的朋友，由于工厂冒出的黑烟、汽车排出
的废气等，把空气弄得很脏，鸟朋友们整天呼吸这样的空气，
结果都得了病，有的离开了这里。乌龟爷爷没有听到鸟朋友
的合唱。

（三）请小朋友想想如果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
们会怎样呢？

1、请小朋友想办法，怎样做不让空气受到污染？

2、争当“环保小卫士。”鼓励幼儿争当“环保小卫士”怎样
制止那些污染空气的现象和行为？让空气变得更干净。（请
幼儿讨论）

3、老师可以出示“禁烟图片”，引导幼儿讨论“如何减少空
气污染，保护身体健康？”许多科学家，他们发明了无烟电
动汽车，这样就不污染环境了，请小朋友下课后自己画一些
禁止空气污染的标志，教育幼儿保护环境要从我做起。



找空气教案小班篇六

本次活动“寻找空气”选自中班《山东省幼儿园课程指
导》(教师用书)主题四“寻找小秘密”中的次主题一“空气
的秘密”。在幼儿眼中，无处不在的空气隐藏着许多的“小
秘密”，而且这些“小秘密”又蕴含着许多的科学知识。为
了增强幼儿对空气的全面认识，帮助他们获取一些有关空气
与人类的关系，调动其积极探究空气秘密的兴趣和对大自然
的热爱，所以开展了本次活动。

新《纲要》中明确指出：科学教育应密切联系幼儿的实际生
活进行，利用身边的事物与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因此，
在活动过程中，每一个科学现象都与生活相联系，为幼儿提
供丰富的材料，使其通过手、眼、脑等多种感官去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同时使幼儿变被动者为主动学习者、探索者，从
而萌发爱科学的情感。

在周兢《幼儿园语言教育》中明确指出“说明性讲述是一种
要求使用简单明了、独白语言，说明与事物的形状、特征、
功用或操作过程的讲述形式。”所以本次活动，幼儿通过观
察实验、亲自实验、交流和讨论实验，使幼儿知道空气无处
不在，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无色无味的气体，并逐步运
用规范、准确、简单明了的说明性语言讲述空气的特点。发
展幼儿观察力、探究力、说明性语言讲述能力以及解决问题
的能力。

1.喜欢关于空气的实验活动，积极探究空气的秘密。

2.通过实验操作和生活联想，观察力、探究力、说明性语言
讲述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

知道空气无处不在，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无色无味的气
体。



幼儿运用规范、准确、简单明了的说明性语言讲述空气的特
点。

幼儿已有经验：幼儿仅仅了解空气的存在，但不能全面了解
空气的特点，也不了解空气与我们生活的`联系，更不能够用
规范、准确、简单明了的语言讲述空气的特点。

物体材料准备：幼儿每人提前收集一袋空气、餐巾纸、一盆
水、一个大的透明的缸、10个玻璃杯、10个塑料杯、10支蜡
烛，课件ppt。

师：我们小朋友每人收集了一袋空气，请问大家是从哪里收
集的空气?

除了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有空气，那空气还会藏在哪里呢?请大
家看任老师拿来一个玻璃杯，杯子里有什么?(杯子里没有东
西，杯子是空的)

1.老师操作，幼儿观察。

师：活动结束后，老师会在区角里投放更多的材料，大家可
以亲自做一做这个实验。

3.生活的环境中有空气，杯子里有空气，哪里还有空气呢?

师：请一位小朋友将粉笔放入水中，大家一起观察有什么出
现?(粉笔放水中，会有泡泡说明有空气，衣服、包里都有空
气)

师：空气在我们周围，在杯子、粉笔、衣服、鞋子里，还有
田野里、天空中。许多地方都有空气，请用一个词语来描述
空气的存在。

教师小结：空气是无处不在的。



(环节评析：教师通过活动前引导幼儿自己收集空气并表述出
其收集来源的环节，让幼儿直接体验并感受到了“空气无处
不在”，教师的这种活动设计即巧妙又富有说服力。同时，
教师在进行第一个“干餐巾纸塞入杯子并将其垂直倒扣入水
中”的实验时，鉴于幼儿的操作经验不足便为其进行了直接
的示范与演示，这不仅保证且规范了实验的准确性，也为幼
儿接下来的亲身实验做了指导与铺垫。)

小结：原来空气不仅无处不在，空气还是看不见，摸不着，
无色无味的。

(环节评析：教师在引导幼儿讨论“空气是什么样子的?”时
针对幼儿表述经验不足的实际，通过“摸一摸”“闻一
闻”“看一看”的方式进行引导，以此帮助幼儿进行理解与
表达，这也体现了教师别具匠心的引导方式，最大限度激发
了幼儿的发散思维。同时，图标的出示更加深了幼儿对于空
气特点的进一步的了解与认知。)

(一)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它.

请幼儿闭紧嘴，捏住鼻子，问幼儿有什么感觉?(有点儿憋气，
很难受。)为什么?(不能呼吸到空气。)

得出结论：人需要空气，没有空气，人会窒息而死。

师：除了人类需要空气，谁还还需要空气?

(二)还有一种特殊的事物需要空气。

教师做实验：点燃蜡烛，用玻璃杯罩住燃烧的蜡烛，幼儿观
察。

得出结论：燃烧需要空气。



幼儿分组做实验，观察火焰的变化。

师：大家想想做这个实验，请大家分组做实验，要求仔细观
察火焰的变化，并用“火焰先……再……最后……”来讲述
火焰的变化。

师：小朋友们真聪明，可以将安全小知识告诉自己的家人，
但我们太小，不能自己独立操作。

(环节评析：教师利用互动游戏，使幼儿真实体验到了空气对
人类的用途，接着引导和追问的方法，使幼儿进一步了解了
动物和植物也需要空气。教师还运用了具体形象的图标来表
示火焰的变化，使幼儿按一定的顺序，较为规范、准确地讲
述火焰的变化。最后教师运用实验来引导幼儿解决实际生活
问题，充分体现了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的教育理念。)

教师小结：希望大家成为环境小卫士，时刻提醒周围人们保
护我们的环境，相信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清新的环境里。

(环节评析：本环节教师通过图片引导幼儿意识到“环境污
染”的巨大危害，激发其保护环境的意识，这也真正实现了
科学活动“学以致用”引导其利用科学经验解决实际生活中
的问题，即科学服务于生活的教育理念。)

【活动延伸】

1.幼儿每人拿一个塑料袋，到户外收集空气，放飞“风筝”。

2.将杯子、蜡烛、火柴、水盆、毛巾投放在区域中，幼儿可
以自主操作，进一步观察、探究空气的秘密。

3.幼儿作为环境小卫士，制作海报、标志等呼吁人们保护环
境。



找空气教案小班篇七

空气是一种无形无色无味的物质，幼小的孩子往往不注意，
但与空气相关的一些现象，孩子常接触或有体验，如空气流
动形成风、吹气能让气球鼓起来、憋气很难受……本次活动，
借助塑料袋这一材料，再辅以空间图，帮助孩子化无形为有
形，变虚无为实在，使幼儿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空气发生兴趣，
并引发探究的欲望。

找空气教案小班篇八

1、请小朋友们用右手捏住自己的鼻子，左手捂住自己的嘴巴。
并维持一段时间，之后询问幼儿的感受，引导其了解空气对
于人类的重要性。

2、你们知道有哪个东西会污染我们身边的空气吗？（汽车尾
气、爸爸抽烟的烟雾等）

3、我们可以做哪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来减少空气污染呢？（植
树造林、少抽烟、少开私家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