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大班科学活动内容 幼儿园
大班科学活动教案(大全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
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幼儿园大班科学活动内容篇一

1、培养幼儿动手操作的能力；

2、尝试用各种办法让各种船浮到水面上；

3、激发幼儿对科学小实验的兴趣。

设计理念：由于幼儿天生就爱玩水，为此本着教育内容要从
幼儿生活经验出发、关注儿童的兴趣、引导儿童积极主动地
参与活动、提供选择与创造的`条件的理念，设计这节在水中
玩船的，以游戏形式进行探索的活动。

1、七种（七种以上）质地不同、补救方式不同的沉船；

2、辅助材料：泡沫、塑料、纸、卫生筷、铁丝、透明胶、皮
套，盐；

3、潜水艇模型。

1、出示潜水艇模型。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潜水艇是做什么用的？



---潜水艇是怎么在水里走的（进行演示）

2、探索做小实验

---出示七种质地不同的船，可这么多人就七只船怎

么办？让幼儿感受合作，并提醒不抢、互相谦让。

---老师和幼儿一起玩（请幼儿自己选择一个伙伴，

两个人一起选择一种船去玩）

---你们发现什么问题？（这些船都沉到水底）

---船在哪儿走？一起想办法让船都浮到水面上，

---幼儿探索，教师引导，

3、再探索、留作业

---拿出胡萝卜做的小船，问：刚才你们是用什么办

法让胡萝卜船浮在水面上的？出示盐，把盐放入

水中，让船浮上来。

---回家后你可以跟父母再探索，一起再试试。

幼儿园大班科学活动内容篇二

1、通过观察牵牛花的生长过程，让幼儿发现牵牛花的变化，
以及影响其变化的因素。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和对种植活动的
兴趣。

2、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和对种植活动的兴趣。



3、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4、能积极地与同伴交流自己的发现，激发进一步探索事物变
化的愿望。

种植园地、塑料杯、牵牛花种子、工具等。

活动（一）育苗

1、请幼儿观察牵牛花的种子。讨论种植牵牛花的方法。

2、发给每个幼儿2～3粒种子，让他们按自己的方法在塑料杯
中种植牵牛花。

并将自己的名字标签插在杯子里。然后将杯子放到阳光下或
背阴处（暂不要纠正幼儿的错误，通过实践，检验自己行为
对否）。

活动（二）移植

1、请幼儿挑选较壮的小苗，移植到园地里。并在自己移植的
小苗旁边插上姓名标签。

2、教师在适当时帮助幼儿给小苗搭上架子。并让幼儿讨论：
为什么要这么做？

活动（三）管理

1、幼儿自己给牵牛花浇水、施肥，并做好观察记录。

2、在整个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幼儿观察牵牛花的变化。

讨论：

牵牛花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它能直立起来吗？



牵牛花的叶子是什么样子的？它的花像什么？

牵牛花都在什么时候开花？早晨、中午和晚上牵牛花有什么
不同？

牵牛花凋谢以后变成什么了？花籽是什么样子的？

活动（四）自然角

1、将收获的牵牛花种子保存在玻璃瓶中，瓶上贴好画有牵牛
花的标签，放到自然角。

2、让幼儿把观察日记画册，放到自然角展览。

1、教师要创设条件，鼓励幼儿主动观察，积极探索。

2、要结合当地的物候条件，扩展种植活动的内容。

这篇课文上了三个课时，加上写字。明显，超标了。不过值！
课文还是采用的随文识字教学，朗读训练也比较到位，现在
孩子们越来越喜欢朗读，也知道怎样朗读了，心里很高兴。
可是学习的过程中总有新东西不断的出现，这堂课就要处理
一个“祈使句”的问题。首先，我请孩子们反复读“牵牛花，
请你快快长大发芽，让王奶奶也能看到鲜花吧！”这句话，
在带着他们到现实中去体会，孩子们说到了“有礼
貌”、“着急的期待”等等，有了感情的铺垫，在告诉他们
这句话是祈使句，并且再板书一句祈使句，观察特点，总结
出祈使句的模式：xxx，请你_______________吧！熟悉了句式
以后，让孩子仿写、拓展，加深了他们对于祈使句的印象，
掌握了“！”的使用方法。这个地方耗时较多，但是效果还
不错。

另一个耗时的地方就是写字的指导。指导模式：请小老师来
教，自己选字，先说结构，再说笔顺、笔画，接着观察压线



的笔画，最后是试着到黑板上来写。通过孩子自主参与来提
高他们在写字环节中的兴趣，效果不错，就是费时。不是特
别难的字最好不用这种方法。

幼儿园大班科学活动内容篇三

1、体验过滤活动带来的喜悦。

2、敢于大胆尝试，勇于探索与表达。

3、初步了解污水净化的过程，掌握过滤方法。

重点：初步了解过滤方法

难点：掌握多种材料过滤和同种材料多次过滤的方法

1、污水、毛巾、棉花、自制漏斗、透明塑料杯。

2、展示台

一、谈话导入：回忆水变干净的好办法？

（过滤法、蒸馏法、明矾净水）

今天小古老师把“过滤法”好朋友请到了这里，小朋友想不
想认识它们呀？

二、第一次实验操作：怎样把脏水变干净

1、提出实验要求：幼儿自主探索

2、交流分享：幼儿将过滤后的水放置展示台上并介绍自己的
方法

小结：材料种类越多，过滤出来的水越干净



三、探索：同种材料多次过滤

1、引出同种材料多次过滤：

2、实验展示：请个别幼儿演示同种材料多次过滤。

小结：刚才我们发现水变的越来越干净，原来同种材料通过
多次过滤也能让水变得更干净。

四、第二次实验：我的水更干净了

1、提出实验要求：用同种材料组合过滤或同种材料多次过滤

2、分享交流：幼儿将第二次过滤后的水放置展示台

提问：我们现在看看小朋友第二次操作的结果和第一次相比，
那次的水更干净？

五、小结：

1、其实过滤法好朋友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比如家中净水器
就是依据过滤法发明的。（观看净水器原理视频）

2、今天我们尝试了用多种材料过滤和同种材料多次过滤使水
变干净，知道水变干净非常不容易，希望我们小朋友平时多
注意节约用水，保护我们的水资源。

本次活动选自辽海教材9月份的其中一节主题活动《节约用水》
生成的一节科学活动，与幼儿继续探索水的奥秘。水是万物
之源，水可以以各种形态，各种状态存在于我们身边，无时
无刻不与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

对于水与幼儿的关系，幼儿有着较为直接的感受和体验。保
护幼儿的好奇心，充分利用自然和实际生活，引导幼儿通过
观察、比较、操作、实验等方法，学习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帮助幼儿不断积累经验，并运用新的学习活动，
形成终身受益的学习态度和能力。

活动前与幼儿共同复习了《节约用水》，观看了两个水被污
染的视频，一个是以水中鱼为第一人称阐述的，一个是以水
为第一人称阐述的，并在结束时介绍了三种把水变干净的方
法，为本次课做铺垫。

为了使幼儿能顺利的自我探索如何把脏水变干净，在课前我
不断实验，尝试变化材料和增减材料，例如自制漏斗的瓶口
从纱布换成密度较高的类似pva无纺布的洗脸巾、去掉了容易
使幼儿混淆的沙子、染料水能否代替脏水等。最后决定用棉
花和手绢两种材料与幼儿共同探索如何把脏水变干净。

本次活动幼儿全程兴趣较高，针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希望在
今后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可以有效的避免。

幼儿园大班科学活动内容篇四

1、初步了解中药是由某些动植物和矿物质组成的，初步了解
中药的防病、治病功效以及服用的方法。

2、知道中药是我国传统医药，激发幼儿对中药的兴趣和民族
自豪感。

1、供幼儿观察的中药、中成药。

2、李时珍画像及其著作

3、vcd、实物投影仪

1、谈话，引出课题。

“小朋友，你生过病吗？生了病该怎么办？”



“你生病的时候吃过什么药？

2、让幼儿初步了解中药，感知中药的组成材料

（1）、引导幼儿观察，初步了解中药有哪些原料。

“我把药都倒在后面的桌子上了，小朋友用手摸摸、捏捏，
用鼻子闻闻，看谁发现的秘密多。”

（2）、组织交流

“看完了吗？现在谁来告诉大家，你发现了什么？你能把它
找出来吗？”

幼儿找出后，教师放在实物投影仪下，展示给幼儿看。

你们还发现了什么？

（3）、再次观察、探索，了解中药的气味、特性、来源，并
引导幼儿通过问老师，朋友等不同途径求知。

请小朋友再看看，互相说一说，想想看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4）、师生共同归纳：原来树皮、花草、果子，还有虫子、
贝壳、矿物质等许多东西都可以做药，这些药就叫做中药。

3、让幼儿了解中药的服法和现代中成药，感知祖国传统医药
以及现代科技给人们带来的好处。

（1）、了解中药的服用方法。

“你知道中药是怎么服用的吗？”

（2）、教师演示讲解中药的煎、熬方：中药一般不能直接服
用，需要加水防在药罐里慢慢煎熬，熬成汤药就可以服用了。



“可是，中药炖的时候很麻烦，老师没时间炖怎么办呢？别
着急，科学家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你瞧，这是不用炖的免
煎药，直接冲开水就可以服用了。我们来试一试，闻闻看，
什么气味？苦苦的。我最怕苦的，有没有办法让中药变的又
好喝又很方便携带呢？科学家又发明了一个办法，我们一起
看一看。”

引导幼儿看中药制作过程的vcd。“真棒，科学家们把中药磨成
粉，搓成一粒粒的，现在我只要吃一粒就好了，这就叫做中
成药。（出示“中成药”三个字）小朋友桌上也有中成药，
我们一起来看看中成药和刚才的中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
方。”

（3）、幼儿分组比较中药和中成药的不同。

提供中药和中成药。

“你发现中药和中成药有什么不同吗？”（引导幼儿说出包
了糖衣等）。

师归纳总结：中药是我国的传统医药，能治好多病，但携带
起来很不方便，所以聪明的人们动脑筋想办法，用先进的技
术把中药制成药片、药丸、冲剂、糖浆等中成药，给人们的
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你们知道是谁发现这些中药可以治病的吗？我讲一个故事：
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位医生叫李时珍，（出示李时珍画像）
他生了病，可是没钱买药，有一次，他挖到草根，放到锅里
煮了，发现病竟然就好了，他就知道，原来这些东西都可以
治病的啊。从那以后，他一边给人看病，一边到山上采草药，
他把每次采到的药都用笔记下来，还画了图画，到了60多岁
的时候，他收集整理的草药已经非常多了，他就把这些药分
类，编成了一本书，这本专门介绍中药治病秘方的书就叫做
《本草纲目》。 （出示 《本草纲目》书籍）。



李时珍医生发现 中药不但可以治病，还可以防病呢。像金银
花、菊花、枸杞还可以泡成药茶去热去或，经常服用可以使
你的眼睛明亮，身体更健康。现在，天气热了，很容易中暑，
老师请你们喝菊花茶，喝了以后就不容易中暑了。

4、让幼儿品尝茶药，了解其治病功效。

让幼儿品尝药茶（每组一种），讲一讲茶的味道。

是什么味道啊？

5、小结：中药有什么本领（治病、防病）。

幼儿园大班科学活动内容篇五

生活中的许多用品都需要用到电池，如各种遥控器、门铃、
手电筒、玩具、手机等。玩具与孩子关系最密切，有时候玩
具遥控车不会动了，孩子还会把电池拿出来左看看右看看，
拿着电池在地上推滚，或是放在嘴巴里咬。而这些行为都有
可能让孩子们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所以，我们就此组织相
关的活动帮助沙子们正确地认识电池。

1．通过摆弄、拆卸电动玩具，让幼儿对电池有初步的了解。

2．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并乐意用短句进行表达。

每个幼儿一个电动玩具，内有电池；另备电池若干；讲解废
旧电池危害自光碟。

1．寻找会动的玩具

导入教学主题，幼儿自由玩带来的电动玩具。

2．找电动玩具能动的原因



教师：为什么电动玩具会动？(幼儿自由回答)’

教师：找找看电动玩具里的电池在哪里？

3．了解干电池基本特征

(1)出示实物，请幼儿观察它的外观。

教师：我们一起看看电池是什么样的？

(2)电池有正负极之分，凸起的地方是正极(+)，平面的地方
是负极（一）。

(3)电池产品可分一次干电池（普通干电池）、二次干电池
（可充电电池，主要用于移动电话、计算器）、铅酸蓄电池
（主要用于汽车）三大类。我们最常用的是普通干电池。

(4)电池有3号、5号、7号等不同型号。不同的生活用品也不
一样。

4．干电池的作用

教师：电池有什么作用？（幼儿自由回答。）

5．于电池的危害

(1)播放废旧电池给我们造成的危害的光碟片段。

(2)讲述幼儿因为电池而受伤的新闻。

一个叫浩浩的小朋友晚上回家后，一个劲地嚷“耳朵疼”，
家人询问后才得知，下午在幼儿园，浩浩将一个纽扣电池塞
进了左耳朵里。于是，家人连夜将浩浩送进了医院。根据给
浩浩动手术的吴医生介绍，直到第二天上午，浩浩耳中的小
电池才取出。取出来的电池直径有7毫米，当时藏在距外耳道



口2厘米的骨部与软骨部相接处，是外耳道狭窄的地方。电池
虽已顺利取出，但浩浩耳朵有点充血，需要消炎处理。

教师：电池里面是有毒的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
危害很大，小朋友们千万不能把电池放进嘴巴，也不能像浩
浩那样放到身体的某个器官里。

6．正确使用干电池

教师：小朋友们知道怎么安装电池吗？（幼儿尝试安装电池。
）

教师总结：先检查电器和电池接触面是否清洁，必要时用于
布擦净，再按电正确极性装入。不要将新旧电池混用，同一
种型号但不同种类的电池也不能混用。

1.在科学区提供“我会玩电池宝宝”的游戏材料，让幼儿操
作。

2.发放“变废为宝好办法”记录表，家长与幼儿共同完成。

活动动评析：

幼儿对周边的事物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年龄小，缺乏生
活经验，喜欢通过手口等去触摸和感知。通过游戏、实物操
作和观看光碟等活动让幼儿了解电池的作用和危害，学习正
确使用电池的方法。

活动建议；

1请家长在家引导幼儿正确使用电池。

2此活动适合大班孩子以小组形式进行。

安全儿歌：



电池，个头小，作用大。

电筒，遥控器，电玩具，

没它，动不了，响不了。

幼儿园大班科学活动内容篇六

1.尝试统计同伴们最喜欢的动物并能根据动物不同的生活区
域、食性、外形特征进行分类。

2.乐意参与活动，体会与同伴合作的乐趣。

1.制作自己最爱的动物朋友展板。

2.幼儿用书第5册封二、第1~3页。

3.动物统计表一张

一、说说朋友们的最爱。

谁愿意来分享下你最喜欢的动物？

二、男孩女孩比一比。

1.什么动物是大家的最爱?谁能立刻说出来吗?你可以借用什
么方法?(了解统计的`方法。)

2.统计数量，比较男孩女孩的喜好异同。

3.那男孩、女孩分别最喜欢什么动物?请统计是什么动物，数
量分别是多少。

4.男孩、女孩最喜欢的动物相同吗?分别是谁?喜欢的人数是
多少?你是怎么知道的?还有什么好办法?(帮助幼儿梳理:把相



同动物放成-排，有利于统计。)

5.请你统计全班孩子最爱的动物前三名是谁。(将相同的动物
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统计，并记录在记录表里。)

三、数一数，比一比。

1.自主发表分类意见。

2.教师出示动物图片。

3.如果我们要将这些动物朋友分类，你认为可以怎么分?(幼
儿根据自己的标准独立进行操作。)

4.教师小结分类方法:可以按照生活区域、食性、外形特征等。

5.按某维度分类，并统计比较多少。(以生活场域为例。)

6.比一比陆地上、水城里、两栖动物分别有多少，比比它们
的数量多少。(可由幼儿自由选择分类的维度，进行统计和数
量比较。)

幼儿园大班科学活动内容篇七

1、初步了解推力的作用，知道在同等数量的条件下骨牌的倾
倒与路线、排列、间隔有关。

2、了解多米诺骨牌的起源及玩法。

3、能够通过观察、合作、比较，大胆的进行有目的有规律地
探索。

4、培养幼儿主动积极的学习态度，体验游戏的乐趣。

三张路线图、两张记录表各5份、骨牌若干数量、笔



1、“今天我们来玩一种特别的游戏——多米诺骨牌。”

老师演示玩法，提醒幼儿注意排列的特点：注意在排列时木
块之间的距离尽可能是一样的，推积木时要用手指轻轻推第
一块积木，我们就可以看到后面的木块跟着倒下。

2、“骨牌为什么会一块接一块地倒下？”

3、规则：每人10快，在垫子上进行

（一）幼儿个人自由探索，初步尝试多米诺骨牌的玩法

老师辅导，及时给予帮助，并观察幼儿操作过程中的亮点

结束提问：好玩吗？你成功了吗？

（二）探索其中的规律之一：在同等数量的条件下，排列的
路线不同倒下的速度就不同，越弯曲的就越慢。

要求：1、将实验结果记录下来2、合作

（三）探索其中的规律之二：同一路线里间隔密就倒得快，
间隔疏就倒得慢。

要求：

1、将实验结果记录下来

2、过程可以反复尝试

小结：从我们刚才的实验可以看到骨牌倒得快与慢是和排列
的路线、间隔的疏密、木块的数量有关的。路线越弯曲木块
倒下的速度就越慢，同样路线的骨牌间隔距离疏的倒下的速
度就越慢。



多米诺骨牌起源于中国，它是一项体育活动，需要人们投入
极大的耐心、细心和智慧，观看多米诺骨牌吉尼斯记录的图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