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科学活动有哪些 幼儿园科学
活动教案(汇总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科学活动有哪些篇一

1、愿意大胆的讲述标志所代表的含义，对生活中常见的标志
感兴趣。

标志牌，ppt，食物若干活动过程：

一、开车去羊村，说说交通标志。（已有经验的交流）1、跟
喜羊羊一起开车去羊村。

2、说说路上见到的'交通标志。

二、游羊村1、闯关、认标志教师指导语：

喜羊羊想请大家帮帮忙，告诉它这些标志表示什么意思？

追问：你哪里见到过？

2、读图、理解地图3、按路线游羊村。

1）找餐厅2）找厕所3）找无障碍通道4）找电话亭给喜羊羊
打电话。

教师小结：有了生活中的各种标志，就可以帮助我们又快又



方便地找到想去的地方。

三、送礼物1、教师指导语：喜羊羊给我们准备了一盒礼物，
猜猜可能是什么？

2、小礼物上也有标志，我们一起在小礼物上找找这两个标志。

出示垃圾箱标志和qs标志。

这两个标志到底表示什么意思呢？qs表示这样东西是安全的，
它是质量安全的标志。我们可以回家问问爸爸妈妈，去找找
在哪里还能见到这个标志。

幼儿园科学活动有哪些篇二

1、通过操作摸弄，引起幼儿对球在斜面上滚动的现象感兴趣。

2、学习用语言和图表表达自己的操作和体验。

1、物体在斜面上会移动的。

2、在不同的坡度上，物体移动的速度是不同的。

1、幼儿在科学角活动中已对物体的滚动发生兴趣。

2、已学习过作单一物体的观察记录。

3、网球、洗衣板、积木、记录纸、笔等。

设疑探索——讨论体验——记录延伸

（一）初次探索

1、设疑：怎样不用力推，球也能滚起来。



2、探索：幼儿自由的操作摆弄，教师巡回观察。（可能出现：
板的一端放在腿上、椅子上、积木上，手拿着板的一端往上
提等等）

3、讨论：

（1）幼儿讲述自己的方法并演示。

（2）小结：板的一端垫高了，不用力推球就会从高的地方往
下滚。

（二）再次探索

1、设疑：请小朋友两个人一起玩，想办法使两只球在板上滚
的快慢不一样。

2、探索：幼儿自由结伴操作摆弄，教师巡回观察。（可能出
现：两块板都是平整的面朝上。但积木垫的.高低不一祥。或
者是，一块板的面是平整的，一块板的面是凹凸不平的，积
木垫的一样高）

3、讨论：

（1）幼儿讲述合作的经过，并进行演示。

（2）小结了两块平整的板面，积木垫的低不一样，的滚动快
慢也不一样，垫的高的板球滚的快，垫的低一点的球滚的慢。
两块积木垫的一样高，平的一块球滚的快，凹凸不平的一块
板球滚的慢。

4、幼儿体验

（三）记录

1、请小朋友把玩的方法记录下来，让大家一看就明白。



2、幼儿大胆地表述自己的记录。

（四）延伸：

今天我们玩的是球，那么别的东西放在上面是不是也是这样
的呢？

幼儿园科学活动有哪些篇三

1.了解夏季的特征及各种拖鞋的外形特征、制作材料等，

并能按一定的`规则进行分类。

2.积极参与游戏活动，与同伴共同讨论游戏规则，大胆地表
达、表现。

请幼儿与家长一起收集各种拖鞋带到幼儿园。游戏用货币。

1.请幼儿展示并介绍自己收集的拖鞋。

2.引导幼儿讨论并设计各类“拖鞋商店“游戏，如冬季拖鞋
商店、夏季拖鞋商店、儿童拖鞋商店、妇女拖鞋商店、塑料
拖鞋商店、工艺拖鞋商店等。

3.在讨论开店的过程中，启发幼儿观察拖鞋的款式、制作材
料等特征，分析其使用季节，使用人群或其他用途等。

4.请幼儿讨论分工管理商店，按一定规律陈列拖鞋，布置展
示台。

鼓励“售货员”使用广告语大力推销自己商店的拖鞋，并热
情接待前来购买拖鞋的“顾客”。



幼儿园科学活动有哪些篇四

小班孩子对自己的五官还不是很了解，我们成人要给孩子们
一个正确的概念，让孩子们认识自己的五官，了解自己的五
官。

一次看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准备了各种味道的水让一对夫
妻喝，另一对看他们喝水后的表情猜出一种味道，通过此节
目，我想到了以这种游戏的方法让孩子们用舌头来尝味道从
而对小嘴巴的用途有进一步的了解，因此设计了这节科学活
动，让孩子们通过说一说，尝一尝、学一学、看一看、猜一
猜等多种方法对我们的嘴巴有更好的了解。

1、乐意参加探索活动，敢大胆品尝各种味道。

2、学会用甜甜的、酸酸的、苦苦的、辣辣的、咸咸的等词汇
描述所品尝到的味道。

1、知识经验的`准备：

幼儿已会玩游戏《捏拢放开》。

2、物质材料的准备：

五种味道的水：甜、酸、咸、辣、苦各三份，吸管人手一根，
小盘三个。

一、游戏导入：《捏拢放开》，导出活动

评析：在此环节中，我以幼儿熟悉的游戏来吸引幼儿的注意
力，并通过此活动让孩子们准确地知道自己五官的位置，如
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等。孩子们对此游戏很感兴
趣，能随老师说出的五官迅速地指出，并导出本节活动《能
干的小嘴巴》。



二、探索了解：了解嘴巴的作用，探索嘴巴的结构。

评析：小朋友们自由地发言，对嘴巴的作用有一定的了解，
比如吃饭、唱歌、说话等，孩子们的口语表达能力较强。在
探索嘴巴结构这一环节，几乎能说出有舌头和牙齿，并演示
了其作用，孩子们互相交流，互相看看，有一定的互动。

三、示范讲解幼儿操作：用舌头品尝各种味道，学会用甜甜
的、酸酸的等词表达出所尝的味道。

评析：在示范讲解这一环节教师讲述很清楚，幼儿操作时都
能正确地进行品尝。由于水的味道调得不是很浓，幼儿在品
尝后能准确地说出所以尝水的味道，教师在正确地引导下，
积极肯定孩子们所说出的味道。并给孩子们提供了互相交流
的机会，所以孩子们都能大胆地说出自己所尝的味道。

四、游戏：《看表情猜味道》，加深对味道的理解，并能说
出是什么味道。

评析：此环节中，通过幼儿去品尝味道后作出相应的表情让
其他孩子们说出味道，在此活动前应作垫，让孩子们先学会
做这几种味道的表情，孩子们就懂得看表情辩别味道。

1、请其他班上的小朋友也来尝尝这些水的味道，幼儿与幼儿
之间进行交流，让幼儿也当小老师进行知识的传授。

2、了解保护口腔卫生的方法如：饭后漱口、少吃糖、不吃手
指头等。

在此活动中，孩子们兴趣浓厚，参与性强，都能通过说一说，
尝一尝、学一学、看一看、猜一猜等多种方法对嘴巴的用途
有进一步的了解。开始一环节设计非常好，孩子们开心地和
老师一起游戏。孩子们能开动脑筋说出嘴巴里还有什么。在
幼儿尝味道这一环境中，准备很充分，每个孩子都能动手操



作，品尝味道，在请幼儿说说各种味道时，引导还不够，可
以请孩子们互相说说，然后再集体或请个别代表说。在游
戏——看表情猜味道这一环节，如在课前做适当的铺店，让
孩子学做这几种味道的表情，效果会更好些。

通过此活动，可以看出孩子们主动学习的欲望强烈，教师要
有目的性地进行引导，充分让孩子去说、去尝试，鼓励幼儿，
调动幼儿主动学习探索的积极性，教师也应在课前做好充分
准备，以实现活动的化。

幼儿园科学活动有哪些篇五

1.运用各种感官去观察认识菊花，知道菊花的品种是多种多
样的。

2.能用较形象的语言描述自己的观察发现。

3.了解菊花是秋天里开放的一种美化环境的花卉，知道要爱
护花卉。

1.菊花课件。

2.两盆菊花。

运用各种感官去观察认识菊花。

能较形象的描述自己的观察发现，知道爱护花卉。

1.谈话导入

让幼儿知道菊花是秋天特有的花卉。

教师：现在是什么季节?秋天都有些什么呢?



2.播放《秋天的菊花课件》，激发幼儿观察菊花的兴趣。

给幼儿展示各种菊花的图片。

教师：这些菊花一样吗?都有些什么颜色，菊花长什么样子
呢?

3.幼儿自由感知、观察菊花。

让幼儿自由地观赏菊花图片，并与同伴互相交流。

教师：菊花漂亮吗?你最喜欢哪一种?菊花有哪些颜色?菊花长
什么样，和你的好朋友说一说。

让幼儿交流之后，请1-2位幼儿说一说自己喜欢的菊花。

4.教师根据幼儿的自由发现，引导幼儿运用看、摸、闻等多
种感官有序地观察菊花。

教师：大家看看那面前的菊花是什么样的，都有哪些颜
色?(各种各样)

教师搬出两盆菊花的实物，请幼儿上来闻一闻，并告诉其他
幼儿。

教师：菊花除了长有花朵外，你还发现长有什么?(叶子)

教师：菊花的叶子长在哪里，是什么颜色?是什么样的.?(叶
子的边缘有锯齿)

请幼儿上来观察叶子的颜色，并用手去摸一摸。

教师：教师总结幼儿的观察发现，并给幼儿提出思考的问题：
这边只有两盆菊花，刚刚我们看到菊花有各种各样的，所以
不同颜色的菊花，它们的茎和叶子是一样的吗?以后我们可以



自己去观察一下。看一看、闻一闻、摸一摸，可以和班里的
小朋友分享你观察到的菊花。

5.给幼儿介绍菊花的用途：可以喝

6.让幼儿了解菊花是秋天里开放的花卉，知道要关心、爱护
花卉。

教师：菊花美不美?但是看我们教室里的菊花，快要蔫了，我
们该怎么去保护它呢?

幼儿园科学活动有哪些篇六

1、知道种子都藏在果实里，了解种子的用途。

2、通过观察发现种子的丰富多彩。

3、通过品尝种子食品，对种子产生兴趣。

1、ppt：水果的切面

2、ppt课件：种子食品

1.出示水果“杏”图片，引发幼儿对水果的兴趣。

引导幼儿按水果的名称、生长的.地方、形状、口味等方面进
行介绍。

2.说一说哪是杏的种子？

ppt课件：水果的切面

（1）课件演示，幼儿观看。你们吃过这些水果？有没有发现
果实里面的小秘密？（有籽、有核、有硬硬的东西）



（2）再次观看水果切面教师组织幼儿讨论：你在果实中发现
了什么？

（1）讨论：种子宝宝有什么本领呢？

（2）如果把它放在泥土里，浇水、施肥，它会慢慢地发芽、
长叶、开花，最好会结出许多许多的果实。

（1）观察发现种子宝宝都是一样的吗？看看它们有什么不同？

（2）引导幼儿对各种种子的颜色、形状、硬度、光滑度等进
行观察讲述。

（1）ppt课件：种子食品小朋友看看这些是什么？它们叫什么
呢？（花生、黄豆、玉米等）小结：这些都是植物种子。种
子种子不仅能长成植物，而且还是我们人体的营养宝库，所
以，许多种子也被人们做成了食品。

（2）种子食品你们看看这些种子能做成什么食品呢？幼儿观
看课件并讲述种子食品。

1、幼儿品尝种子食品。

2、教师：我们认识了水果的种子，还品尝了一些种子食品，
如果以后你还发现了其他植物种子的秘密，再来告诉大家。

幼儿园科学活动有哪些篇七

通过操作活动，使幼儿初步认识年历、日历，了解它们的用
途并学会使用;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及时间观念。

木偶老人，12个月份娃娃(枉绿色帽子，身穿1～31，数字衣
服的为月份娃娃;枉帽子，身穿1～30数字衣服的为小月份娃
娃;枉粉帽子，身穿1～28或者1～29数字衣服的为二月份娃娃，



突出二月份的特殊性)，人手一本日历，另准备录音机、《生
日快乐》录音带等。

一、出示木偶老人，引出话题

教师：这是年历老爷爷，他有12个调皮的孩子，现在不知躲
到哪里去了，请小朋友老爷爷找一找。

幼儿年历老爷爷找月份娃娃，找到后按从小到顺序进行排列。

二、通过操作，助幼儿认识月份和星期

1、认识月份。

教师：老爷爷告诉我一个秘密，他的12个孩子都有一个名字。
教师按顺序介绍12个月份。

引导幼儿把月份娃娃按颜色分成两队，排出的月份、小的月
份。教师指导幼儿看相同颜色的月份娃娃身上的衣服，看看
各是几天，从中知道的月份每月有31天，小的月份每月有30
天，二月份有29天或28天。

2、认识星期。

幼儿分小组集体操作。

教师小结：一般来说，每个月份中的数字代表星期六、星期
日，也就是我们的.双休日。一个月中有4个星期，每一个星
期有7天。此外，国家法定的节日如国庆节、儿童节等也用数
字表示。

3、引导幼儿感知日历与年历的不同处。

教师：老爷爷把他的12个月份娃娃编在一本厚厚的书里，现
在请小朋友打开它，看看老爷爷的孩子是不是都躲在里面。



幼儿翻看，知道日历中有12个月份。教师指导幼儿翻看每一
页，知道每一页上的数字代表一天。

教师小结：印有一年的月份、星期、日期、节气等的印刷品
称为年历。把一年中的每一天都用一页纸来表示，上面印有
年、月、日、星期、节气、纪念日等的本子称为日历。

三、做游戏“找生日”，助幼儿巩固对日历的认识

请幼儿找出自己的生日在日历中是哪一个月的哪一天，谁找
得最快就和这个月的月份娃娃交朋友。

教师播放乐曲《生日快乐》，请在某一月份出生的幼儿到该
月份的月份娃娃那儿去过生日。

请幼儿回家后在日历或年历中找一找爸爸、妈妈、爷爷、奶
奶等的生日。

幼儿园科学活动有哪些篇八

1、让幼儿在玩棒的过程种尝试用“三角撑”的方法架起筷子。

2、初步引导幼儿用统计的方法记录操作过程和结果。

3、通过活动，培养幼儿的思维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小组合
作能力以及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让幼儿在操作中体验成功的喜悦，激发幼儿探索的欲望。

1、一次性筷子若干、台布5块。

2、统计表5张。

一、自由玩筷子



1、导语：今天我们一起来筷子，看谁玩的方法多，方法好。

（幼儿自由玩筷子，教师参与）

2、提问：刚才你是怎样玩筷子的，用了哪些方法？（幼儿讲
述）

二、想办法把筷子竖起来，并记录（统计表附后）

1、导语：小朋友玩筷子的方法可真多，现在请你们猜一猜，
如果不用任何东西帮助，筷子能够站起来吗？（幼儿自由讨
论）

那你们就去试一试，然后把你尝试的方法和结果记录在这张
表格的'第一次操作格里。

2、幼儿尝试、操作，并记录。

3、分组汇报。

三、再次尝试，启发幼儿用“三角撑”方法架起筷子。

1、教师启发幼儿用三根筷子互搭竖棒，要求不用任何支撑物，
把筷子竖起来。

师：请你们试着用三根筷子架起来的方法，让它们站起来，
并把这次的结果记录在表格的第二次操作格里。

2、幼儿操作，教师参与。

四、展示记录表，讨论活动结果，引出其生活用途。

1、展示五组记录表，幼儿分组汇报。

2、小结，引出其生活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