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好玩的空气教案反思中班 中班科学
空气教案反思(优质9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好玩的空气教案反思中班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观察塑料袋，感知空气是看不见、摸不着、没有颜色
的气体。

2、能够从"摸塑料袋""吹纸杯"的实验中理解空气是具有力量
的。

3、体验自身参与探索"空气是有力量的"这一实验过程的乐趣。

4、积极参与探索活动，萌发求知欲，体验成功快乐。

5、能客观地表达自己的探究过程和结果。

活动准备：

1、材料的准备：塑料袋1个、气球一个、奖励贴画、向杯子
吹气方向的ppt图片。

2、经验的准备：知道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空气。

活动重难点：



1、活动重点：让幼儿感知空气是有力量的。

2、活动难点：幼儿自由探索总结空气是有力量的实验过程。

活动过程：

1导入：

通过手指游戏"小手变变变"激发幼儿的兴趣。

2、活动开始：

(幼儿自由回答)当幼儿说出空气时，请小朋友来摸一摸、捏
一捏口袋。

师：好，小朋友们都很棒，那我接下来请每个小朋友都来摸
一摸、捏一捏魔法口袋，然后请小朋友来告诉老师你在捏的
时候发现了什么?(幼儿自由回答)引导幼儿说出口袋里有空气。

师：总结：(口袋里有空气，并把手放开，让幼儿观察口袋内
没有空气时口袋的样子)空气是无所不在的。

幼儿：气会漏掉、气球会飞走了。

师：验证猜想。

师：现在我请小朋友来说一说是什么力量让气球飞走的?

幼儿：空气的力量。

师：总结：原来呀我们的空气也会产生很大的力量，今天刘
老师还带来了一个关于空气的小实验--会跳的纸杯，现在请
小朋友来看一看老师手上有两个叠在一起的纸杯，请小朋友
们动脑想一想在不用手的情况下如何让上面的纸杯自己跳出
来。



幼儿动脑思考后自由作答，当有幼儿说出用"吹"的方式时请
幼儿尝试方法，鼓励幼儿进行探索。

师：那刘老师也想来试一试小朋友们说的方法，看能不能让
纸杯跳起来。

师：第二次尝试吹杯子，并要求幼儿观察吹的方式。结束后
发放纸杯请幼儿自己用杯子尝试。巡回观察、指导，并请成
功把杯子吹起来的小朋友与大家分享吹的方式。探索后，请
幼儿将纸杯放回原位。

观看向杯子吹气的方向图片。与幼儿一起总结吹的方式，请
小朋友进行尝试。总结完吹的方式后，请幼儿再次拿起纸杯
探索用哪一种方式最容易把杯子吹起来。再次探索结束后将
纸杯放回原位。

师：提问：请小朋友想一想为什么纸杯会自己跳出来?

幼儿：空气产生的力量能将杯子吹起来。

师：总结：我们的空气是有力量的，它有力量才能将我们的
杯子吹起来。

3、活动结束：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神奇的力量，接下来我
们一起到外面去寻找一下还有哪些更神奇的力量吧。

活动反思：

通过这一活动，幼儿都能很好地认识空气并知道空气的`重要
性，活动中主要通过多次实验，探索利用小纸片使杯子里的
水倒过来而不流出来的方法，来感知空气的压力。环节中粘
钩的运用合理、形象，也增加了趣味性，活动效果很好。本
次活动围绕目标进行，每个环节紧紧相扣，层层递进，从而
激发幼儿保护空气，保护大自然的意识。符合中班孩子的年



龄特点。

好玩的空气教案反思中班篇二

来源：淄博市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幼儿园 徐婷婷

【 活动目标】

【活动准备】

1、棉花、香烟、瓶子。

2、自制多媒体电脑教学软件。

3、自摄的有关空气污染的录像片。

【活动过程】

1、了解空气遭受污染的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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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小朋友认真看录像，想一想这些事情对空气有没有影
响。

(2)放映自摄录像片，请幼儿观看。镜头一：满天飞扬的尘
土;镜头二：汽车、摩托车排出的废气;镜头三：工厂烟囱飘
出的黑烟;镜头四：焚烧垃圾时产生的浓烟;镜头五：烧香、
放鞭炮时的缭绕烟雾;镜头六：正在公共场所吸烟的人。

(3)讨论：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污染的空气的事，这些事对人
类有什么危害?

2、感知不洁空气对人体的危害

(1)现在我们来做实验，方法是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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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课件《人图上半身内部器
官图》，重点突出呼吸道，显示空气在体内的循环现象及其
过程。

(4)向幼儿展示实验结果——瓶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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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身体危害很大。

3、鼓励幼儿学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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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操作鼠标，在自制多媒体电脑教学软件上找出污染空
气的行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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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随便乱扔垃圾)

【活动延伸】

鼓励幼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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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的空气教案反思中班篇三

我班幼儿升入中班后，多比小班时期好动，他们喜爱各种形
式的体育活动。但在活动中却缺少集体意识和合作能力。为
了加强幼儿这方面的培养，我在班上开展过几次教学活动，
效果都不太明显。

在一次区域活动中，我意外的发现几个小朋友用我放在扮演
区的`布，打开后把球放在上面滚来滚去，玩得十分带劲儿。
猛然间我也感受到布和球这两样东西之间碰出的剧烈火花。
怎样才能让这火花燃烧得更绚丽多彩呢?我想，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孩子们既然对布和球这么感兴趣，我何不胆尝试一下
呢?于是我决定把他放到本次体育活动设计中来。

根据《纲要》和《指南》中体育活动的要求我设定目标如下：

1、技能目标：发展幼儿手臂力量;提高幼儿协调能力。

2、能力发展目标：培养幼儿初步的团队意识和合作能力。

3、情感目标：主动参与体育活动，体验与同伴一起游戏的快
乐。

布(三块)、球(乒乓球、海洋球、小篮球、纸球)、篮子、音
乐。

一、开始部分

1、幼儿集体在门外等候

(师：今天老师要带你们去小动物家做客，谁想去啊?幼：我
想去。师：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2、随音乐做准备活动



以手臂运动为主

二、基本部分

(一)锻炼小手臂力量

布做“锅”，球做“食物”。幼儿齐力用手抓住布变出锅，
和老师一起做美食。)

1、炒豆豆(乒乓球)

动作要领：手抓住布，小手臂微微抖动，也可交替抖动。

2、煮汤圆(海洋球)

动作要领：手抓住布，小手臂上下抖动，也可交替抖动。

3、做爆米花(小篮球)

动作要领：手抓住布，小手臂用力抖动。也可交替抖动。

(二)锻炼手臂力量

布上贴灰狼，教师把它撑起。形成灰狼生动形象。

1、打倒灰狼

幼儿手持纸球，做投掷动作，用力打倒灰狼。要求瞄准目标。

2、打跑灰狼

幼儿再次捡起纸球，追着灰狼打，至到打跑灰狼。

三、结束部分



1、收拾场地，捡起纸球。

2、作放松运动。

3、离场。把食物送去给小动物们品尝。

用孩子感兴趣的方式发展幼儿的基本动作，提高他们动作的
协调性、灵活性，使他们在自主探索中获得成功体验。

好玩的空气教案反思中班篇四

目标：

做做小实验，感知空气的压力。

对实验中发生的现象产生兴趣。

培养幼儿动手操作能力，在活动中大胆创造并分享与同伴合
作成功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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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无色透明玻璃杯若干，水、厚卡纸和脸盆若干。

桌上铺上一次性塑料桌布。

过程：

倒不出来的谁。

--幼儿分成若干组，在脸盆里进行实验，探索不使杯子里的
水倒出来的方法。



--请成功和失败的小组各派一名代表来演示。通过对此，幼
儿知道只有使杯内无气泡(杯内无空气)，才能将杯子倒过来。

--幼儿再次进行实验，直到获得成功。

是谁在帮忙。

--为什么杯子里没有空气，谁才不会倒出来?

--究竟是谁在帮忙?谁那么有力量?

--引导幼儿交流：杯子里没有空气，外面的空气就会不让水
从杯子里流出来。

活动反思：

通过这一活动，幼儿都能很好地认识空气并知道空气的重要
性，活动中主要通过多次实验，探索利用小纸片使杯子里的
水倒过来而不流出来的方法，来感知空气的压力。环节中粘
钩的运用合理、形象，也增加了趣味性，活动效果很好。本
次活动围绕目标进行，每个环节紧紧相扣，层层递进，从而
激发幼儿保护空气，保护大自然的意识。符合中班孩子的年
龄特点。

好玩的空气教案反思中班篇五

目标：

运用各种感官发现空气就在我们的身边。

感受到空气流动能传播各种气味。

培养幼儿对科学现象进行探索的兴趣。



学习用语言、符号等多种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准备：

较厚的纸。

将酱油、醋、麻油、黄酒、碎苹果粒等装在胶卷盒里，并标
上号码。

空气清香剂或香水。

过程：

感觉空气。

--你知道空气在哪里吗?你能用什么办法证明空气在哪里呢?

--幼儿各自用自己想出来的方法进行尝试。

--引导幼儿拿着厚纸靠近脸呼气或吹气，感觉空气的流动。
说说自己的感觉。(痒痒的、暖暖的)--引导幼儿用手像扇子
一样在脸旁扇动，再次感受空气的流动与存在。

--原来空气就在我们身边，而且到处都有。

嗅觉大师。

--给每组幼儿提供一套用来嗅闻的物品。

--请幼儿闭上眼睛，逐一挥动、嗅闻，并记住胶卷盒上的号
码。

--胶卷盒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谁能闻出来，谁就是了不起的"
嗅觉大师"。



--是谁让我们成为了"嗅觉大师"?(空气)神秘的气流。

--教师在活动室里悄悄地喷一些空气清香剂，让幼儿感受。

--为什么我们的活动室里到处都有香香的气味呢?

--因为空气宝宝在我们的活动室里，它能帮我们闻到香香的
气味。

--你最喜欢空气宝宝给你带来些什么香味呢?(花香、饭菜香、
巧克力的香味，等等)

活动反思：

本活动我让幼儿在多次的实验当中感受空气的存在，使得幼
儿一直处于兴奋，积极的探索过程中。

在以后的教学活动中我应该让幼儿自己多发挥自己的想象，
多动手，尽量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使每个幼儿都能参与学
习、参与活动，参与讨论、参与发言，增强了幼儿学习科学
的信心，满足幼儿探索欲望。

好玩的空气教案反思中班篇六

活动目标：

1、探索生活中空气压力的各种现象的兴趣。

2、按照实验步骤细心操作，观察验证自己的猜测。

3、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4、使幼儿对探索自然现象感兴趣。

5、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活动重点难点：

活动重点：

在实验操作中，感受空气的压力。

活动难点：

能够按照实验步骤细心操作，观察验证自己的猜测。

活动准备：

玻璃瓶、纸片、玻璃弹珠、水。

活动流程：

直接导入——实验操作——活动延伸。

活动过程：

空气在哪里?

空气有力量吗?从小实验中找答案。

(一)第一次操作：空气能形成压力

1、材料介绍

猜一猜纸片能拖住玻璃杯里的水吗?

2、验证

(1)教师演示

重点步骤讲解：水倒满玻璃杯、用手轻压纸片、慢慢翻转。



(2)幼儿操作

两人一组完成实验。

寻找实验失败的原因。

3、实验结果

(1)幼儿交流

杯子倒过来水没有流出来，是谁在帮忙?

(2)为个别实验失败幼儿纠错

为什么水不加满，杯子倒过来水会落下来。

小结：杯子里的空气和外面大气压相互抵消。

(3)小结：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能形成一股力量，我们叫它
空气压力，帮助纸片托住玻璃杯里的水。只有做了实验才能
找到正确的结果。

(二)第二次操作：空气压力大

1、设疑

装满水的玻璃瓶里如果再放入弹珠，纸片会掉下来吗?

2、幼儿操作

数一数，放几颗弹珠。

提醒幼儿注意实验要点。

3、实验结果



幼儿交流

放了玻璃弹珠后，纸片掉下来了吗?

你放了几颗?

小结：原来空气的压力能够托起玻璃杯里那么多、那么重的
弹珠，空气的压力很大。

活动延伸：

生活中的空气压力

实物操作：粘勾、汽水

生活中有很多空气压力的存在，找一找。

活动反思：

通过这一活动，幼儿都能很好地认识空气并知道空气的重要
性，活动中主要通过多次实验，探索利用小纸片使杯子里的
水倒过来而不流出来的方法，来感知空气的压力。环节中粘
钩的运用合理、形象，也增加了趣味性，活动效果很好。本
次活动围绕目标进行，每个环节紧紧相扣，层层递进，从而
激发幼儿保护空气，保护大自然的意识。符合中班孩子的年
龄特点。

好玩的空气教案反思中班篇七

设计意图：

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空气无处不在，它与人们的生活紧密
联系，对于幼儿园中班的孩子，空气是非常抽象的概念，也
给了我智慧和灵感，多彩的气球，充气彩虹门，让我找到了



孩子们的兴趣点，更找到了中班孩子活动的切入点，利用幼
儿感兴趣的方式，去引导幼儿感知空气的存在，去探索袋子，
游泳圈，气球肚子里的秘密对中班幼儿来说无疑是一种有趣
新奇的事情，因此，我设计了这一科学活动。

活动目标：

1、帮助幼儿形象地感知空气的存在。

2、让幼儿体验在游戏探究中的快乐。

3、激发幼儿探索空气的兴趣。

4、使幼儿对探索自然现象感兴趣。

5、充分体验“科学就在身边”，产生在生活中发现、探索和
交流的兴趣。

活动准备：

皮球，粉笔若干，卡纸，蜡烛，玻璃杯，打火机，碎纸屑若
干，一盆水，充气玩具若干、游泳圈、做成娃娃的袋子若干、
气球一个，塑料袋若干与幼儿人数相等。

活动过程：

一时一刻离不了。(空气)

2.出示皮球，让幼儿说出皮球为什么会鼓起来?(空气)

1.找空气：师：小朋友们现在我们一起来找一找什么地方有
空气?将皮球，充气玩具，游泳圈一一出示，让幼儿说出谁住
在它们的里面?(空气)

幼儿讨论后回答，教师点评。



1.感知身体里的空气。让幼儿用手捏住鼻子闭上嘴巴，说出
自己的感受然后，用嘴对着手吹气感知身体里的空气。

2.感知粉笔里的空气。以分组活动的形式，幼儿分别把粉笔
头放入盛水的盆里，让幼儿观察并说出自己看到的现象。

1.出示玻璃杯和厚卡纸，给玻璃杯倒满水，盖上卡纸，然后
把杯子倒过来。你能使杯子里的水不倒出来吗?成功的和失败
的各一名代表上来演示，通过对比，幼儿知道只有盖住卡纸
使杯内无气泡(杯内无空气)，才能将杯子倒过来。幼儿再次
进行试验，直到获得成功。

2.提问;是谁在帮忙?为什么杯子里没有空气，水才不会导出
来?究竟是谁在帮忙?谁那么有力量?引导幼儿交流;杯子里没
有空气，外面的空气就会不让水从杯子里流出来。

3.将蜡烛点燃，请一名幼儿用玻璃杯罩住，观察有什么现象
发生?把碎纸屑放在桌子上，幼儿分组，用手在周围煽动，观
察纸屑的变化。让幼儿感受我们的周围充满空气，只是我们
看不见它。

让幼儿一人一个塑料袋到外面找空气玩，活动结束。

活动反思：

本活动是让幼儿对实验中发生的现象产生兴趣，通过在实验
中让幼儿操作并在探索的基础上让幼儿获得经验，玻璃杯中
没有空气，外面的空气就会进来，把水倒入杯中用卡纸盖住，
卡纸就会被吸住，水不会倒出来，添加了用杯子去盖住点燃
的蜡烛，一下蜡烛就灭了。说明空气可以支持燃烧，这样吸
引了 幼儿的注意，目的是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幼儿建立
了一个探索，尝试与交流的平台。在活动中利用了启发提问
观察的方法引导幼儿进行实践操作。幼儿通过猜谜语一一寻
找空气一一试验操作的教学环节，让抽象的自然想象变得具



体化，整个活动的气氛很活跃，突出了活动的重难点，丰富
了幼儿的生活经验，让幼儿理解了生活离不开空气，空气无
处不在，培了幼儿的认知能力。

好玩的空气教案反思中班篇八

活动目标：

活动准备：

气球、打气筒、纸、笔。

活动过程：

1、 引导、观察。

(1)、老师准备1个打气筒

(2)、对着幼儿的脸挤出一些空气。让幼儿感觉到空气

2、 探索：气球里的空气

(1)、猜想：没有吹气的气球里面有空气吗?

(2)、实验验证：用气球对着自己的脸吹气，感觉空气是否存
在。

(3)、给气球吹气，说说现在的气球是否存在空气。

(4)、实验验证：用气球对着自己的脸吹气，感觉空气是否存
在。

(5)、请幼儿记录

3、请幼儿在自己身边找一找，还有哪些东西里面有空气?



活动反思：

本活动我让幼儿在多次的实验当中感受空气的存在，使得幼
儿一直处于兴奋，积极的探索过程中。

在以后的教学活动中我应该让幼儿自己多发挥自己的想象，
多动手，尽量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使每个幼儿都能参与学
习、参与活动，参与讨论、参与发言，增强了幼儿学习科学
的信心，满足幼儿探索欲望。

好玩的空气教案反思中班篇九

1、启发幼儿积极动脑、动手，熟悉泡沫板的多种玩法，培养
幼儿的创造性。

2、通过活动发展幼儿跳、滚、钻、爬、平衡等基本动作，培
养幼儿灵敏、协调及活泼开朗的性格。

3、在感受歌曲的基础上，理解歌曲意境。

4、借助图谱记忆歌词、学习歌曲。

1、认识泡沫板，了解其特性。

2、泡沫板若干块、沙包、纸包球若干个，录音机、磁带。

1、准备运动：幼儿和教师一起随音乐做泡沫板操。

2、教师引发幼儿玩泡沫板的'兴趣：泡沫板除了可以做操还
可以怎么玩，请大家动脑筋，想一想，看谁想的玩法多，小
朋友可以自己玩，也可以与同伴一起玩。

3、幼儿自由玩泡沫板。看谁想的玩法多，玩出新花样。



4、老师表扬动脑筋、有创造性玩法的孩子，并组织孩子做一
些有创意的动作，如夹包跳五彩路、爬小道、头顶沙包跨走
过长龙、滚草地等等。

5、游戏：好玩的泡沫板。

小朋友真棒，创造了泡沫板的多种玩法，现在我们把这些动
作组合起来进行游戏吧。

老师交代玩法，提出要求后，与幼儿共同游戏：夹包跳五彩
路----爬小道----跨过小河----绕过障碍物走----跳栅栏---
-头顶沙包跨走过长龙----钻圈----滚草地等。

6、接龙。每个幼儿手持一块泡沫板一个跟一个拼搭城长龙状，
然后从最后的幼儿开始一个跟一个向前钻过，钻过后再排到
最前面重新接龙。游戏结束。

活动反思：

虽然是一块不起眼的泡沫板，却能激发幼儿活动的兴趣，使
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很好的发挥，这就是很好的题材，
很好的玩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