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科学活动教案公开课(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
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中班科学活动教案公开课篇一

蛋宝宝站起来了小班科学活动教案 由本站会员“comte”投稿
精心推荐，小编希望对你的学习工作能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蛋宝宝站起来了小班科学活动教案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可能需要进行教案编写工
作，编写教案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教材的重点与难点，进而
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教案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蛋宝宝站起来了小班科学活动教案，欢迎大家借鉴
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设计思路：

小班幼儿对事物的认识具有形象性、具体性的特点，喜欢直
接参与尝试，对操作体验型的活动尤为感兴趣。科学活
动“蛋宝宝站起来：正符合了孩子们好动手、喜探究的心理
特点。活动的目的是培养幼儿动手操作、主动活动的兴趣和
创造意识。材料的提供上既注意材料的平常性，又充分注意
了材料的层次性、开放性，幼儿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材料、不
同的方法，主动探索，体验成功的.快乐。

活动目标：

1、幼儿通过大胆尝试和探索，对事物产生好奇心和学习的愿



望。

2、愿意大胆地向同伴介绍自己成功的经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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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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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与幼儿人数相等）

2、鸡蛋（教师操作用，事先装饰成蛋宝宝）

3、若干材料筐、小沙盘、小瓶、瓶盖、小碗、小塑料盒、积
木、彩泥、沙包、米、报纸、卡纸条、手帕、小毛巾等辅助
材料若干。

活动过程：

一、激发幼儿兴趣

出示蛋宝宝，引发幼儿说说蛋宝宝长得怎么样？

二、幼儿自由探索

1、幼儿自由探索

2、幼儿讲述让蛋宝宝站起来的办法

三、借助辅助材料继续探索



1、幼儿大胆尝试，借助各种辅助材料使蛋宝宝站起来。

2、幼儿自由交谈、介绍自己的方法。

3、分享成功的喜悦，把自己的好方法介绍给大家。

活动反思：

这是小班的一节科学活动教学，根据新《纲要》提出：“教
育活动内容的选择要贴近于幼儿生活，据展幼儿的经验和视
野。”本活动运用教育新理念，建立民主、平等、和谐、合
作、互动的新型师生关系，使幼儿在以自己为主体的和谐宽
松的环境中，大胆自主地投入活动，得到发展。这节活动源
于幼儿生活，符合小班幼儿好动手、喜探究的心理。

【蛋宝宝站起来了小班科学活动教案】

蛋宝宝站起来了小班科学活动教案如果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请在本站搜索更多其他蛋宝宝站起来了小班科学活动教案范
文。

小班科学活动教案《水果宝宝》

小班美术《蛋宝宝变形记》教案

小班科学活动黄豆宝宝变魔术教案

科学活动--让物体站起活动

小班科学活动火车教案

中班科学活动教案公开课篇二



作为一名为他人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者，就难以避免地要准
备教案，教案有助于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如何把教
案做到重点突出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中班科学活动：
站起来_中班教案，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1.能通过探索发现纸张通过折叠等方式可以站立和承重。

2.能通过比较探索纸张的不同折叠方式对其承重能力的影响。

1.幼儿玩过“站起来”的音乐游戏。

2.幼儿尝试过借助辅助材料让物体站起来，如让笔站起来等。

3.幼儿参加过美工折纸活动。

1、游戏音乐、播放器。

2.教师用的统计表。

3.幼儿人手一份操作材料：四张纸、记录表、积木若干、笔。

1.引导语：来，让我们跟着轻松的音乐玩“站起来”的游戏
吧，小朋友们要开动脑筋，让自己站起来、站得稳，比比看
谁的办法多。

2.随着音乐每小段的自然休止，教师报出数字指令，幼儿
做“站起来”的动作。例如，教师报“3”，则幼儿身体3个
地方与地面接触；教师报“5”，则幼儿身体5个地方与地面
接触。

1.出示纸张导入：看大家玩得这么开心，纸张娃娃羡慕极了，
它也想自己站起来，我们来帮他想想办法吧。

2.分给幼儿每人一张纸，引导幼儿自由探索让纸张站起来的
不同方法。



3.幼儿探索，教师观察指导，可给幼儿适当的提示，如可通
过折叠的方法让纸张站起来。

4.分享交流：你用了什么办法让纸张站起来了呢？

5.教师根据幼儿的.示范在统计表中画出相应的图示。

1.猜测并实验：哪种纸张上放的积木最多？

结合统计表提问：纸张娃娃站起来了，它们可神气了，都说
自己的力量大，你们猜猜这几个纸张娃娃谁举起的积木最多。

2.鼓励幼儿猜测并自由把积木放在站着的纸上。

小结：同样的纸张，折的方法不一样，它能承受的重量也不
一样。

1.提问：纸怎么折叠，能使积木放得多又稳呢？

2.出示记录表，提出要求：每人一张记录表，把折纸的方法
画在第一行格子中，纸张实际能承受的积木数量记在第二行
格子中。

3.出示幼儿折的纸，分享交流：

（1）你的纸张娃娃放了几块积木？你用了什么折叠方法？

（2）你在摆放积木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发现了什么秘
密？

4.小结：折纸的次数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要把纸对齐折；
要先让纸自己站稳，再小心轻放积木，不能碰桌子。

幼儿号数：



折纸

方法

积木

数量

中班科学活动教案公开课篇三

1、探索让蛋宝宝站起来的方法，体验探索带来的乐趣。

2、在与材料的互动中获得有关物体支撑方面的经验。

（一）以幼儿做操为引子导入活动。

蛋宝宝告诉老师：它想看我们做操，可是躺在篮子里看不见，
谁来帮帮它？

（二）幼儿独立探索蛋宝宝站立的方法。

1、请两个幼儿上来试试：让蛋宝宝站立起来的方法。

2、说说：你的蛋宝宝站起来了吗？是怎么让蛋宝宝站起来的？

3、讨论：为什么蛋宝宝不容易立正？（因为蛋宝宝两头尖）

（三）运用材料探索帮助鸡蛋站立地方法，获得有关支撑的
经验。

1、蛋宝宝站不稳，心理很难过？看看哪些朋友愿意帮助它？

2、出示辅助材料，幼儿逐一认识。



3、鼓励引导幼儿选择一种材料进行探索活动。

4、第一次操作，随后请成功的幼儿展示自己的办法，分享同
伴的好办法。

5、第二次操作：没成功的幼儿学习同伴的方法，已经成功的
幼儿换一种方法再试试。

6、展示所有的方法，比较哪个方法能让蛋宝宝站得更稳。

7、放音乐，让蛋宝宝看幼儿神气地做操。

活动的内容很吸引幼儿，活动时发现幼儿对《蛋宝宝，站起
来》课题十分地感兴趣，操作的欲望很强。导入环节时
以“蛋宝宝”观看幼儿做操为引子导入活动，激发幼儿来尝
试让鸡蛋站起来操作欲望。第二环节，引导幼儿来初次操作
探索：“蛋宝宝站立”方法，提醒帮助蛋宝宝站起来的时候
不能弄坏它并讨论：蛋宝宝不能站立的原因，来获得相关经
验原来是蛋宝宝两头尖尖的缘故。第三环节，重点鼓励幼儿
们运用辅助材料如，米、沙包、毛巾、瓶盖、橡皮泥、积木、
餐巾纸、棉花等来探索蛋宝宝站立起来的好办法，在互动操
作中获得有关支撑方面的知识经验。操作中，妍妍、涵涵、
一一、嘉嘉、浩浩、琦琦、宸宸都成功地利用辅助材料让蛋
宝宝稳稳地站立起来，感受物体受支撑后的有趣现象，体验
了探索操作活动的无穷魅力与神奇。

中班科学活动教案公开课篇四

1.幼儿通过大胆尝试和探索，对事物产生好奇心和学习的愿
望。

2.愿意大胆地向同伴介绍自己成功的经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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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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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鸡蛋（与幼儿人数相等）

2.鸡蛋（教师操作用，事先装饰成蛋宝宝）

3.若干材料筐、小沙盘、小瓶、瓶盖、小碗、小塑料盒、积
木、彩泥、沙包、米、报纸、卡纸条、手帕、小毛巾等辅助
材料若干。

一、激发幼儿兴趣

出示蛋宝宝，引发幼儿说说蛋宝宝长得怎么样？

二、幼儿自由探索

1.幼儿自由探索

2.幼儿讲述让蛋宝宝站起来的办法

三、借助辅助材料继续探索

1.幼儿大胆尝试，借助各种辅助材料使蛋宝宝站起来。

2.幼儿自由交谈、介绍自己的方法。

3.分享成功的喜悦，把自己的好方法介绍给大家。

这是小班的一节科学活动教学，根据新《纲要》提出：“教
育活动内容的选择要贴近于幼儿生活，据展幼儿的经验和视
野。”本活动运用教育新理念，建立民主、平等、和谐、合



作、互动的新型师生关系，使幼儿在以自己为主体的和谐宽
松的环境中，大胆自主地投入活动，得到发展。这节活动源
于幼儿生活，符合小班幼儿好动手、喜探究的心理。

中班科学活动教案公开课篇五

1、通过游戏，探索让蛋立起来的方法。

2、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培养幼儿对周围事物的兴趣。

3、树立自信心，体验成功的乐趣。

熟蛋若干、大米、瓶盖、橡皮泥、扭扭棒等。

一、开始部分：通过谈话，激发幼儿兴趣。

出示动画蛋宝宝，引起幼儿注意。师：“小朋友们好，我们
是鸡蛋宝宝，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个小实验，你们想玩吗？一
起来看看吧！”

二、基本部分：

（一）在桌面上操作。

1、请幼儿讨论思考。

出示幼儿操作鸡蛋站立的视频，引导幼儿理解鸡蛋本身是圆
的，不能站立要靠物体支撑。

2、发给每位幼儿一个蛋，幼儿探索，寻找在桌面上让蛋站立
的方法。教师观察、鼓励。

3、教师根据幼儿操作、交流情况作简单小结。

提出问题：有没有不把蛋磕破就让蛋宝宝站立起来的方法？



（二）提供不同材料，请幼儿再次寻找让蛋立起来的方法。

1、出示并介绍为幼儿准备的各种材料。

2、自由选择材料进行试验。

3、引导幼儿使用各种辅助材料让蛋站立。鼓励幼儿多试、多
想、多观察。

三、结束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