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大班科学水的教案 大班科
学教案(模板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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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幼儿园大班科学水的教案篇一

1、体验探究安装手电筒的乐趣。

2、能细致的进行观察并拆装。

3、了解电池的正负极，知道正确连接正负极灯泡可以亮起来。

每组一个完整的老式手电筒（用于幼儿拆开、观察手电的组
成），两人一套实验物品（一个灯泡、一节电线和两节电
池），每人一个拆开后的手电筒。

（一）以谜语的形式导出手电筒，激发幼儿探索的欲望

指导语：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出个谜语，看谁能猜出来。

一根铁柱胆不小，头带玻璃平顶帽；

一只眼睛亮闪闪，哪儿黑往哪儿瞧。——（手电筒）

提问：手电筒是用来做什么的`？那手电筒为什么会发出光亮
呢？

（二）拆一拆、玩一玩，了解手电筒的组成



指导语：每个组里有一个完整的手电筒，我们拆开后仔细观
察手电筒里有什么？要求：

1、从手电筒的后边拆开，灯头保留。

2、仔细观察手电筒的每一部分，观察完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请幼儿说一说，出示课件，一起认识一下手电筒的组成。知
道只有把所有的材料正确的组装起来，手电才能发亮。

（三）引导幼儿观察，了解电池的正负极

1、请幼儿仔细观察电池，电池长什么样？两端一样吗？你还
发现了什么？

总结：用“+”号表示的那一头，鼓起来的那一部分叫正极，用
“—”号表示的那头，平平的那一端叫做负极。

2、看电池图片，能快速区分电池的正负极。

（四）小实验：如何让灯泡亮起来。

老师这里有一段电线、一个小灯泡、一节电池，两个小朋友
一组，进行操作，怎样将电池、电线和灯泡连起来，使灯泡
发亮。因为灯泡易碎，所以小朋友在操作的时候要轻拿轻放，
注意安全。如果灯泡亮了，不要老让它亮起来，小心烫着。

1、幼儿操作，教师指导。

2、让幼儿说一说你是怎样连接的？谁连接正极？谁连接负极？

小结：电线和灯泡各连接电池的正极和负极，让它成为一个
封闭的圆，也就是将电池的正极和负极相连，就能使灯泡发
亮。



3、再加一节电池，使灯泡亮起来，两节电池中间是怎样连接
的？

小结：电池和电池中间也是正极和负极相连的。

（五）组装手电筒

指导语：手电筒就是按照这个原理使灯泡发亮的。小灯泡代
表手电筒里的灯泡，手电筒里有电池，电线就是一个导电体，
而我们小朋友见到的铁壳也是一个导电体，塑料不是导电体，
但塑料里面有电线或铁片来充当导电体。（解释导电体）

老师为每个小朋友准备了一个拆开后的手电筒，小朋友就用
我们学的这个原理，试着将手电筒组装起来。

问题：探索为什么你的没有亮？哪里出错了？引导幼儿使手
电筒都能亮起来。

（六）手影游戏

游戏玩法和要求：每个小组选一人打亮手电筒照在墙面上，
其他幼儿用手组装各种造型进行游戏，然后更换打灯人轮流
游戏。

（七）结束

幼儿园大班科学水的教案篇二

1、有主动探究风的奥秘的愿望。

2、初步会运用多种途径获取有关风的信息。

3、能大声清楚的用语言进行表述，大胆交往。



1、幼儿每人一个记录本。水彩笔、小篮子若干。

2、“小记者”采访证，采访表。

3、“风”的多媒体课件一个；有关“风”的图片、图书资料
若干。

一、多媒体展示风的情景，激励幼儿探究的愿望。

提问：羽毛为什么会摇摇摆摆飞上天？

二、幼儿互相交流风的经验，进一步了解风。

1、引导幼儿谈论自己对风的认识及体会。

提问：你们发现过风吗？怎样发现的？

2、引导幼儿了解风的特征。

提问：这些风给我们的感觉是相同的吗？有什么不同？

3、引导幼儿感知风的类型。

提问：风还有哪些名字呢？

三、幼儿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了解风的利用。

1、引导幼儿说出获取信息的方法。

（1）翻阅图书、图片资料。（2）询问客人；。

（3）与同伴讨论。（4）记录信息。

2、幼儿通过多种途径了解风的利用并记录。



3、幼儿讨论风的作用，交流经验。

（1）请幼儿看记录本或使用投影仪介绍风的利用。

提问：风有什么作用？

（2）幼儿互相交流风的作用。

4、教师介绍电脑查询信息的方法，揭示风的利弊。

5、启发幼儿想象风的利用。

（1）请个别幼儿讲述自己的愿望。

提问：你想请风娃娃帮助你实现什么美好的愿望？

（2）幼儿向同伴讲述自己的愿望。

四、幼儿扮“小记者”采访客人，了解有关风的问题。

出示记者证和采访表，介绍采访的内容。

幼儿主动提出风的问题，询问客人。

幼儿园大班科学水的教案篇三

1、初步认识沙子和石头的特征，知道沙子和石头是多种多样
的。

2、通过观察、讨论，发现沙、石的用途以及它们和人们生活
的关系。

1、课件：有用的石头。

2、课-照片：岩石。



3、幼儿用水彩笔。

4、幼儿搜集的小石头。

一、导入

图片欣赏：漂亮的岩石

教师提出疑问：漂亮的岩石是怎样形成的呢？

引起幼儿的探索兴趣。

二、展开

1、教师讲解岩石的形成

岩石是经过风吹日晒，又经过雨水、空气等外力的作用，沉
积成岩固结而形成的岩石。

教师：你们出去旅游的时候看见过岩石吗？想一想在哪里见
过岩石？

（提示：海边，山林等）

2、实验。

出示：一团捏在一起的湿沙

你们看这是什么？现在，我们用吹风机吹一吹，看看有什么
变化？

小结：小球上的沙，由于湿度的'变化和挤压，可变成岩石。

老师再告诉小朋友呀，岩石经过风吹、日晒或水浪的冲击可
变成大石头呢。



3、了解岩石的沙化特征

课件演示：岩石和沙子

教师：看看照片上是什么？，你们知道沙子是怎样形成的吗？

小结：岩石被风化成为小块后，还必须经水流的不断冲涮，
才能形成沙子，粗沙进一步又可变成细沙。所以，可以说沙
是石头变的，石头也是由沙变的。

4、引导幼儿在探索中认识石头。

（1）让幼儿自己玩自己的石头（每人一块，颜色、大小、形
状不一），

（2）启发提问：

石头是什么样的？（硬硬的）

摸上去有什么感觉？（粗糙、光滑）

你手里的石头是什么颜色的，什么形状的？

（引导幼儿说出：石头是多种多样的，颜色有……，形状
有……）

5、讨论：石头有什么用？

课件演示：《有用的石头》

铺路、铺地、筑防洪堤、做假山、石桥和石凳、石栏杆

结论：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石头。

三、结束



鼓励幼儿在小石头上作画。

引导幼儿回家后继续收集不同的石头，了解不同石头的作用，
然后讲给大家听。

幼儿园大班科学水的教案篇四

1、了解鱼类的主要特征。(身体表面有鳞,用鳃呼吸,靠鳍运
动,用卵繁殖后代,终生离不开水)。

2、学习分辨鱼类和非鱼类，并说出理由。

3、发展合作探究与用符号记录实验结果的能力。

4、培养探索自然的兴趣。

5、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1、经验准备：

幼儿对于鲫鱼和金鱼已经有了充分的观察，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

2、物质准备：

ppt、金鱼和鲫鱼的手偶各一个、人手一张指示牌，正面笑脸，
反面哭脸。

一、故事导入--《鲫鱼搬新家》的故事。

二、找出鲫鱼和金鱼的共同特征--通过比较在黑板上罗列出
鲫鱼和金鱼的共同点。

--及时帮助幼儿归纳总结出鱼的特征。



三、选择区域：它们是鱼吗?

--提出问题：乌龟是鱼吗?

师：孩子们你们认为乌龟是鱼的，请坐在a区;觉得不是的，
请坐在b区。

师：你为什么会觉得不是鱼呢?(说说理由)--教师播放乌龟生
活习性的视频帮助孩子理解为什么乌龟不是鱼。

四、根据已有经验判断墨鱼是鱼吗?

1、点击ppt，出示墨鱼，猜想：墨鱼该属于什么类?

2、根据幼儿对墨鱼的判断为"鱼类"、"非鱼类"两个答案为分
组依据，把幼儿分为"鱼类""非鱼类"和"不确定"三类。

3.模拟辩论的形式，两组各派代表，表述自己的理由。

例如：鱼组墨鱼会游，所以它是鱼类。

非鱼组墨鱼没有鳃和鳍，可是鱼是有鱼鳃和鱼鳍的，所以它
不是鱼类。

4、借助ppt，了解"墨鱼"的特征。

四、辩论结束。

师：墨鱼到底加入了鱼类还是非鱼类呢?让我们一起听听墨鱼
是怎么说的。

五、《小朋友的书-动物王国》

--小朋友，你认识这些水中生物吗?哪些生物你觉得不是鱼类



呢?说一说你的原因。

请你再去收集资料：还有哪些"x鱼"其实不是真正的"鱼"。

三、根据已有经验判断蝙蝠是鸟类还是兽类。

1、点击ppt，出示蝙蝠，猜想：蝙蝠该属于什么类?

2、根据幼儿对蝙蝠的判断为"鸟类"、"兽类"两个答案为分组
依据，把幼儿分为"鸟类""兽类"和"不确定"三类。

3、模拟辩论的形式，两组各派代表，表述自己的理由。

例如：鸟类组蝙蝠会飞，所以它是鸟类。

兽类组鸟的嘴巴尖尖的，可是蝙蝠是有牙齿的，所以它不是
鸟类是兽类。

4、借助ppt，了解"蝙蝠"的特征。

这节课中，我觉得我的活动提问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提
问的效果也很好。可以说在大家的讨论下，提问的有效性有
了很大的提高。幼儿不仅会说了，而且还更会问了。这样的
自由探索活动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也激发了他们的学习
热情。孩子们在轻松、愉快地氛围中，发挥了他们在活动中
的主动性，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幼儿园大班科学水的教案篇五

1.认识大树的不同部位。

2.知道四季树木的变化。

3.通过实验培养互相礼让，学习分工合作的能力。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1.树叶、树枝、树皮、树根及不透明的袋子一个。

2.音频材料散《文落叶》

1.问候引出课题；

3.教师引导幼儿想想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相当于大树的什么
部位；

4.幼儿表演大树；

5.引入四季树叶的变化,带着问题欣赏散文《落叶》；

6.教师引导幼儿讨论四季树叶都有什么变化；

7.幼儿表演(把自己想象成一颗树)。

1.幼儿画出自己心目中的大树；

2.家长可带幼儿去户外观察大树。

在这一主题活动中，我们让幼儿认识了各种各样的树，给孩
子们展示个各种各样的树叶，让他们能大概得分清树叶的名
称，知道树叶四季的变化，马路上的树和公园里的有什么不
同，知道这些行道树的功能，并且扮演了各种树的姿态，及
他们不同的造型，被人们当衣架晾衣服时的不开心，知道保
护树木。

小百科：树木是一种高大的木本组织植物， 由“枝”
和“杆”还有“叶”呈现，可存活几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