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科学可爱的蛋宝宝 大班科学
教案可爱的不倒翁及活动反思(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小班科学可爱的蛋宝宝篇一

活动目标：1、让幼儿在操作中感知电动玩具的共同特征——
有电源才会动。

2、初步让幼儿了解正确安装使用电池的方法。

3、进步激发幼儿对电动玩具的好奇心，发展探索的兴趣。

活动准备：幼儿自带的电动玩具一个，电池若干，安装电路
图一张。

活动过程：一、导入

师：哇!教师里有这么多的电动玩具，我们今天来开个玩具运
动会吧。

老师请小朋友自己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电动玩具，让它动起来
好吗?

二、操作探索

师：玩具动起来了没有?(幼：动起来了，你是怎么让它动起
来的?幼儿自由举手回答怎么让玩具动起来的)



师：刚刚小朋友说把电源开关打开就可以让玩具动起来?可是
有的小朋友的打开来了

开关玩具还是没有动起来?是怎么回事呢?

师：小朋友找找原因看是怎么回事?或那个小朋友帮助它让玩
具动起来。(解决问题、找原因，幼儿自己玩玩具发起问题原
因)

幼：是因为玩具里面的电池没用了。

师：哦!原来里面的电池坏了，那小朋友都打开小面“肚子”
看看是不是都装有

师：哦!原来是因为有了什么才使玩具动起来的?

幼：因为玩具里面装了电池。

(1)拆电动玩具

师：老师请小朋友把玩具里面的电池拆开看看里面有几节电
池好吗?

幼：两节三节，有的有，有的没有

得出结论：原来是要把玩具里面的电池上满了再打开开关就
可以让玩具动起来。

师：那有的小朋友的少了电池怎么办?

幼：在装上电池，那我们来试试看是不是装上电池就会让玩
具动起来呢?

师：我上了电池可玩具还是不会动?为什么呢?



幼：因为电池坏了，电池没用或没有装好等

师：请小朋友来帮帮老师检查到底怎么回事?(幼儿举手回答)

(2)幼儿讨论交流(教师鼓励幼儿把自己的发现大胆的表述出
来)

三、认识电池有正负极，学习正确安装电池的方法。

师：刚刚老师请小朋友帮老师检查了电池，小朋友有没发现
电池有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幼儿举手自由回答)

幼：有一边是平的，一边突出来了一点。

师：对了，回答得真好!小朋友都看到了电池的两端是不是一
样的啊?(幼：不是)

师：教师出示“+”“一”符号请小朋友你们认识这两个是什
么符号吗?请小朋友回答?

幼：可能会说是加号和减号。

师：回答得对吗?现在老师老告诉小朋友他们的名字叫什么?
一个叫正极一个叫负极.小朋友跟老师说一遍。我们要把突出
来的这边对着铁皮这边，把平平的尾巴这边对着弹簧这边。

幼：对或不对(幼儿举手回答对或不对原因)

幼：学会了(有个别小朋友还没学会，请那个会的小朋友来帮
助他好吗?)

师:那老师现在请小朋友把你们拆开的电池上回去好吗?看看
自己是不是学会了哦!

师：今天的玩具运动会真热闹，小朋友我们赶快拿好我们的



玩具出去比赛喽!

活动延伸:

(1)在班里设立“电池回收箱”鼓励幼儿从收集废旧电池开始，
争做“环保小卫士”

(2)在操作区提供电池，各种电动玩具，鼓励幼儿进一步操作
探索。

(3)教育幼儿要爱惜玩具。爱惜电池不要让电池沾水，受潮等。

小班科学可爱的蛋宝宝篇二

【活动设计】

幼儿在生活中中经常接触熟鸡蛋，可是他们却很少接触生鸡
蛋，他们迫切的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亲自敲开生鸡蛋来看看，
体验一下敲生鸡蛋的感觉，（我家孩子每次只要在我做饭时
用到鸡蛋，都会抢着帮我敲鸡蛋）借此机会，可以让孩子们
看看生鸡蛋和熟鸡蛋有什么不一样。

在没看到这节课之前，我真的不知道生鸡蛋和熟鸡蛋是怎样
区分的，确切地说不知道有这么多方法来区分生鸡蛋和熟鸡
蛋。

【活动目标】

1、学会积累、记录等不同的探索方法，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
有很多种。

2、喜欢参与区分生蛋和熟蛋的探索活动，并能在集体面前大
胆讲述自己的探索结果。



【活动准备】

实验用品：生熟鸡蛋每人一枚，盘子若干，水。

【活动过程】

1、谈话引出主题，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2、请幼儿讨论怎样区分生鸡蛋和熟鸡蛋。

3、请幼儿尝试怎样区分生鸡蛋和熟鸡蛋。并请幼儿讲一讲，
是怎样区分出来的生鸡蛋和熟鸡蛋。

4、共同探索区分生、熟鸡蛋的不同方法，并记录。

刚才有的小朋友成功的区分出了生鸡蛋和熟鸡蛋，那现在咱
们一起来试一试好吗？记得在实验的过程中作好记录。

（1）摇一摇，仔细感觉两个蛋宝宝有什么不同。说一说你们
感觉到了什么？

验证幼儿发现：晃动的'是生鸡蛋、不晃动的是熟鸡蛋。咱们
给熟鸡蛋贴一个小标记，贴一个蓝色的小方形。

（2）转一转，两个蛋宝宝要进行转圈比赛，看一看，它们有
什么不同？

提问：你发现了什么？猜猜转得快的是生蛋还是熟蛋，从而
激发幼儿探索科学的兴趣，验证幼儿的发现：转得慢的是生
鸡蛋、转得快的是熟鸡蛋。

5、教师小结，再次尝试。

刚才咱们成功的区分出了生鸡蛋和熟鸡蛋，老师这里也有一
个办法，咱们一起来试试，放在水里，这两个鸡蛋会有什么



不同？熟鸡蛋会飘起来，生鸡蛋会沉下去。

6、说一说：通过刚才的实验咱们找出了生鸡蛋和熟鸡蛋，并
在熟鸡蛋上做了标记，贴上了蓝色的小圆形，那么，咱们找
的对不对呢？一起来验证一下。请小朋友敲一下带蓝色标记
的鸡蛋，试试自己找的对不对。

7、活动结束，一起来分享熟鸡蛋。

【教学反思】1、精心的准备。在上课之前，精心的备课，把
孩子有可能提到的问题或者自己想到得问题，上网搜索精确
的解答。

2、充分做好了课前的准备工作。

（1）为每位幼儿都准备了生鸡蛋和熟鸡蛋，考虑到幼儿会发
生多种状况的，并多准备了些鸡蛋。

（2）孩子做实验用的其他材料：小碗、透明塑料桶。

3、授课过程

（1）请幼儿尝试怎样区分生鸡蛋和熟鸡蛋。有的孩子不小心
打碎了鸡蛋，于是，我有点着急，其实，孩子的年龄这么小，
这是随时都会发生的正常事情。

（2）共同探索区分生、熟鸡蛋的方法。在探索之前讲了规则
意识，鼓励幼儿在探索中发现问题，比较生蛋和熟蛋的异同
点。虽然表扬了善于发现的幼儿，但孩子探索发现的积极性
不是想象的那么高，而没有更好的更深入的探索发现。

（3）在以后的教学中，教师要尽量创造条件让幼儿实际参加
探究活动，使他们感受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体验发现的
乐趣。



（4）在一日生活中，幼儿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和疑问无时无刻
不在发生。因此，幼儿科学教育应该更多地在一日生活中随
机生成。

要敏锐地觉察到幼儿随时出现的探究兴趣和关注的事物，生
成系列的不断深入的探究活动或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随机教
育活动。

小班科学可爱的蛋宝宝篇三

活动目标：

1.了解脚的外形特征。

2.初步认识脚的作用，懂得应该保护脚。

活动准备：大小脚印图，律动音乐

活动过程：

1.交流与讨论：脚丫有哪些本领？

2.鼓励幼儿与同伴交流自己对脚丫的发现。

3.启发幼儿思考：如果没有脚会怎么样？

4.小结：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我们可以走、可
以跑、可以跳，没有了脚我们寸步难行，所以我们要保护好
自己的脚。

小班科学可爱的蛋宝宝篇四

1、通过幼儿的观察与动手探索，发现不倒翁不倒的原因是：



一是上重下轻，二是底面大圆滑。

2、简单了解物体重心，物体底面面积的大小与稳定性之间的
简单科学道理。

3、萌发幼儿对科学的探索欲望。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不倒翁数个;木板、锥体等物体若干。

1、谜语导入：一个老爷爷，别看年纪大，走路左右摆，就是
不倒下。

2、出示不倒翁，引起幼儿参与的兴趣。

(1)、教师让不倒翁动起来，并提出问题，不倒翁为什么怎么
推它也不倒下?

(2)、幼儿分组，带着问题去操作、探索和发现不倒翁的不倒
的原因。

(3)、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参与者，引导者。

3、进入集体活动环节，教师提出以下问题。

(2)、不倒翁为什么不倒?

(3)、教师小结：不倒翁不倒的原因一是它的身体上重下轻，
底部有一块较重的铁块;二是底面面积较大并且圆滑，向一边
倾斜时，重力的作用使它摇摆起来。

4、探索重心、物体底面面积的大小与稳定性之间的简单道理。



(1)、幼儿分组操作木板，锥体，让操作物体站立，教师在这
个过程中进行引领。

(3)、操作不倒翁，让它左右大摇大摆，发现重心与重力作用
之间的简单的关系。

5、教师小结。

(1)、通过木板的站立的不同方式，发现底面面积越大，物体
越稳定。

(2)、通过操作不倒翁，当不倒翁倒向左边时，重心和重力作
用线在接触点的右边，反之相同;不倒翁倾斜的程度越大，重
力产生的作用就越大，摆动就越大。

6、幼儿边玩不倒翁边念儿歌边动作结束。

7、附儿歌：不倒翁，真好玩，样子长的也很独特;

头儿小来，脚儿大，头儿轻来，脚儿重;

左推它不倒，右摇它不倒;

倾斜的越大，摆动的越大;

往左倒，重心和重力作用线(接触点)在右边;

往右倒，重心和重力作用线(接触点)在左边;

摇摇摇，摆摆摆，不倒翁是我的'好玩伴。

制作过程中，孩子们在学习中操作，在操作中又学到了和巩
固了知识。



小班科学可爱的蛋宝宝篇五

1、认识小脚。

2、知道小脚能做什么，产生初步的探索兴趣。

3、通过活动，让幼儿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小脚。

1、场景布置：地砖、海绵垫、石子，塑料脚垫，积木等不同
触觉垫；

2、幻灯片《可爱的小脚》

3、背景音乐：森林狂想曲，动感音乐伴奏

（直观性导入，出小脚视频，引起兴趣）

师：小朋友看，小脚，可爱吗？

幼：（可爱）

师：马上脱掉小袜子，看看自己的小脚！

（出示标题）

（1）观察、认识

师：请小朋友们仔细看看小脚上面有什么？（观察一会）

谁想告诉大家，举起你的小脚丫。

幼：有脚趾头、脚趾甲、脚背、、脚心、脚跟、脚掌。

师：动动脚指头，（个别小朋友动：来，你动一动脚指头，
多找几个幼儿）



师：摸一摸脚趾甲，捏一捏（老师摸摸回答小朋友的脚趾甲，
顺便摸摸他周围小朋友的）

师：拍一拍小脚背（轻轻拍，用点力）

师：捶捶脚掌（老师捶捶回答小朋友的脚掌，顺便捶捶周围
小朋友的脚掌）

师：脚心，挠挠，挠挠旁边小朋友的脚心

（教师根据幼儿回答顺序机敏的应变引导策略）

（2）巩固（出示幻灯片———认识小脚）

师：小脚上面有脚趾，脚趾甲

师：学学小企鹅走路、用脚跟试试（脚跟———小企鹅）

脚掌变成小天鹅，跳跳舞。

我们美丽的小天鹅飞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1）小脚的用处

师：我们的小脚真漂亮，想一想，你的小脚都会做什么事？
（幻灯片———小脚会做什么？）

（引导幼儿）说出：踢球、骑小车、滑滑板、轮滑、跳高、
跳绳等。

师：你们的小脚可真厉害，看看，他们的小脚都会做什么？
（出示幻灯片———图片骑车，踢球、跑步、走路等等）

有了小脚可以走路、踢球、骑脚踏车、跳绳、滑板、轮滑、
跳高。小脚丫本领大不大？（大）



（2）脚的感知功能

师：森林召开联欢会，小朋友们，想不想去？

幼：（想）

师：别着急，先让小脚热热身。

1、2、1、2（踏步）抖一抖，抖一抖（左右脚）

1、2、1、2（踏步）

跳一跳，跳一跳

（幼儿边热身边排队。）

师：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小脚丫出发喽！

（放轻松音乐———《森林狂想曲》小脚踩不同材料，教师
适时引导幼儿有纪律、有轻重的踩，音乐结束感受结束，幼
儿回到位置做好）

师：小脚丫回到座位上休息一下吧！（请坐！）

宝贝们，你的.小脚都踩到了什么？（脚垫，海面，石子，积
木、瓷砖）

（个别提问）你的小脚踩在脚垫上，有什么感觉？

你的小脚踩海面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你踩石子时是什么感觉？



你踩瓷砖时有什么感觉？

你踩积木时是什么感觉？

（教师灵活引导）

师：你们平时走路时，光着脚吗？

幼：（不，穿鞋子。）

师：为什么要穿鞋？

（引导幼儿说出：路太脏了，穿上鞋脚干净；会有碎玻璃，
碎石子，穿上鞋不会扎破脚，流血；路上有泥、水，穿上鞋
能防滑等）

师：踩到海棉感觉软软的很舒服，踩到石子和积木时却感觉
很硬很疼，如果小朋友踩到更尖更硬的东西，还会弄伤小脚！
所以穿上鞋可以保护小脚。

师：（出示幻灯片———穿鞋小）咦，这是在干什么？

幼：穿鞋

师：鞋子合脚吗？

幼：不合脚，太小啦！

师：穿小鞋有什么不好？

幼：穿小鞋挤脚、脚疼、脚变形等

师：（出示图片———穿大鞋）穿小鞋不好，看看她穿了一
双这么大的鞋，这样好吗？



幼：不好，穿大鞋走路不方便，太慢，容易摔倒

师：所以我们应该穿（幻灯片———合适的鞋）合脚的的鞋

师：低头闻闻小脚，什么味？

幼：（臭味、汗味。）

师：那怎么办？

幼：洗脚。（幻灯片———洗脚，幼儿如果回答不上来也放，
看看她是怎么做的？）

师：说的好，天天洗脚，可以预防脚气，防止小脚生病。我
们的小脚在幼儿园每天做游戏，跳舞，做操，走路很辛苦，
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小脚更舒服，洗完小脚再捏一捏，揉
一揉。小朋友们可以试一试。

师：穿合脚的鞋子，洗脚都可以保护小脚，谁还有别的保护
办法？

和你旁边的小朋友说说？

（幼儿自由讨论，教师指导。）

个别回答：来你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

师：常剪趾甲，常做按摩，勤换袜子，穿纯棉的袜子，不穿
太硬的鞋子，穿透气的鞋子等等（幻灯片———各种保护方
法）

（出示最后一张幻灯片小脚）小朋友们，我们一起跳着舞和
小脚再见吧！（直接图片上单击鼠标放音乐，师带领幼儿跳
再见舞）



好，现在穿上袜子和鞋子，洗洗小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