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玩水游戏教案大班 幼儿园大
班玩水游戏教案(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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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玩水游戏教案大班篇一

1、喜欢水，在玩水的过程中发现、探究问题，并想办法寻找
答案，感受水的特性。

2、了解物体在水中沉浮的现象，能给沉浮的物体进行分类。

3、对水的浮力感兴趣，能积极参与活动进行探索。

4、遵守玩水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5、体验游戏中互相合作的快乐及获得成功的满足。

让幼儿知道水是一种无色、无味、无一定形状，能溶于水的
透明液体。

1、物质准备：杯子、醋、盐、糖、牛奶、塑料袋。

2、经验准备：知道人的生命离不开水。

一、通过猜谜、谈话活动激发幼儿玩水兴趣。

1、师：小朋友，给你们猜个谜语，好吗？双手抓不起，刀劈
劈不开，煮饭和洗衣，都要请它来。



幼：水

2、我们在生活中需不需要水？你们喜欢玩水吗？水有什么秘
密呢？那么这我们来一起玩水吧！

二、桌子上有三人杯子，分别装有牛奶、水、白醋，请幼儿
用什么办法来区分？

（一）1、幼：有一只杯子里是白色液体的牛奶。

2、幼：有一只杯子里的液体用鼻子闻起来酸酸的，是白醋。

3、幼：有一只杯子里的既无色，又无味的是水

4、幼：可以尝一尝，就会知道哪个杯子是什么。

5、师：在生活中，我们对水有一定的了解，今天通过比较，
更加深了水的特殊性质。水是一种无色、无味、透明的液体。

（二）1、师：用塑料袋装水，通过塑料袋你看到了什么？

2、幼：我看到了水可以流动，而且没有一定形状。

3、师：扎破塑料袋你发现了什么？

4、幼：水从小口喷散出来。

5、师：通过这个原理我们来做一个小喷壶吧！

（三）在容器中放入小石子，豆角籽、气球吹塑纸等物品，
你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会看到？用自己的想法说给大家听一
听。

幼儿交谈之后师总结，因为水有浮力，所以比较轻的物体就
会浮在水面上。



（四）小实验

通过实验、观察，发现水能溶解许多物质，如盐、糖、洗衣
粉、药面儿等。

三、讨论活动：

1、水的用途有多大？无们的生活能不能离开水？

2、假如没有水，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3、水资源是用之不竭的吗？我们应该怎样用水呢？（出示节
约用水的标志）

组织幼儿清洗自己的水杯和小手帕，体验劳动的快乐。

幼儿园玩水游戏教案大班篇二

当前，幼儿多生活在封闭式的套房里，精巧的玩具、电
视“保姆”等满足不幼儿的发展需求。根据幼儿的健康教育
目标，设计了这个赤足玩沙玩水活动。

1、引导幼儿知道每个人的赤足脚印各不相同，培养探索自身
的兴趣。

2、让幼儿知道赤足有助于健康，体验赤足的乐趣。

3、培养幼儿活泼开朗的性格和自我服务的能力。

4、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应经学习了知
识。

5、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重点：让幼儿在水中、沙上自由行走，体验赤足感觉。



难点：观察沙上脚印，溅起的水花像什么，培养幼儿的观察
和想象能力。

1、沙池、水池（浅水）。

2、活动前一天通知幼儿穿松紧鞋带，每人一块擦脚布。

1、沙上活动。让幼儿脱掉鞋袜，卷起裤脚。

（1）在沙上轻松自由行走，体验赤足踩沙的感觉。

（2）踩脚印。说说发现了什么。

（3）观察脚印。先引导幼儿认真观察自己的脚印，说说自己
的脚印什么样，像什么。再引导幼儿互相观察，说说每个人
的脚印有什么不同。然后让幼儿在沙上自由踩脚印，看谁踩
出的图形多，并说出图形像什么。

2、踩水活动（带幼儿到浅水池赤足踩水）

（1）说说赤脚踩水的感觉怎样。体验踩水的乐趣。

（2）观察用力踩水溅起的水花，用一句话说出水花像什么。

3、在水泥地上跳“赤脚”舞（感到开心你就跺跺脚），用脚
的动作表现赤脚的乐趣。

4、总结赤足的好处，鼓励幼儿多参加赤足活动。

5、活动结束：幼儿自己洗脚、擦脚、传鞋，比一比谁干得又
快又好。

本次活动给幼儿提供了充分参与的机会。鼓励幼儿用不同的
方式去体验赤足的乐趣，调动了幼儿的积极性，使幼儿真正
成为户外活动的主人。既突出游戏性，提高幼儿的兴趣，又



发挥了幼儿的主体性。在活动结束时，让幼儿在老师的指导
下自己洗脚，擦脚，穿鞋，培养了他们的自我服务意识。

幼儿园玩水游戏教案大班篇三

2、了解水的用途，知道节约用水

3、提高幼儿的感知能力，培养幼儿对周围生活的关注

1、每桌一杯清水，一杯牛奶，一杯醋

2、小勺子，吸管，温开水，盐、白砂糖

3、彩色塑料物件，石头，洗衣粉

活动一：认识水是无色，无味，透明的

(一)、引导活动，猜谜语，激发幼儿的兴趣

手抓不起，刀劈不开，洗脸洗手，都叫他来

(二)、基本活动

1、水是没有颜色的

出示一杯牛奶和一杯水，让幼儿比较，说出：牛奶是什么颜
色的?水呢?

2、水是没有气味的

出示一杯醋和一杯水，幼儿闻一闻醋，再闻一闻水，说说水
有没有气味

3、水是没有味道的



幼儿尝尝甜牛奶，尝尝醋，尝尝水，比较：水有没有味道?

5、小结：水是无色，无味而且透明的

活动二：

(一)、引导活动

2、请个别的小朋友尝尝

3、问：为什么这杯水会是甜的?

(二)：基本活动

1、引导幼儿对比观察糖和水的颜色味道，分别是白与无色，
甜与无味

2、将白糖放进水里轻轻搅动，慢慢的，糖不见了，白糖到哪
里去了?

3、用吸管吸一口水，看看味道怎么样?

4、再用盐做一次实验

5、小结：水能溶解糖和盐

(三)：巩固活动

1、讨论还有哪些东西可以溶解在水里?

3、提醒幼儿回家继续做类似的实验

活动三：讨论

水有什么用途呢?小朋友应该怎样节约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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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多开设一些活动，在活动中扩展幼儿的思维，以下
是“幼儿园游戏教案《玩水乐》”，希望给大家带来帮助！

活动目标：

1、初步建立对水的感觉经验（水是流动的）。

2、通过现有的玩水工具知道哪些工具能盛水，哪些工具不能
盛水。

3、鼓励幼儿积极、大胆地表述（丰富词汇舀、倒、洒、流等
等）

活动准备：

1、每人一套玩水的工具（漏斗、小渔网、小水桶）

2、漏斗、小渔网、小水桶的图片各两张，记录单，笑脸、哭
脸各一张。

活动过程：

一、认识工具，猜想记录

·教师出示幼儿收集的玩水工具，让幼儿观察。

教师说：“小朋友，你们知道这些是什么工具吗？”

·教师请幼儿仔细观察、猜想。

教师准备相应的盛水工具图片，把能盛水的、不能盛水的分
别用笑脸和哭脸统计粘贴在记录单上。



二、集中活动

游戏《玩水乐》初步建立对水的.感觉经验(水是流动的)

自由探索游戏，初步建立对水的感觉经验。

教师：

1、“请小朋友带上你们准备的玩水工具，一起玩水”。

2、“小朋友们，你们玩水的时候看一看，到底哪些工具能盛
水，哪些工具不能盛水”？

教师注意观察幼儿情况，认真观察幼儿玩水，引导幼儿观察
水流动的现象，感知水是流动的。

三、集体交流，鼓励幼儿积极大胆地表述（丰富词汇舀、倒、
洒、流等等）

·在玩水游戏后，教师组织全班幼儿进行经验分享。

教师说：“小朋友用了漏斗、小渔网、小水桶进行玩水了，
哪些工具能盛水？哪些工具不能盛水？为什么漏斗、小渔网
不能盛水呢？”

四、整理记录能盛水和不能盛水工具的正确答案

教师说：“现在我们重新摆放能盛水和不能盛水工具的正确
答案。

五、提出问题，引发幼儿继续探索

教师说：“小朋友们你们还知道什么工具能盛水，什么工具
不能盛水吗？你们可以回家跟爸爸妈妈一起寻找，收集回来
告诉老师和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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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通过各种感官对比感知，认识水是无色、无味、透明的物
理特性和水能溶解特定物质（糖、盐等）的化学特性。

2、了解水的用途，知道节约用水

3、提高幼儿的感知能力，培养幼儿对周围生活的关注

准备：

1、每桌一杯清水，一杯牛奶，一杯醋

2、小勺子，吸管，温开水，盐、白砂糖

3、彩色塑料物件，石头，洗衣粉

活动一：认识水是无色，无味，透明的

（一）、引导活动，猜谜语，激发幼儿的兴趣

手抓不起，刀劈不开，洗脸洗手，都叫他来

（二）、基本活动

1、水是没有颜色的

出示一杯牛奶和一杯水，让幼儿比较，说出：牛奶是什么颜
色的？水呢？

2、水是没有气味的

出示一杯醋和一杯水，幼儿闻一闻醋，再闻一闻水，说说水



有没有气味

3、水是没有味道的

幼儿尝尝甜牛奶，尝尝醋，尝尝水，比较：水有没有味道？

5、小结：水是无色，无味而且透明的

活动二：

（一）、引导活动

2、请个别的小朋友尝尝

3、问：为什么这杯水会是甜的？

（二）：基本活动

1、引导幼儿对比观察糖和水的颜色味道，分别是白与无色，
甜与无味

2、将白糖放进水里轻轻搅动，慢慢的，糖不见了，白糖到哪
里去了？

3、用吸管吸一口水，看看味道怎么样？

4、再用盐做一次实验

5、小结：水能溶解糖和盐

（三）：巩固活动

1、讨论还有哪些东西可以溶解在水里？

3、提醒幼儿回家继续做类似的实验



活动三：讨论

水有什么用途呢？小朋友应该怎样节约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