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科学沉沉浮浮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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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
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大班科学沉沉浮浮教案篇一

1.神秘水：

装有半瓶自来水的瓶子，在瓶盖里分别涂上红、黄、蓝等不
同的颜色，摇晃瓶子，使水的颜色发生变化。

（1）“老师这儿有三瓶水，都是什么颜色的？”

（2）“我们把它变成红色，画红红的太阳，好吗？”老师左
右摇晃瓶子三下。“咦？怎么没有变成红色呀？哦，我忘了
说口令了。小朋友一起帮老师说口令，好吗？”老师上下摇
晃瓶子，请小朋友说口令：“变呀变，变呀变，变出红色画
太阳。”

（3）同样的方法，分别变出黄色、蓝色的水。

（4）引导幼儿思考：“你们猜猜，为什么会这样？”

老师揭示瓶盖的秘密：“原来秘密都藏在瓶盖里。”

2.小结：这么多美丽的颜色其实都是由红色、黄色、蓝色这
三种颜色变成的，所以我们把红色、黄色、蓝色称为“三原
色”。

3.“老师给每组准备了三种颜色的水，请你们自己玩一玩，
小心点，别把水洒出来。”请幼儿自由玩色。



4.“你是怎么玩的？你变出了哪些颜色？”根据幼儿回答，
老师展示他的作业纸。

6.小结：原来加入不同量的颜色，能变出不同的颜色。

（二）画一画，比一比

1.游戏：变色龙：让幼儿根据需要，选择颜色，用棉签蘸着
给图画涂色。

它会变成什么颜色？如果它爬在蓝色的花朵中，会变成什么
颜色？

不让它的敌人发现。

2.欣赏幼儿的作品，集体评议。

3.布置画展：机灵的变色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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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导入。

师：手戴小兔头饰，“今天，森林幼儿园里的山羊老师要给
小动物们上美术课，可小兔只有红、黄、蓝三种颜色的颜料，
谁能帮帮小兔呀？”

2.猜想并记录。

（1）师：“好，那你们猜一猜把红色和黄色合在一起，会变
成什么颜色？”请两位幼儿回答。

（2）介绍记录表。

师：“这里有一张记录表，在记录者这里写名字或字母，这



是什么意思？（手指猜想标记）你用水彩笔把猜想的结果记
录在这里。记录好了，就把记录板放回原处大班科学：会变
的三原色大班科学：会变的三原色。好！现在开始。”

（3）幼儿猜想并记录。

（4）交流猜想结果。

师：“谁来介绍一下你的猜想结果。”

3.实验并记录。

师：“两种颜色合在一起到底会变成什么颜色呢？我们动手
试一试，好吗？”

（1）“在每张桌上有红黄蓝三种颜色，你用勺子从杯子里取
出两种颜色放在空杯里，看看合起来是什么颜色，然后记录。
在用勺子取颜料时要慢，不把颜料弄在桌子上，如果不小心
把手弄脏了，可以用抹布擦一擦。实验完成的小朋友把杯子
放在桌上，拿着记录表回座位。”

“这是什么意思？（手指记录表实验标志）你把实验结果记
录在这里。”

（2）幼儿实验。

（3）交流实验结果。

师：“谁来介绍你的实验结果？”

4.第二次实验。

（1）师：“小朋友真能干，又帮小兔找到了三种颜色，可小
兔说它还想要更多的颜色，怎么办？”



（2）“你还能变出什么颜色呢？请你再去试一试，把实验的
结果记录在这里。（手指记录表）这里记你用的哪两种颜色，
这里记你变出的什么颜色。我摇铃鼓时，你们就回座位。”

（3）幼儿实验。

（4）交流实验结果。

师：“你们变出了什么颜色？是怎么变的？”

5.总结。

师：“原来红黄蓝三种颜色可以变出很多不同的颜色，这三
种颜色就是三原色。小兔有了这么多颜色，就可以开心地画
画了，真要谢谢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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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扮成魔术师导入课题

看，我是谁？我带来了三个宝宝，它们都是什么宝宝(宝宝食
品)（认识红、黄、蓝三原色）我今天要用他们给大家表演一
个魔术。

3、教师操作，幼儿观察

4、幼儿操作，教师引导

小朋友，红色黄色手拉手变成什么色？可以画什么？

5、学说儿歌《色彩谣》

我们的魔术表演结束了，一起用一首好听的儿歌说出我们的
魔术吧



6、找朋友巩固

小朋友看看自己是什么颜色的宝宝，让我们一起说着儿歌手
拉手好吗？

7、延伸活动

故事《红黄蓝三兄弟》请幼儿用三原色彩泥制作桔子、葡萄、
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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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学生在猜测、实验、记录中感知沉与浮。

2．在活动中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其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

3．体会到水的科学知识。

4．思考生活中的科学现象，初步了解其特点。

1.在整理箱中提前装好水。

2.石头、磁铁、乒乓球、积木等若干。

3.记录纸人手一份。

1.创设情景，激发幼儿探究的兴趣。

(1)出示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观察、发现材料的特征。

(2)设计游泳比赛的情景，请幼儿猜想、预测材料“跳人”水
中的现象。“这么多的东西，要进行一个游泳比赛，它们跳
到水里会怎样呢?”



2．简单制作，并记录。引导幼儿初步建立猜测、假设的概念。

(1)教师记录自己的'假设，并详细说明怎样使用记录表。

(2)引导幼儿自己猜想、假设并记录。提示幼儿：“这些东西
跳到水里会是什么样

的呢?我们来猜一猜。不要讲出来，先用笔把我们猜到的画下
来。”(老师指导幼儿记录的方法。)

3.实验制作。

(1)通过实践制作，引导幼儿体验“浮”与“沉”的概念。

师：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实验，验证一下是否和我们的猜测一
样。

例如：把一个积木和石头分别投到水里，请幼儿观察积木在
水里是怎样的。“我们用一个词来说一一“浮”，表示积木
在水的上面。”用同样的方法引导幼儿观察石头是“沉”的，
表示石头在水底下。

(2)鼓励幼儿用图示表示自己看到的实验结果。

提示：将结果画下来，必须根据自己看到的情况来画。

(3)幼儿自由制作，并记录结果。

先记好的幼儿将记录的结果与自己的预测进行比较，教师帮
助幼儿整理对物体沉浮现象的认识。

4．交流实验记录结果(鼓励幼儿将自己的观察记录结果与他
人分享与交流)。

请幼儿说说自己为什么这样记录。每一个符号表示什么。假



设与实验是否一样。

5.教师小结。

(1)引导幼儿将猜测、假设与实验结果对照，强调记录的真实
性。

(2)与幼儿回忆活动中自己的制作与记录。

6．激发幼儿继续探究的兴趣，提出延伸问题。

请幼儿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中，幼儿把家里的东西放在水
里是沉的还是浮的?试试看，并尝试自己做记录，带来与老师、
小朋友们分享。

由于小班幼儿的思维仍然处于直觉行动阶段，所以他们常常
停留于游戏的表面，而忽略了实验内在的教育价值。本设计
创设的情境容易引起幼儿的兴趣，教师的引导给了幼儿积极、
大胆参与和猜想、假设的空间。

小班幼儿记录的意识还未建立，记录能力相对较弱。设计中
提供的记录表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支架。

鼓励学生尊重与倾听他人的观点，帮助他们学会互相学习。

记录表：(给幼儿使用时可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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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展示大师作品，并介绍大师生平和作品特点。

2.欣赏、讨论，交流对大师作品的感受。

3.分析作品所呈现的节奏感。



二.实践与制作

1.教师示范水粉画的技能技巧。

2.学生临摹书本范画。

3.教师巡视，发现问题及时指出、纠正。

三.交流与再创作

1.允许学生按大师的用色方法进行再创作。

2.教师及时发现学生的闪光点，用以启发他人。

3.给画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学生继续画纸，以便再创作。

4.教师帮助能力相对欠缺的学生完成作业。

四.欣赏与问题

1.因作业颜色未干，面积展示时，用电吹风吹干。

2.欣赏、评论同学画的创意和优点。

3.问题：因水分的原因，三原色之间的互相衔接会产生什么
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