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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通过实验了解等臂杠杆的原理。

2.能够大胆猜测，并通过实验验证自己的猜想。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号材料包、双面胶（共用材料）。

2.教师自备鲨鱼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鲨鱼图片，并通过提问导入主题，吸引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这是什么？你们见过它吗？它生活在哪里？有什

么特征呢？（请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鲨鱼生活在海洋里，它的嘴巴非常大，样子十分凶猛。今天

我们就一起来动手做一个大嘴鲨鱼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并大胆进行实验猜测。

1.教师出示材料包，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看看我们的材料包里有什么，谁能来说一说？

（请幼儿积极发言）

2.教师通过提问，引导幼儿大胆猜测使鲨鱼嘴巴自由张开、合拢的

方法。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的材料包里有一张完整的鲨鱼造型卡纸，我

们今天动手操作的重点是怎么利用剩下的这些材料让鲨鱼的嘴巴可以自

由地张开及合拢，你们知道可以怎么做吗？（请幼儿大胆猜测）

三、大胆实验，通过实验验证自己的猜想并了解等臂杠杆的原理。

1.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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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跟随老师一起，看看你们的猜想是否

正确吧！

①用两脚钉将木片两个一组交叉固定。

教师：小朋友们，当我们将两个木片从中间固定后，合拢木片的一

端，另一端有什么变化呢？是张开了，还是合拢了呢？（教师操作，请

幼儿观察）

②将三组木片依次两端固定，成可伸缩状。

教师：现在，我们将三组木片固定在了一起，如果再次合拢木片的

一端，另一端也会跟着变化吗？（教师操作，请幼儿观察）

③将鲨鱼造型卡纸粘贴在木片的一端。张合木片的另一端，看看鲨

鱼的嘴巴有什么变化。

教师：小朋友们，当我们张开或合拢木片的这一端，鲨鱼的嘴巴是

不是也随之张开或合拢了呢？这是为什么呢？（鼓励幼儿大胆发言）

2.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实验，感知等臂杠杆的

原理，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教师：小朋友们，想不想自己动手试一试呢？赶快行动起来吧！注

意观察三组木片的结构特征哦！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本次实验利用了等臂杠杆的原理。等臂杠杆方便力的传递，

当我们对杠杆的一端施加力量使其运动时，杠杆的另一端也会跟着一起

运动。

活动延伸

教师在教室的科学区投放和“大嘴鲨鱼”相关的实验材料，引导幼

儿在区域活动时继续探究，加深对等臂杠杆的认知。

活动目标

1.了解活字印刷的过程。

2.能够动手操作，完成活字印刷。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2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实物书一本。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实物书，并通过提问导入主题，吸引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书上的文字和图案是怎么印上去的吗？

（请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很久以前，科技没有这么发达，人们都是通过手工将文字抄

写到纸上，但是，手抄费时费力，且容易出错。北宋时期，人们在日常

生产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活字印刷术，它包括“刻制单

字——排版——印刷——拆版”四道工序，省时省力、方便灵活，大大

加速了文字的复制和文化的传播。那么，活字印刷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动手体验一下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并大胆进行实验猜测。

1.教师出示材料包，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看看我们的材料包里有什么，谁能来说一说？

（请幼儿积极发言）

2.教师再次讲解活字印刷的工序，并引导幼儿大胆猜测活字印刷的

方法。

教师：小朋友们，刚刚我们提到了活字印刷大致分为“刻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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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排版——印刷——拆版”四道工序，请大家认真观察实验材料，

想一想，怎么利用它们完成活字印刷，将文字印到纸上呢？（请幼儿大

胆猜测）

三、了解活字印刷的过程并动手操作，完成活字印刷，感受科学活

动的乐趣。

1.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引导幼儿认真观看，了解活字

印刷的过程。

①取下汉字模型，并将它们反向粘贴到方形木块上。

教师：小朋友们注意哦，汉字模型必须要反向粘贴，这样最终拓印

出来的文字才是正向的。

②将框架与底板粘贴在一起，制成字盘。

③将粘贴好的汉字木块排列在字盘内。

④将色素倒入杯子中，然后用笔刷蘸取色素并均匀地刷在汉字上。

⑤将白纸铺在汉字木块上，然后用刮板在汉字所在的位置依次刮

一刮。

⑥揭开白纸，看看上面出现了什么。

⑦挪动汉字木块的位置，再试试看。

2.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操作，完成活字印刷，

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怎样进行活字印刷了吗？下面请你们自

己动手试一试吧！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活字印刷术是先制成单字的阳文反文字模，每次印刷时，按

照稿件内容把单字模块挑出来，排列在字盘内，均匀涂墨后在排好的字

版上铺纸拓印，印刷完成后将字模取出，留待下次排印使用。

活动延伸

教师在教室的科学区投放和活字印刷相关的实验材料，引导幼儿在

区域活动时继续探究活字印刷的过程和方法。

活动目标

1.认识实验材料，了解实验步骤。

2.能够按步骤进行实验，并通过实验探索纸树“开花”的原因。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3号材料包、托盘（共用材料）。

2.教师自备雾凇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雾凇图片，并通过提问导入主题，吸引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这是什么？你们见过吗？（请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这是雾凇，雾凇皎洁无暇，被称为白色的“冰花”。今天的

科学实验，我们就一起来想办法，让纸树也能开出像雾凇一样的花。

二、认识实验材料，了解实验步骤。

1.教师出示材料包，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看看我们的材料包里有什么，谁能来说一说？

（请幼儿积极发言）

2.教师一边讲解实验步骤，一边进行演示。

①将两张树的造型卡纸交叉拼插在一起。

②将小树卡在底盘上，并将底盘放置于托盘中，然后用滴管将溶液

均匀地滴在小树上。

③等待1小时后，再来看看小树的变化。

三、按步骤进行实验，并通过实验探索纸树“开花”的原因，感受

科学活动的乐趣。

1.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实验，感受科学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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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趣。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想不想自己动手试一试呢？赶快行动起来

吧！注意哦，小树的身体要完全被溶液浸透哦！

2.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幼儿积极思考，并大胆发言，探索纸树“开

花”的原因。

教师：看一看，纸树开出的“花”是什么样的？想一想，为什么倒

上溶液之后等待一个小时，纸树就“开花”了呢？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实验中的溶液是由特殊的液体制成的，当液体完全浸湿纸树

后，纸树枝末端的水溶液先蒸发，而溶解于水溶液中的晶体无法挥发，

慢慢累积，就会出现白色结晶，又由于纸树枝的轮廓是彩色的，白色晶

体会吸收这些彩色的颜料，小树就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棵“开花”的七

彩树。

活动延伸

教师在教室的科学区投放与“七彩树”相关的实验材料，引导幼儿

在区域活动时继续探究让七彩树“开花”的方法。

活动目标

1.了解什么是食物链。

2.能够动手操作将食物链补充完整。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4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图片，并通过提问导入主题，

吸引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图片上有什么动物？它们在做什么？它们之间有

怎样的关系呢？你们能描述一下吗？（请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花园里的大树上有一只蝉，它一边喝着露水，一边得意地鸣

叫着，全然不知身后有一只螳螂正屈着身子，时刻准备捕食它，而螳螂

也不知，自己的身后也正有一只黄雀伸长了脖子，等待机会准备啄食

它。图片正是描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寓言故事，这个故事体

现了“蝉→螳螂→黄雀”三种动物之间捕食与被捕食的关系，三种动物

因为这种关系可以形成一条链条，我们称之为“食物链”。今天，我们

就一起来揭秘自然界的生物之间存在的神秘的食物链关系吧！

二、了解什么是食物链。

1.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幼儿积极思考，并大胆发言。

教师：结合老师刚刚所讲的内容，想一想，什么是食物链？

2.教师讲解食物链的概念，引导幼儿了解什么是食物链。

教师：食物链是指生态系统中各种动植物和微生物之间由于摄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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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而形成的一种联系，因为这种联系就像链条一样，一环扣一环，所以

被称为食物链。

三、动手操作，将食物链补充完整，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1.教师出示材料包，引导幼儿认识相关动植物。

教师：小朋友们，看看我们材料包中的图卡上有哪些动植物？谁能

来说一说？（请幼儿积极发言）

2.教师引导幼儿大胆猜测图卡上的动植物之间存在的食物链关系。

教师：小朋友们，这些动植物之间存在怎样的食物链关系呢？（请

幼儿大胆猜测）

3.教师讲解操作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取出动植物图卡。

②用动植物图卡将食物链补充完整。

土壤中的微生物→果实→虫→鸟→鹰

土壤中的微生物→坚果→老鼠→蛇→鹰

土壤中的微生物→坚果→老鼠→鹰

教师：土壤中有大量的微生物，能为植物提供营养，被植物吸收。

4.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并引导幼儿自主操作，将食物链补充

完整。

教师：小朋友们，请根据我们刚刚梳理的几条食物链关系，用图卡

将食物链补充完整吧！注意箭头指示的方向哦！

5.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了解自然界中更多的食物链关系。

活动目标

1.认识实验材料，了解实验步骤。

2.能够大胆进行实验，探索虹吸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5号材料包、托盘（共用材料）。

2.教师自备水。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通过谜语导入主题，吸引幼儿的兴趣。

谜语：用手拿不起，用刀劈不开，煮饭和洗衣，都得请它来。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谜底是什么吗？（请幼儿猜一猜）

教师：谜底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人都离不开的水，关于水有一句

俗语“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为什么水会往低处流呢？谁能来说

一说？（鼓励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在重力的作用下，水通常会从高处流向低处，那水可以流向

高处吗？你见过往高处流的水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动手探究一下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了解实验步骤。

1.教师出示材料包，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看看我们的材料包里有什么，谁能来说一说？

（请幼儿积极发言）

小结：这些材料分别是吸管、软管、泡棉塞、瓶子、色素、量杯。

2.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将吸管和软管插在泡棉塞里。

②往瓶子里滴入色素并倒入大半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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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用泡棉塞塞住瓶口，（使软管一端浸入水中，吸管不要浸入水

中）然后将软管另一端放入量杯中，朝吸管吹气，看看会发生什么。

④当量杯中的软管被水浸没后，把量杯抬高，看看水会不会顺着软

管流回瓶子里。

三、大胆进行实验，探索虹吸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1.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实验，探索虹吸现象。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动手试一下吧！注意哦，吸管要

在水面以上，不要碰到水，软管要在水面以下，保证里面没有空气。

2.教师提出问题，引发幼儿的思考，并鼓励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瓶中的水顺着软管向上“爬”到最高点

后，又向下流到了量杯中。在这个过程中，水不仅往低处流，也向最高

处“攀爬”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鼓励幼儿大胆地说一说）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当我们往瓶中吹气的时候，瓶中的空气增多，气压增大，挤

压瓶中的水，使其顺着软管流向高处后排放至量杯中，这种现象叫做虹

吸现象。而将量杯抬高时，由于水的重力作用，水又会流回到低处的瓶

子里。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发现虹吸原理在生活中的运用，如抽水马

桶等。

活动目标

1.认识实验材料，了解实验方法。

2.能够大胆实验，观察实验现象，并探索热敏纸变色的原因。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6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水、购物小票。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购物小票，并通过提问导入主题，吸引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这是什么？如果我们用手指甲在上面划一下，会

发生什么呢？（请一名幼儿上来试一试）

教师：这是购物小票，当我们用指甲划过小票时，上面会出现一条

黑色的划痕，这是因为购物小票的纸是一种特殊的纸，叫做热敏纸。为

什么热敏纸会出现这种这现象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了解实验方法。

1.教师出示材料包，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看看我们的材料包里有什么，谁能来说一说？

（请幼儿积极发言）

小结：这些材料分别是热敏试纸、放大镜和塑料袋。

教师：小朋友们，看一看，热敏试纸是什么样的？上面标注着什么

呢？有什么作用？

小结：热敏试纸上标注有温度。当环境温度大于试纸所标示的温度

时，试纸上对应的区域就会变色。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室外，观察温度

对热敏试纸的影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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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认识热敏试纸，观察热敏试纸在阳光下的变化。

②通过放大镜将阳光汇聚起来。

③等待一会儿，再次观察热敏试纸的变化。

④用塑料袋装满水模拟放大镜再试试吧！

三、大胆实验，观察实验现象，并探索热敏纸变色的原因，感受科

学活动的乐趣。

1.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实验，观察实验现象。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动手做一做这个实验吧！注意观

察热敏试纸在阳光下的变化。想一想，为什么当阳光透过放大镜和装满

水的塑料袋后，热敏试纸又再度发生了变化呢？

小结：放大镜和装满水的塑料袋有汇聚阳光的作用，当阳光汇聚

后，温度会升高，因此，热敏试纸又发生了变化。

2.教师提出问题，引发幼儿的思考，并鼓励幼儿积极发言，探索热

敏纸变色的原因。

教师：为什么温度发生变化后，热敏试纸就变色了呢？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热敏纸是一种加工纸，其制造原理就是在优质的原纸上涂布

一层“热敏涂料”（热敏变色层）。变色层中的热敏成分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无色染料或称隐色染料，另外一种是显色剂。热敏纸遇热后无色

染料与显色剂发生化学反应产生颜色，热敏涂层就会变色了。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探索发现热敏试纸在生活中的应用，如外

卖单、电影票等。

活动目标

1.认识风向标，知道风向标可以用来判断风向。

2.能够动手制作风向标，简单探索风向标的原理，并学会利用风向

标判断风向。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7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碎纸片若干、风向标的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带领幼儿一起制造风，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了解风的产生。

教师：老师准备了一些碎纸片，怎么做可以制造风，让纸片“飞”

起来呢？（教师给幼儿分发碎纸片，请幼儿自由尝试并大胆发言）

教师：用嘴巴对着纸片吹气、用书本对着纸片扇一扇都可以制造出

风，让纸片飞起来。风的本质是由空气流动产生的。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风是从哪个方向吹来的吗？今天，我们

就一起来制作一个风向标，帮助我们判断风向吧！

二、认识风向标，知道风向标可以用来判断风向。

教师出示风向标的图片，并进行讲解，引导幼儿认识风向标。

教师：风向标是测定风来向的设备。风向标基本上是一个不对称形

状的物体，重心点固定在垂直轴上。当风吹过，对空气流动产生较大阻

力的一端便会顺风转动，显示风向。

三、动手制作风向标，简单探索风向标的原理，并学会利用风向标

判断风向。

1.教师出示材料包，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材料包里有什么？谁能来说一说？（请幼儿积极

发言）

小结：这些材料分别是风向杆、底座、箭头、尾翼、风杯，还有指

南针。

2.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将风向杆插在底座上。

②将风向标的箭头和尾翼拼插好后安装在风向杆上。

③按同一方向依次将三个风杯安装到风向杆上。

④安装上指南针，再对着风杯吹气，观察现象。

教师：小朋友们，风向标已经制作完成了，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怎

么利用它来判断风向吧！老师会从不同的方向对着风杯吹气，请大家看

看风向标箭头的指向有无变化。

3.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实验，简单探索风向标

的原理，并学会利用风向标判断风向，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动手做一个风向标，并简单探索

一下风向标的原理以及如何用它来判定风向吧！

4.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风是由空气流动产生的。当风吹向指定物时，指定物会移

动，且它的移动方向就是风向。风向标正是利用这一原理来判定风向，

风向标的箭头总是指向风吹过来的方向，尾翼则指向反方向。

活动延伸

教师在教室的科学区投放与风向标相关的实验材料，引导幼儿在区

域活动时继续探究风向标的制作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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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了解电力小车的组装方法及小车行驶的原理。

2.能够动手自制电力小车并玩一玩。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8号材料包、双面胶（共用材料）。

2.教师自备汽车的图片、电池。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汽车的图片，并通过提问导入主题，吸引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这是什么？（汽车）汽车行驶的动力来源有哪些

呢？（请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按照行驶的动力类型来划分，汽车有油车、电车和混合动力

车，油车以汽油或柴油为动力来源，电车依赖于电能的驱动，而混合动

力车则结合了两点。今天，我们一起来动手制作一辆电力小车吧！

二、了解电力小车的制作方法。

1.教师出示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的实验材料有什么？谁能来说一说？（请幼

儿积极发言）

小结：这些材料分别是电池盒、电池、电机、车轮、车身材料、小

风扇、双面胶。

2.教师讲解电力小车的组装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将电池盒的红黑线与电机相连，然后安装电池。

②安装车轮，并组装好车身。

③将小风扇安装到电机上。



④将电机和电池盒粘贴在小车上。

教师：小朋友们，现在我们的小车已经组装完成，下面老师要放下

电闸了，请你们仔细看一看小车会不会行驶起来，以及行驶的方向，想

一想，小车的行驶状态与小风扇有什么关系呢？

三、自制电力小车并玩一玩，简单探索小车行驶的原理，感受科学

活动的乐趣。

1.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制电力小车并玩一玩，简

单探索小车行驶的原理。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试一试吧！注意电池的正负极不

要装反了哦！并想一想，电力小车为什么能跑起来呢？

2.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小车接通电源后，电池给电机供电，使电机前端的主轴旋

转，并带动风扇扇叶旋转产生风，风的反作用力作用于小车，使得小车

向前行驶。

活动延伸

幼儿回家后和家长分享实验中自制的电力小车，继续探究电力小车

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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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认识实验材料，了解实验步骤。

2.能够按步骤进行实验，并探究“火山喷发”的原理。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9号材料包、托盘（共用材料）。

2.教师自备火山喷发的视频、水。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播放火山喷发的视频，吸引幼儿的兴趣，引入活动主题。

教师：小朋友们，这是什么现象？你们见过吗？它是怎么形成的

呢？（鼓励幼儿大胆发言）

教师：火山喷发是一种自然现象，原因是地球内部的熔融物质在压

力作用下喷出，它是地球内部能量的一种释放形式。火山喷发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我们能不能通过实验模拟一下火山喷发的场景

呢？今天就跟老师一起来试试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了解实验步骤。

1.教师出示材料包，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认识这些材料吗？谁能来说一说？（请幼儿

积极发言）

小结：这些实验材料分别是小苏打、柠檬酸、火山模型、搅拌棒、

色素、量杯、托盘。

2.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用量勺分别取适量小苏打和柠檬酸放入火山模型上的凹槽中，并

用搅拌棒搅拌均匀。



②将红色色素滴入量杯，并在量杯中加水搅拌均匀。

③将量杯中的水倒入火山模型凹槽中。

教师：小朋友们，当小苏打和柠檬酸在水中混合后，发生了什么

呢？你看到了什么？这种现象像不像火山喷发的场景呢？（请幼儿大胆

地说一说）

三、按步骤进行实验，并探究“火山喷发”的原因，感受科学活动

的乐趣。

1.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实验，探究“火山喷

发”的原因。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动手做一做这个实验，并想一

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小苏打是碱性物质，柠檬酸是酸性物质，二者混合后会发生

酸碱中和反应，产生二氧化碳气体，二氧化碳气体溶于色素水，使之产

生大量气泡并喷发出来，形成具有冲击力的类似于火山喷发的现象。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探索小苏打和柠檬酸在生活中的妙用，如

小苏打可以用来清洗衣领的污渍，柠檬酸可以用来清洗烧水壶内胆的水

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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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通过实验感知漩涡的形成。

2.能够动手操作，制造出漩涡。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0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漩涡的图片、水。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漩涡的图片，并通过提问导入主题，吸引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这是什么？你在哪里见过呢？（鼓励幼儿大胆发

言）

教师：漩涡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抽水马桶里形成的

打转的水流，就是漩涡；当我们将浴缸里的水放掉时，在出水口附近也

会形成漩涡。今天的科学活动，我们就一起来动手制造漩涡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并大胆进行实验猜想。

1.教师出示材料包，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认识这些材料吗？谁能来说一说？（请幼儿

积极发言）

小结：这些材料分别是瓶子、泡沫球、连接器。

2.教师引导幼儿大胆进行实验猜测。

教师：如果我们在塑料瓶中装上水，想一想，怎样利用现有的材料

制造出漩涡呢？

三、动手操作，制造出漩涡，感知漩涡的形成。

1.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往其中一个瓶子里装入三分之一的水，并将泡沫球放入其中。

②将连接器安装在装水的瓶子上。

③将另一个空瓶子安装在连接器的另一头。

④空瓶朝下，用力摇晃瓶子，观察现象。

2.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实验，制造出漩涡。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将连接好的瓶子放在桌面上，当空瓶朝下，

用力摇晃瓶子时，你们发现了什么？水是什么形状的？流向了哪里？泡

沫球是什么状态呢？（鼓励幼儿大胆地说一说）

小结：水呈螺旋形快速向空瓶中流动，形成了漩涡，泡沫球随着漩

涡快速转动，让我们更直观地观察到了漩涡的形成。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由于重力的作用，水会往低处流动。当我们用力摇晃瓶子

时，瓶子里面的水就会形成螺旋形的水流，这种螺旋形的水流快速向下

流动，就形成了漩涡。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观察生活中或自然界中的漩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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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认识实验材料，猜测让小灯泡亮起来的方法。

2.能够动手连接电路，使小灯泡亮起来。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1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夜景的图片、电池。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夜景的图片，请幼儿欣赏，并通过提问导入主题，吸引幼

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老师这里有一张夜景图，漂亮吗？是什么把黑漆

漆的夜晚装扮得如此美丽呢？（鼓励幼儿大胆发言）

教师：原来是五颜六色的灯光将夜晚装点得绚丽多彩。小朋友们，

怎样才能使灯泡亮起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猜测让小灯泡亮起来的方法。

1.教师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认识这些材料吗？谁能来说一说？（请幼儿

积极发言）

教师：这些材料分别是底座、灯泡、电池、电池盒、鳄鱼夹。

2.教师鼓励幼儿大胆猜测使灯泡亮起来的方法。

教师：想一想，怎样利用这些材料使灯泡亮起来呢？（鼓励幼儿大

胆猜测、积极发言）

三、动手连接电路，使小灯泡亮起来。

1.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在底座上安装灯泡。

②将电池装进电池盒中。

③将导线的一端剥开1cm，并穿过鳄鱼夹上面的孔，与鳄鱼夹连接

在一起。

④用鳄鱼夹夹住底座上的正负极。观察灯泡亮了没。

2.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动手连接电路，使小灯泡亮

起来，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教师：小朋友们，请你们自己动手连接电路，让小灯泡亮起来吧！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电流从电池的正极流出，通过导线从小灯泡的一个接入点进

入，经过灯丝和另一个接入点后，顺着导线又流回电池的负极，这样就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合电路，小灯泡也就亮起来了。

活动延伸

教师在教室的科学区投放与“小灯泡亮起来了”相关的实验材料，

引导幼儿在区域活动时继续探究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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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通过实验感知穿墙而过的现象。

2.能够按步骤进行实验，并探索穿墙而过的原因。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2号材料包、双面胶（共用材料）。

2.教师自备玻璃球一个。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玻璃球，并通过提问导入主题，吸引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这是什么？你们认识吗？你们会用它来玩什么游

戏呢？（鼓励幼儿大胆发言）

教师：玻璃球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玩具，它有非常多的玩法，今天老

师要用玻璃球来变一个魔术，一个穿墙而过的魔术！

二、认识实验材料，了解实验步骤。

1.教师出示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实验要用到哪些材料呢？谁能来说一

说？（请幼儿积极发言）

小结：这些材料分别是塑料圆片、瓶子、彩纸、双面胶、玻璃球、

泡沫球。

2.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将塑料圆片放在瓶口处。

②将彩纸卷成筒状后，用双面胶粘贴固定，套在瓶口。

③将玻璃球从纸筒上方投入，观察一下发生了什么。

④玻璃球掉进瓶子里了。



⑤用泡沫球替换玻璃球，还能成功吗？

三、按步骤进行实验，感知穿墙而过的现象，并探索其原因，感受

科学活动的乐趣。

1.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实验，感知穿墙而过的

现象，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教师：玻璃球和泡沫球哪个可以穿“墙”而过进入到瓶子里呢？

2.教师提问，引导幼儿积极思考玻璃球穿“墙”而过的原因，并大

胆发言。

教师：小朋友们，请你们想一想，为什么玻璃球可以进入到瓶子

里，而泡沫球却不行呢？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重的物体撞击静止的轻的物体时，很容易把轻的物体撞动；

轻的物体撞击静止的重的物体时很有可能撞不动，反而被弹回来。因

此，与重量较轻的泡沫球相比，重量较重的玻璃球更容易让塑料圆片弹

起来，从而通过空隙进入到瓶中。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给家人变一变穿墙而过的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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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认识太阳系的八大行星，知道它们在太阳系的排列位置。

2.能够按步骤完成实验。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3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八大行星围绕太阳的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八大行星围绕太阳的图片，吸引幼儿的兴趣，引入活动的

主题。

教师：小朋友们，图片上是什么呢？你们认识它们吗？它们分别是

什么星球？它们围绕着什么在旋转？（鼓励幼儿大胆发言）今天我们就

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二、认识八大行星，了解八大行星在太阳系的排列位置。

教师讲解八大行星的相关知识，引导幼儿认识八大行星，了解八大

行星在太阳系的排列位置。

教师：八大行星，是指太阳系的八颗大行星，按照离太阳的距离从

近到远的顺序，它们依次为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

王星、海王星。八大行星都围绕着太阳公转。

三、按步骤完成实验，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1.教师出示材料包，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的实验材料里有什么？谁能来说一说？（请

幼儿积极发言） 

小结：这些实验材料分别是塑料管、大泡棉、太空造型卡纸、八大



行星造型卡纸、小泡棉。

2.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将塑料管插在大泡棉的圆孔中。

②将太空造型卡纸插在塑料管上。

③按照离太阳的距离从近到远的顺序将八大行星造型卡纸排列好。

④将八大行星造型卡纸依次安装在塑料管上并用小泡棉进行间隔。

⑤用手拨一拨，使行星转动起来吧！

3.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实验，加深对八大行星

的认知。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动手试一试吧！记住按照离太阳

的距离，八大行星由近及远依次为：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

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顺序不要弄错哦！

4.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了解八大行星各自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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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通过实验感知水的毛细现象。

2.能够大胆猜测，并通过实验验证自己的猜想。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4号材料包、托盘（共用材料）。

2.教师自备水。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通过提问导入主题，吸引幼儿的兴趣，引入活动主题。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抹布为什么可以擦去桌上的水渍吗？植

物的茎为什么可以将根部吸收的水分输送到叶子和花朵上呢？（鼓励幼

儿大胆发言）

教师：由于抹布的纤维中有很多细小的缝隙，因此当我们用抹布接

触水渍时，水就通过缝隙浸润到了抹布中，这种现象叫做水的毛细现

象。植物的茎能将根部吸收的水分输送到叶子和花朵上也是同样的原

理。为了更直观地观察到水的毛细现象，今天老师就带大家来做一个小

实验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并大胆进行实验猜想。

1.教师出示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认识这些材料吗？谁能来说一说？（请幼儿

积极发言）

小结：这些材料分别是洗脸巾、泡棉、塑料盒、色素、水、托盘。

2.教师引导幼儿大胆猜测。

教师：洗脸巾和抹布有什么相同之处呢？我们可以利用洗脸巾来观



察水的毛细现象吗？（鼓励幼儿大胆猜测、积极发言）

三、大胆进行实验，感知水的毛细现象。

1.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将洗脸巾折成扇形后对折插入泡棉的孔中。

②往塑料盒里滴入色素并倒入适量的水。

③将泡棉放在塑料盒上面并使洗脸巾的底部浸入水中，观察现象。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什么？（鼓励幼儿大胆地说一说）色

素水为什么会顺着洗脸巾自己向上“爬”呢？（鼓励幼儿积极讨论、大

胆发言）

2.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实验，加深对水的毛细

现象的认知。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动手试一试吧！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这是一种毛细现象，水会沿着毛细管上升，洗脸巾纤维中的

缝隙可以视作为毛细管，因此，红色的水就会沿着洗脸巾慢慢向上

“爬”了。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做更多关于水的毛细现象的小实验，并观

察生活中水的毛细现象，如毛巾可以吸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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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通过实验感知溶解现象。

2.能够大胆猜测，并通过实验验证自己的猜想。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5号材料包、托盘（共用材料）。

2.教师自备速溶咖啡一包、塑料杯一个、筷子一根、水。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速溶咖啡和装有水的塑料杯，将咖啡粉末倒入杯中并用筷

子搅拌，请幼儿观察现象。

教师：小朋友们，咖啡粉末去哪里了呢？水变成了什么颜色？（请

幼儿大胆地说一说）

教师：咖啡粉末倒入水中后并不是真的消失了，而是溶解于水中

了。还有什么物品放入水中后会溶解呢？今天我们就一起通过实验来探

究一下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并大胆进行实验猜想。

1.教师出示材料包，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认识这些物品吗？谁能来说一说？（请幼儿

积极发言）

小结：这些材料分别是盐、白糖、绿豆、沙子、搅拌棒和塑料杯。

2.教师引导幼儿大胆猜测实验结果。

教师：将盐、白糖、绿豆、沙子分别放入水中，哪些会溶解呢？

（鼓励幼儿大胆猜测、积极发言）

三、大胆进行实验，感知溶解现象。



1.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将盐、白糖、绿豆、沙子分别倒入四个塑料杯中。

②往塑料杯中依次倒入适量的水。

③依次搅拌塑料杯里的水，观察现象。

2.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实验，感知溶解现象。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动手试一试吧！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什么？（盐和白糖放入水中后消失

了，沙子和绿豆还在）所以，哪些物品能溶解？哪些物品不能溶解呢？

（盐和白糖可以溶解，沙子和绿豆不可以溶解）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将盐和糖这样的物质倒入水中，经过搅拌后该物质消失的现

象，叫做溶解。有些物质可以溶解，有些物质不能溶解。搅拌可以加快

溶解的速度。

活动延伸

1.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尝试用不同的物质进行溶解实验，如：

油、颜料、纸巾、奶糖、小苏打等，探索哪些物质能在水中溶解。

2.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探索溶解速度与水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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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知道磁感线是用来描绘磁场分布的一种曲线。

2.能够通过实验感知磁场的存在，并探索磁感线的疏密与磁场之间

的关系。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6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条形磁铁一块、磁针一枚。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条形磁铁和磁针，将磁针靠近磁铁，请幼儿观察现象，感

知磁场的存在。

教师：小朋友们，当磁针靠近磁铁时，发生了什么现象？为什么会

这样呢？（请幼儿积极发言）

小结：当磁针靠近磁铁时，磁铁虽然没有接触到磁针，但磁针却发

生了偏转，这是因为在磁铁的周围存在磁场，磁场对放入其中的磁体具

有磁力的作用。磁针正是因为受到了磁力的作用所以才发生了偏转。

二、了解磁感线是用来描绘磁场分布的一种曲线。

教师提问并讲解，引导幼儿了解磁感线是用来描绘磁场分布的一种

曲线。

教师：磁场看不见、摸不着，但却真实存在，有什么办法能帮助我

们更好地观察磁场呢？（请幼儿积极发言）

小结：人们人为定义了一种叫做磁感线的曲线，它可以形象地描绘

磁场的分布情况。磁感线是虚拟的，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可以用铁粉模

拟磁感线的分布。



三、大胆实验，通过实验感知磁场的存在，并探索磁感线的疏密与

磁场之间的关系，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1.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将铁粉倒入塑料半球中并盖好，注意不要洒出来。

教师：小朋友们，看一看，塑料球中的铁粉现在是什么状态呢？

（铁粉由于重力作用汇聚在塑料球的下端）

②将两块磁铁放在塑料球的上下两端，观察铁粉的分布。

教师：小朋友们，现在铁粉发生了什么变化？（铁粉分散成了两部

分，分别聚集在两块磁铁的周围，且粉末状的铁粉连成了线，这种线就

相当于磁感线）

③变换两块磁铁的位置，继续观察现象。

教师：小朋友们，当我们移动磁铁后，铁粉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磁铁周围存在磁场，移动磁铁的位置时，铁粉也会跟着移动，但始终

成线条状）

2.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实验，探索磁感线的疏

密与磁场之间的关系，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试一试吧！注意不要让铁粉接触

到眼、耳、口、鼻哦！

教师：粉末状的铁粉受磁场的影响会连成线，这种线可以模拟磁感

线的分布。实验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磁铁的周围，由铁粉形成的磁感

线的疏密程度是不同的，这是由于位置不同磁场的强弱也不同。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磁感线又叫做磁力线，是用来描绘磁场分布的一种曲线。它

的疏密程度表示了磁场的强弱。铁粉的分布可以模拟磁感线的分布。因

此，通过实验我们可以得知：铁粉越多的地方，磁感线越密集，磁场就

越强。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利用铁粉做更多关于磁感线的实验。

第32页


	1: 扉页
	页 2
	页 3
	页 4
	页 5
	页 6
	页 7
	页 8
	页 9
	页 10
	页 11
	页 12
	页 13
	页 14
	页 15
	页 16
	页 17
	页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