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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二级

1.好玩的人造雪

活动目标

1.了解吸水树脂的特性及人造雪的制作方法。

2.能按步骤制作出人造雪。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号材料包、量杯（共用材料）。

2.教师自备尿不湿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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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玩过雪吗？你们是怎么玩的呢？（请幼儿积

极发言）

教师：寒冷的冬天，在室外玩雪太冷了，很容易生病哦！今天我们

就一起通过实验自制人造雪，在教室里欣赏雪景吧！

二、了解吸水树脂的特性，大胆猜测人造雪的制作方法。

1.教师出示尿不湿和水，带领幼儿做实验，引导幼儿了解吸水树脂

的特性。

教师：小朋友们，这是什么？我们把水倒上去，会发生什么呢？摆

动一下，水会漏出来吗？（教师操作，请幼儿仔细观察、积极发言）

教师：这是尿不湿，很多小朋友小时候都用过，它可以吸收和储存

尿液，使宝宝的小屁股保持干爽。为什么尿不湿会有这么神奇的功能

呢？其实是因为尿不湿的芯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材料——吸水树脂，它

具有很强的吸水性和保水性，而我们今天就要利用吸水树脂的这种特性

来制造“雪花”。

2.教师出示材料包，带领幼儿猜测人造雪的制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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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毛虫爬呀爬

活动目标

1.通过实验知道“毛毛虫”爬起来的原因。

2.能借助材料完成实验，让“毛毛虫”爬起来。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2号材料包、托盘（共用材料）、色素（共用材料）。

2.教师自备毛毛虫的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毛毛虫的图片，通过提问导入主题，吸引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看，这是什么？它有什么外形特征呢？它爬起来

是什么样子的？谁来模仿一下？（鼓励幼儿积极尝试）

教师：小朋友们，今天的科学活动我们就一起来制作会爬的彩色

“毛毛虫”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借助材料制作“毛毛虫”。

1 出示材料包，带领幼儿认识实验材料，了解实验注意事项。.教师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的材料包里有什么？谁能来说一说？（鼓励

幼儿积极发言）

小结：我们的实验材料有纸巾、托盘、色素、空心管。小朋友们要

注意，在实验的过程中，色素千万不能弄到眼睛或者嘴巴里去哦！

2.教师引导幼儿借助材料制作出“毛毛虫”。

教师：小朋友们，刚刚我们观察到，毛毛虫的身体是有很多褶皱

的，下面我们就利用材料中的空心管和纸巾来制作“毛毛虫”吧！

①将纸巾绕着空心管卷起来，再将纸巾挤压在一起。

②将挤压好的纸巾取下来并放在托盘里。

教师：小朋友们，看一看本次实验我们要用到的材料吧！这包白色

的粉末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吸水树脂哦！我们可以怎样用它来制作人

造雪呢？（请幼儿大胆猜测，积极发言）

三、大胆进行实验，按步骤制作出人造雪，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1.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将吸水树脂倒入碗中。

②往碗中少量多次加水并进行搅拌，仔细观察吸水树脂发生了什么

变化。

教师：小朋友们，加水的时候要少量多次哦！请你们认真观察，看

一看，搅拌后水还在吗？水去哪里了？吸水树脂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③将造型卡纸插在碗中做装饰，美丽的人造雪景就做好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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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趣。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动手试一试，制作出漂亮的人造

雪吧！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吸水树脂具有极强的吸水性和保水性，能迅速吸收大量水

分，吸水后会膨胀成像雪一样的水凝胶，因此，我们可以用它来制作人

造雪。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探索吸水树脂在生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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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看一看，纸巾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像不像毛毛虫呢？

三、利用色素让“毛毛虫”爬起来，并大胆探索“毛毛虫”爬起来

的原因。

1.教师引导幼儿讨论让“毛毛虫”爬起来的方法。

教师：小朋友们，怎样才能让“毛毛虫”爬起来呢？你们有什么方

法吗？（鼓励幼儿积极讨论，大胆发言）想一想，材料包中的色素会有

什么用处呢？

2.教师引导幼儿将色素滴在“毛毛虫”身上，并观察现象。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将色素滴在“毛毛虫”身上，看一

看，会有什么神奇的现象呢？（“毛毛虫”爬起来了）

3.教师引导幼儿思考“毛毛虫”爬起来的原因。

教师：小朋友们，想一想，为什么滴了色素之后“毛毛虫”就爬起

来了呢？

4.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当色素滴在缩紧的“毛毛虫”身上时，由于毛细现象，色素

会迅速扩散，且在色素扩散的过程中，水的表面张力使其将“毛毛虫”

慢慢地撑大了，看起来就像彩色的毛毛虫在爬行。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观察生活中的毛细现象。

3.种子的生命之旅

活动目标

1.知道南瓜种子生长成南瓜的过程。

2.能按步骤完成实验。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3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南瓜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南瓜图片，通过提问导入主题，吸引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你们吃过吗？它是什么颜

色、什么形状的？（鼓励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这是南瓜，你们知道南瓜是怎么长成的吗？今天的科学实验

我们就一起来探秘南瓜种子长成南瓜的过程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并按步骤完成实验。

1.教师出示材料包，带领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的材料包里有些什么呢？（请幼儿说一说）

2.教师引导幼儿按步骤完成材料拼贴。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我们先来拼贴好材料吧！

①将卡纸沿压痕折叠。

②在有机板上粘上点胶。

③将有机板粘在南瓜造型卡纸的两端。

三、翻阅拼贴好的材料，感知南瓜种子长成南瓜的过程。

1.教师带领幼儿了解南瓜种子的生命之旅。

教师：小朋友们，现在请你们翻阅拼贴好的材料，看一看、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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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南瓜种子长成我们所看到的南瓜经历了哪些阶段呢？（请幼儿仔细

观察、积极发言）

教师：种子长成南瓜经历了发芽、成长、开花、结果、成熟几个阶

段。生命在起始阶段是非常脆弱的，也是非常坚韧的，只要环境达到要

求，种子就会顽强地破土而出，茁壮成长。每一样果实都来之不易，小

朋友们一定要爱惜哦！

2.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果实的成长需要经历不同的阶段，通过观察南瓜种子的生命

之旅，可以让我们对种子长成果实的过程有更深的了解，从而感受到植

物生长的神奇。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了解更多蔬菜或水果的生长过程。

4.水培萝卜苗

活动目标

1.了解水培萝卜苗的方法。

2.能按步骤完成水培实验。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4号材料包、量杯（共用材料）、托盘（共用材料）。

2.教师自备萝卜图片、水。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萝卜图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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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有没有吃过呢？（请幼儿积极发

言）在之前的科学实验中，我们了解了南瓜种子生长成南瓜的过程，今

天我们一起来动手试一试，看看如何将萝卜种子培育成萝卜苗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了解水培萝卜苗的方法。

1.教师出示材料包，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本次实验会用到哪些材料呢？谁来说一说？（鼓

励幼儿积极发言）

2.教师引导幼儿了解水培萝卜苗的方法。

教师：小朋友们，现在萝卜种子已经有了，请你们想一想，怎样才

能培育出萝卜苗呢？你们有什么方法吗？（请幼儿大胆发言）

教师：刚刚小朋友们说可以将萝卜种子种到土里，按时浇水，种子

就可以破土发芽。今天的科学实验，老师要教你们一种新的方法哦！那

就是水培萝卜苗，该怎么操作呢？请仔细看一看哦！

①将塑料盒放在托盘里，并用量杯往塑料盒中倒满水。

②将过滤网盖在塑料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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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将萝卜种子撒在过滤网上，使其可以碰到水。

三、按步骤进行水培实验，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1.教师引导幼儿按步骤进行水培实验。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动手试一试吧！注意塑料盒中的

水要适量，种子要能碰到水才行哦！

2.教师引导幼儿将塑料盒放置于教室的植物角，提醒幼儿每天往塑

料盒中加水，并观察种子的变化。

教师：小朋友们，要记得每天加水哦！两三天之后，看一看，种子

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种子发芽需要充足的水分、适宜的温度和足够的氧气。当我

们将整个实验在空气中进行，且每天给种子加水后，萝卜种子就具备了

发芽的条件，因此两三天之后，我们会看到有少许种子发芽了，长出了

萝卜苗。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种植更多的水培植物。

5.鸡蛋立起来了

活动目标

1.简单了解鸡蛋立起来的原理。

2.探究使鸡蛋立起来的方法，并能让鸡蛋立起来。

3.体验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5号材料包、托盘（共用材料）。

2.教师自备鸡蛋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鸡蛋图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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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在春分节气，有一个跟鸡蛋

有关的习俗，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请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看来大家都知道春分立蛋的习俗，那你们知道怎么能让鸡蛋

立起来吗？今天的科学活动，我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吧！

二、自主尝试立鸡蛋，探究使鸡蛋立起来的方法。

1.教师引导幼儿自主尝试立鸡蛋。

教师：小朋友们，请取出材料包里的鸡蛋模型，将它放到托盘里试

一试，看看它能否立起来呢？

2.教师引导幼儿探究使鸡蛋立起来的方法。

教师：小朋友们，通过刚才的尝试，我们发现鸡蛋在托盘里无法自

主站立。那有什么办法能辅助鸡蛋站立呢？（鼓励幼儿积极讨论、大胆

发言）看一看，我们的材料包里还有什么？可以怎样利用它帮助鸡蛋立

起来呢？

三、大胆进行实验，使鸡蛋立起来，并简单了解其原理。

1.教师引导幼儿借助材料使鸡蛋立起来。

第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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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小朋友们，请取出材料包中的盐，撒适量在托盘里，然后将

鸡蛋放到盐上试一试，看看它能立起来吗？注意不要将盐弄到眼耳口鼻

里了哦！（请幼儿自主尝试）

2.教师引导幼儿讨论鸡蛋立起来的原理。

教师：小朋友们，为什么加了盐之后，鸡蛋就可以立起来了呢？想

一想，还有什么物品能够代替盐，使鸡蛋立起来呢？（鼓励幼儿积极讨

论、大胆发言）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鸡蛋能站立不倒是因为盐粒增加了鸡蛋和托盘之间的接触面

积，从而增加了摩擦力，并形成了稳定的三角支撑，盐粒就像三脚架一

样把鸡蛋稳稳地托住了。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和家长一起探究更多使鸡蛋立起来的方法。

6.神奇的油迹

活动目标

1.了解油使纸张变透明的原因。

2.能按步骤进行实验。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6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笔、白纸一张。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提前用笔在掌心里写一个字并用白纸覆盖，吸引幼儿的兴趣，

导入本次活动。

教师：小朋友们，老师刚刚在掌心里写了一个字，你们猜是什么？

有什么办法能清楚看见呢？（请幼儿积极发言）今天的科学实验我们就

一起来探究一下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并大胆进行实验猜测。

1.教师出示材料包，带领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的材料包里有什么？卡纸上有什么图案呢？

（鼓励幼儿积极发言）

2.教师引导幼儿将白纸覆盖到卡纸上并进行观察。

教师：小朋友们，现在请你们将白纸覆盖到卡纸上，观察一下，你

能看到什么？然后想一想，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透过白纸看到卡纸上的

图案呢？（鼓励幼儿大胆猜测，积极发言）

三、按步骤进行实验，了解油使纸张变透明的原因，感受科学活动

的乐趣。

1.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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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小朋友们，下面就和老师一起见证奇迹吧！

①往白纸上滴适量油。

②用笔刷将油均匀地刷开。

教师：小朋友们，仔细观察，你发现了什么？

小结：当在白纸上刷上油后，白纸逐渐变得透明，慢慢地，我们就

可以透过白纸看到卡纸上的图案啦！

2.请幼儿自主实验，并思考油使纸张变透明的原因。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试一试吧！然后想一想，为什么

刷了油之后的白纸会变得透明呢？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纸张不透明的原因是其纤维间隙中充满了空气，当光线照射

到纸上时，光线会在这些间隙中发生散射，只有极少的光能从纸的另一

侧射出，因此纸张的透光性较差。当纸张被油浸湿后，油填充了纤维间

的间隙，由于油的折射率和纸张纤维的折射率相近，散射会大大减少，

因此有更多的光线能够直接穿过纸张，从而使纸张变得透明，这样我们

就能看到卡纸上的图案了。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利用家中物品给家长做一做《神奇的油迹》实验。

7.光栅动画

活动目标

1.简单了解光栅动画的原理。

2.能借助材料让静止的图案动起来。

3.感受光栅动画的神奇。

活动准备　

7号材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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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喜欢看动画片吗？那你们知道什么是光栅动

画吗？你们相信静止的条纹图案可以自己动起来吗？今天的科学实验我

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并大胆进行实验猜测。

1.教师出示材料包，带领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的材料包里有什么？谁能来说一说？（鼓励

幼儿积极发言）

2.教师引导幼儿观察造型卡纸上的图案与PVC条纹片，并请幼儿猜

测让静止的图案动起来的方法。

教师：小朋友们，看一看，卡纸上是什么图案？它们有什么特点

呢？再看一看PVC条纹片，它和造型卡纸上的图案有什么共同点呢？

（请幼儿仔细观察、大胆发言）

教师：卡纸上的图案是由一道道条纹组成的，PVC条纹片上也有一

道道条纹。怎么才能让卡纸上静止的图案动起来呢？请你们大胆地猜一

猜、试一试吧！

三、借助材料让静止的图案动起来，并简单了解光栅动画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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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光栅动画的神奇。

1 教师讲解让静止的图案动起来的方法，并进行演示。.

教师：小朋友们，让静止的图案动起来的关键就在于材料包中的这

张PVC条纹片哦！首先，我们将PVC条纹片放在造型卡纸上面，然后缓

慢移动PVC条纹片，观察一下，卡纸上的图案动起来了吗？

2.请幼儿自主实验，借助材料让静止的图案动起来，感受光栅动画

的神奇，并思考其制作原理。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由地玩一玩，感受光栅动画的神奇

吧！可以调整PVC条纹片的移动速度哦！想一想，为什么当我们移动

PVC条纹片时，造型卡纸上静止的图案会动起来呢？

3 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光栅动画又称莫尔条纹动画，是制作者通过移动光栅板而产

生的一种动画效果。当我们将PVC条纹片放在造型卡纸上面时，黑色条

纹会遮住卡纸上图案的一部分，而我们的视觉思维会为我们自动补足被

遮挡的部分，使我们拥有对完整图像的认知，又由于视觉暂留现象，所

以，移动PVC条纹片时，我们所看到的多个图案就组成了连续的动画。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探索制作简单的光栅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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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趣的万花筒

活动目标

1.了解万花筒的成像原理。

2.能按步骤组装万花筒。

3.感受万花筒千变万化的视觉效果。

活动准备　

8号材料包、双面胶（共用材料）。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引导幼儿猜谜语，导入主题，激发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今天老师要说一个谜语考考大家哦！谜底是一款

很经典的玩具，看看谁能猜出来呢？（鼓励幼儿大胆猜一猜）

谜语：

小小花瓶，

身藏百花，

转来转去，

千变万化。

教师：谜底就是万花筒。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亲手制作万花筒并探

索其中的秘密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并按步骤制作万花筒。

1.教师出示材料包，带领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的材料包里有什么？谁能来说一说？（鼓励

幼儿积极发言）

2.教师一边讲解万花筒的制作步骤，一边演示，引导幼儿按步骤制

作万花筒。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跟随老师一起制作万花筒吧！

第二级



①将大卡纸沿折痕折叠。

②将镜片粘贴在卡纸内侧，再将卡纸折叠成三棱柱状并粘贴好。

③将泡棉卡在三棱柱的两端，万花筒就做好了。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的万花筒做好了吗？遇到问题可以请老师帮

忙哦！

三、感受万花筒千变万化的视觉效果，并了解万花筒的成像原理。

1.教师引导幼儿自由地玩一玩万花筒，感受万花筒千变万化的视觉

效果。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将万花筒的一端放到小卡纸上，然后

从另一端往里看，说说你看到了什么样的图案。

2.教师引导幼儿思考万花筒的成像原理。

教师：小朋友们，想一想，为什么透过万花筒看到的图案这么丰富

多彩呢？这和万花筒的构造有什么关系呢？（引导幼儿思考、讨论）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万花筒中，三面镜子放置于卡纸内侧形成了一个光线闭合的

空间，这样卡纸上的图案就会被三面镜子多次反射，形成一个排列规

则、互相对称的几何图案。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玩一玩万花筒，进一步感受万花筒千变万

化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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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荷叶滚珠

活动目标

1.简单了解水珠可以在荷叶上滚动且不浸湿荷叶的原因。

2.能按步骤进行实验，观察“荷叶”滚珠现象，并探索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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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杯（共用材料）。

2.教师自备水、滴管、荷叶及其他一种植物的叶子（叶子可以被水

浸湿）。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叶子，吸引幼儿的兴趣，导入本次活动。

教师：小朋友们，老师这里有两片叶子，请大家摸一摸这两片叶

子，感受一下它们的触感有什么不同。

二、通过对比发现水珠可以在荷叶上滚动且不浸湿荷叶的现象，并

了解其原因。

1.教师用滴管给叶子浇水，引导幼儿观察现象。

教师：浇了水之后两片叶子有什么不同呢？（请幼儿仔细观察）

小结：浇水之后，其中一片叶子被水浸湿了，而荷叶没有被水浸

湿。当我们晃动叶子时，水珠还会在荷叶上滚来滚去。

2.教师引导幼儿思考荷叶滚珠的秘密，引出本次实验。

教师：小朋友们，想一想，为什么水无法浸湿荷叶，还形成了水珠

在荷叶上滚来滚去呢？荷叶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引导幼儿回想荷叶的

触感，进行思考）

小结：荷叶滚珠的秘密在于荷叶的表面有一层蜡质的绒毛，这层绒

毛在水珠和荷叶间形成了一层很薄的空气膜，使荷叶与水珠的接触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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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限，因此水珠可以在荷叶上任意地滚来滚去且不浸湿荷叶。

教师：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用纸张做一下荷叶滚珠的实

验吧！

三、按步骤进行实验，观察“荷叶”滚珠现象，并探索其原理。

1.教师出示材料包中的纸巾，引导幼儿往纸巾上滴水，观察现象。

教师：小朋友们，纸巾被水浸湿了吗？如果用纸巾来做荷叶滚珠实

验，实验能成功吗？（鼓励幼儿积极发言）

2.教师出示材料包中的荷叶卡片，引导幼儿思考如何使卡片不被水

浸湿。

教师：小朋友们，想一想，如何让荷叶卡片像真正的荷叶一样，不

被水浸湿呢？（请幼儿积极思考、大胆发言）

3.教师出示材料包中的蜡烛，引导幼儿将蜡烛均匀地涂抹在荷叶卡

片上，再向卡片上滴水，并观察现象。

4.教师引导幼儿思考“荷叶”滚珠的原理。

教师：小朋友们，想一想，涂抹蜡烛后的荷叶卡片为什么就能不被

水浸湿了呢？

5.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蜡烛的主要成分是石蜡，石蜡与水不相溶。因此涂抹在卡片

表面的蜡烛就像一层保护膜，使水珠可以滚来滚去却无法浸湿卡片。

活动延伸

请家长带领幼儿去公园里观察荷叶滚珠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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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石膏魔术

活动目标

1.简单了解石膏粉遇水凝固变硬的特点。

2.能按步骤制作石膏模型。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0号材料包、托盘（共用材料）、量杯（共用材料）、色素（共

用材料）。

2.教师自备石膏粉、水、石膏模型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石膏模型图片，并通过提问导入主题，吸引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看一看这些模型，猜猜它们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呢？你们想不想自己动手制作呢？（鼓励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这些模型都是石膏做的，今天的科学实验我们就一起动手制

作石膏模型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了解石膏粉遇水凝固变硬的特点。

1.教师出示材料包，带领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认识这些物品吗？谁能来说一说？（鼓励幼

儿积极发言）

2.教师鼓励幼儿大胆猜测如何让石膏粉变成固态模型。

教师：小朋友们，石膏粉是粉末状的，怎么才能变成固态的模型

呢？（鼓励幼儿大胆猜测、积极发言）

3.教师在石膏粉中加入水，引导幼儿观察现象，了解石膏粉遇水凝

固变硬的特点。

教师：当我们往石膏粉中加水，石膏粉和水混合后发生了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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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成了固态。小朋友们，下面我们就一起利用石膏粉来制作好看的石

膏模型吧！

三、按步骤制作石膏模型，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1.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将杯子放入托盘，用量勺取适量石膏粉放入杯中。

②用量杯往杯中加入适量水，并用搅拌棒搅拌均匀。

③往杯中滴入适量色素，并用搅拌棒搅拌一下。

④将搅拌好的石膏溶液倒入模具中。

⑤等石膏溶液变得坚固之后就可以将石膏模型倒出来了。

2.请幼儿自主实验，制作出石膏模型，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动手试一试吧！遇到困难可以请

老师帮忙哦！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我们之所以可以利用石膏做出各种各样的模型，是因为石膏

粉与水混合后会发生化学反应凝固成型，而凝固前的石膏溶液具有比较

好的流动性，可以将其倒入模具中，制作出各种各样的形状。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制作更多的石膏模型。

11.吹泡泡

活动目标

1.简单了解吹泡泡的原理。

2.能按步骤制作吹泡泡的工具，并进行吹泡泡实验。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号材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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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吹过泡泡吗？是怎么吹的呢？今天的科学实

验我们就一起来吹泡泡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并按步骤制作吹泡泡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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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幼

儿积极发言）

2.教师引导幼儿按步骤制作吹泡泡的工具。

教师：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制作吹泡泡用的工具吧！

①将空心管插入泡棉的孔中，注意保持高度一致。

②将插好空心管的泡棉卡进漏斗里。

三、进行吹泡泡实验，并简单了解吹泡泡的原理。

1.教师讲解吹泡泡的方法，并进行演示。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将泡泡液倒入杯中，然后手持漏斗，将空心

管一端放入杯中蘸取泡泡液，这样就可以用它来吹泡泡了。

2.请幼儿自由吹泡泡，并思考吹泡泡的原理。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由地吹泡泡吧！想一想，为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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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液可以吹出泡泡且泡泡不会破呢？泡泡液有什么神奇的魔力吗？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泡泡液中含有一种表面活性剂，它会打破水的表面张力，使

吹出的泡泡不容易破裂。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自制泡泡液并吹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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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彩色音乐瓶

活动目标

1.了解音乐瓶发出不同声音的原理。

2.能按步骤制作彩色音乐瓶，听一听它们发出的不同声音。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2号材料包、色素（共用材料）、量杯（共用材料）。

2.教师自备水和手敲琴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手敲琴图片，通过提问导入主题，吸引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图片上是什么？你们玩过吗？是怎么玩的呢？敲

击不同的琴键发出的声音一样吗？瓶子也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哦！今天

的科学实验我们就一起来制作神奇的音乐瓶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并按步骤制作彩色音乐瓶。

1.教师出示材料包，带领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的材料包里有什么？谁能来说一说？（鼓励

幼儿积极发言）

2.教师引导幼儿按步骤制作彩色音乐瓶。

①将三根试管分别插在泡棉孔中。

②往三根试管中倒入不同高度的水。

③将不同颜色的色素分别滴在三根试管里。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的彩色音乐瓶做好了吗？猜一猜，敲击不同

的瓶子发出的声音会一样吗？

三、自由敲击音乐瓶，了解音乐瓶发出不同声音的原理，感受科学

活动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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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幼儿自由敲击音乐瓶，感受声音的不同。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用鼓棒自由敲击音乐瓶，听一听，它

们发出的声音一样吗？哪个音调高？哪个音调低呢？

2.教师引导幼儿思考音乐瓶发出不同声音的原理。

教师：小朋友们，为什么不同水位的瓶子，敲击后发出的声音会不

同呢？还记得小班上学期的实验《各种各样的声音》吗？声音是由什么

产生的？（鼓励幼儿积极讨论、大胆发言）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不同的振动频率会产生不同的声

音。我们往试管中加入了不同高度的水，敲击试管时它们的振动频率发

生了变化，水少的试管振动频率快，发出的音调较高，水多的试管振动

频率慢，发出的音调较低。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用筷子等工具敲击不同的物品，感受它们发出来的不

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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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磁力传递

活动目标

1.通过实验感知磁力的传递现象。

2.能按步骤进行实验。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3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螺母若干。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给幼儿分发螺母，引导幼儿玩一玩螺母叠罗汉的游戏，导入本

次活动。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玩螺母叠罗汉的游戏，看看谁叠的螺

母最多哟！注意哦，螺母要立着叠才行哦！（请幼儿积极尝试）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立着叠螺母很难成功，螺母总是

会掉落下来。有什么办法能让螺母稳定地立着摞起来呢？今天的科学实

验我们就来探究一下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并大胆进行实验猜测。

1.教师出示材料包，带领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的材料包中有什么？谁能来说一说？（鼓励

幼儿积极发言）

2.教师引导幼儿通过操作回顾磁铁的特性。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磁铁有什么特性吗？请取出材料包中

的两块磁铁，并用其中一块磁铁去靠近另一块磁铁，看看会发生什么

吧！再用任意一块磁铁靠近螺母，看看又会发生什么吧！

小结：磁铁能够吸引含铁的物质，用一块磁铁去靠近另一块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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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它们会吸附到一起；用磁铁靠近螺母时，螺母也会被磁铁吸住。

3.教师引导幼儿大胆猜测螺母叠罗汉的方法。

教师：刚刚我们回顾了磁铁的特性，知道磁铁能够吸引含铁的物

质，那我们能不能利用磁铁来将螺母叠起来呢？应该如何操作呢？（请

幼儿大胆猜测）

三、按步骤进行实验，感知磁力的传递现象。

1.教师讲解叠螺母的方法并演示。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将两块磁铁吸在一起，再将螺母放到磁铁上

摞起来，看看能成功吗？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呢？

教师：螺母成功地叠到了一起，这是因为磁铁的磁性在螺母间进行

了传递，即使上层的螺母没有直接接触到磁铁，也可以被吸附。

2.请幼儿自由叠螺母，尝试摆出不同的造型，进一步感知磁力的传

递现象，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动手试一试吧！看看能摆出什么

造型呢？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将螺母吸附在磁铁上，可以摆出不同的造型，是因为磁铁能

够吸引含铁的物质，且磁铁的磁性可以依次传递到不同的螺母上。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利用磁力的传递原理玩更多的叠罗汉游

戏，如用磁铁吸附曲别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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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魔力净化瓶

活动目标

1.简单了解净化瓶的原理。

2.能按步骤进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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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伏。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碘伏，通过提问导入本次活动，吸引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它有什么用处呢？它是什

么颜色的？

教师：这是碘伏，在伤口上涂抹碘伏，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碘伏是棕色的，老师这里有一个神奇的瓶子，它可以让碘伏的颜色变成

无色哦！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科学实验我们就来探究一下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并按步骤进行实验。

1.教师出示材料包，带领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认识这些物品吗？谁来说一说？（鼓励幼儿

积极发言）

2.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往瓶子里加适量水。

②往瓶子里滴入碘伏，摇动一下，观察水变成了什么颜色。

③将维生素C片投进瓶子里。

④拧上瓶盖，晃动瓶子，再次观察水的变化。

教师：小朋友们，碘伏溶液变成了什么颜色？为什么会这样呢？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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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带着疑问试着自己做一做这个实验吧！

3.请幼儿自主实验，进一步感知净化瓶的魔力。

三、简单了解净化瓶的原理。

1.教师引导幼儿思考净化瓶的原理。

教师：小朋友们，想一想，为什么净化瓶能使碘伏溶液变成无色状

态呢？刚刚我们在瓶子里放入了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小结：净化瓶能将棕色的碘伏溶液还原为无色状态，关键在于我们

投入的维生素C片。维生素C片能使被氧化变色的物品还原回原色。

2.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碘伏是氧化剂，维生素C是还原剂，当碘伏遇到维生素C时

会产生氧化还原反应，棕色的碘伏水就会变成没有颜色的水啦！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通过实验探索富含 的水果能否使维生素C

碘伏溶液变成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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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重力滚梯

活动目标

1.感知重力的存在。

2.能按步骤进行实验，观察小滚筒的滚落轨迹。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5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乒乓球、钥匙等物品。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讲述牛顿与苹果的故事，吸引幼儿的兴趣，导入本次活动。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听过牛顿与苹果的故事吗？有一天，牛顿坐

在苹果树下休息，忽然一个苹果从树上掉落下来，砸到了他的头上。想

一想，为什么苹果成熟后，不是往上升，而是往下落呢？（请幼儿积极

思考、大胆发言）

二、通过抛物实验，感知重力的存在。

教师做抛物小实验，引导幼儿仔细观察物体的运动轨迹，感知重力

的存在。

教师：小朋友们，苹果向下落是偶然的吗？我们试着抛一抛其他物

品，你发现了什么？（不管将物品往哪个方向抛，它们最终都会落到地

面上）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牛顿带着这样的疑问努

力研究，最终发现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说明地球上的

一切物体都会受到一个向下的吸引力，这个力叫做重力。因此，我们会

发现雨滴会落到地上、水会往低处流、小朋友们跳起来也会落回到地面

上。今天我们再来做一个“重力滚梯”的实验，通过实验感知重力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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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吧！

三、认识实验材料，并按步骤进行实验，观察小滚筒的滚落轨迹。

1.教师出示材料包，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的材料包中有什么？谁能来说一说？（鼓励

幼儿积极发言）

2.教师引导幼儿按步骤进行实验，观察小滚筒的滚落轨迹。

①将塑料架插在泡棉底板上。

②将小滚筒放在第二根塑料棍上。

③松开手，看看小滚筒的滚落轨迹。

教师：小滚筒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向着什么方向运动呢？（请

幼儿积极发言）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物体由于地球的吸引而受到的力叫作重力，重力的施力物体

是地球，重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滚筒由于受到竖直向下的重力作

用，所以会从梯子上滚下来。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观察生活中的重力与反重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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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魔法静电

活动目标

1.通过实验了解静电的产生。

2.能按步骤进行实验，探索静电现象。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6号材料包。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通过提问导入本次活动，吸引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是静电吗？你们有没有在生活中见

过静电现象呢？（请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原来很多小朋友都见过静电现象，比如冬天我们脱毛衣时头

发会飞起来，甚至还会听到劈里啪啦的响声。那我们自己可以怎样制造

出静电呢？静电又有什么样的魔法？今天的科学实验我们就一起来探究

一下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了解静电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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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幼儿积

极发言）

2.教师引导幼儿初步了解静电的产生。

教师：小朋友们，请将材料包中的粗吸管取出来靠近羽毛，看看会

发生什么，然后将粗吸管放到衣服或头发上摩擦几下，再靠近羽毛，看

看又会发生什么。（请幼儿仔细观察、积极发言）

小结：粗吸管经过摩擦后可以将羽毛吸起来。

教师：小朋友们，想一想，粗吸管经过摩擦后为什么可以将羽毛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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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呢？

小结：粗吸管经过摩擦后产生了静电，静电将羽毛吸了起来。

教师：原来摩擦可以产生静电，可是静电真的有这么神奇的魔力

吗？我们通过接下来的实验进一步探究吧！

三、按步骤进行实验，探索静电现象，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1.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实验演示。

①将笔芯管插在泡棉底座上。

②将正方形彩纸折叠好后放在笔芯管上。

③将粗吸管在衣服或头发上摩擦后靠近彩纸并围着它转动，看一看

会发生什么。

2.请幼儿自主实验，探索静电现象，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教师：转动吸管时，你看到了什么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当我们将吸管放在衣服或头发上摩擦后会产生静电，而静电

能吸住很轻的东西。当产生静电的吸管靠近彩纸并围着它转动时，彩纸

就会跟随吸管一起转动。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发现更多的静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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