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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费纳奇镜

活动目标

1.了解费纳奇镜的原理。

2.能按步骤制作费纳奇镜，并透过其狭缝观察图画的变化。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号材料包、双面胶（共用材料）。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带领幼儿回顾所学内容，导入本次活动。

教师：小朋友们，还记得我们做过的《笼中鸟》实验吗？当图卡快

速旋转时，鸟就像飞进了笼中一样，这个实验运用了什么原理呢？（请

幼儿积极发言）今天我们要再做一个与视觉暂留现象有关的实验哦！这

个实验要用到一个装置，叫做费纳奇镜。你们知道什么是费纳奇镜吗？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并按步骤制作费纳奇镜。

1.教师出示材料包，带领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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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导幼儿按步骤制作费纳奇镜。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跟老师一起动手制作一个费纳奇镜吧！

①将造型卡纸有图画的一面朝里，用双面胶粘在泡棉圆片上。

②将细空心管插在泡棉圆片上，并用泡棉塞上下固定。

③将粗空心管套在细空心管上。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组装好了吗？遇到困难可以请老师帮忙哦！

3.教师引导幼儿观察费纳奇镜的特征，了解其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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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一样的指纹

活动目标

1.了解指纹的类型、特性及其在生活中的应用。

2.能按步骤拓印指纹并创作指纹画。

3. 。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2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勾线笔、指纹印画的范画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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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伸出小手，看看手指上有什么？（教师引导幼

儿说出指纹）每根手指上的指纹一样吗？有什么办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

观察指纹呢？（请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让我们一起尝试用拓印的方式来更好地观察指纹吧！

二、按步骤拓印并观察指纹，了解指纹的类型、特性及其在生活中

的应用。

1.教师 并观察自己的指纹，初步感知指纹的不引导幼儿按顺序拓印

同类型。

教师：小朋友们，请你们利用印泥将指纹拓印到背景底纸上，从左

手的大拇指开始拓印，左手拓印完成后，再接着拓印右手哦！拓印完之

后请仔细观察一下自己的指纹，说说它们分别是什么形状的。

2.教师讲解指纹的类型，引导幼儿进一步了解指纹的类型。

教师：指纹大致分三种类型，有同心圆和螺旋纹线，看上去像水中

旋涡的叫斗形纹；有的纹线是一边开口的，像簸箕一样，叫箕形纹；有

的纹路像弓一样，叫弓形纹。

教师：小朋友们，请仔细观察，费纳奇镜有什么特征呢？你们知道

费纳奇镜有什么作用吗？

小结：费纳奇镜是一种早期的、简单的动画放映装置，它上面有很

多狭长的缝隙，朝内的一侧有很多图画。透过狭缝人们可以观察到循环

播放的连续动画。

三、自由地玩一玩费纳奇镜，透过其狭缝观察图画的变化，并了解

费纳奇镜的制作原理。

1.请幼儿自由地玩一玩费纳奇镜，透过其狭缝观察图画的变化。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由地玩一玩费纳奇镜吧！注意哦，

左手拿稳粗空心管的同时，右手转动细空心管，眼睛透过卡纸的缝隙去

观察，看看原本静止的图画看上去有什么变化。

2.教师引导幼儿思考费纳奇镜的原理。

教师：小朋友们，请你们结合视觉暂留现象，想一想，为什么看到

的图画动起来了呢？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费纳奇镜是一种早期的动画放映装置。卡纸上带有狭缝，旋

转卡纸时，只有当下一帧图画到达和上一帧图画相同的位置时，我们才

能够看到它，由于每一帧的图画是连贯的，同时在视觉暂留效果的作用

下，我们就会感觉图画在原地动了起来。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尝试绘制简单的图画，并自制费纳奇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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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引导幼儿相互观察指纹，了解指纹的特性。

教师：小朋友，请你们互相看一看，你们的指纹一样吗？

小结：指纹受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各不相同、终生不变的

特性。

4.教师引导幼儿了解指纹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指纹在实际生活中有哪些应用吗？（请

幼儿积极讨论、大胆发言）

小结：由于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可以用指纹来验证

身份、追踪罪犯等。

三、发挥想象自由创作指纹画，进一步了解指纹的特征。

1. 出示指纹印画的范画，引导幼儿欣赏并发挥想象，自由创作教师

指纹画。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还可以利用指纹来创作指纹画哦！一起来试

试吧！

2.请幼儿互相欣赏指纹画。

教师：小朋友们，请将你们创作的指纹画与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看一看爸爸妈妈的指纹分别是什么样的。

3.特工密信

活动目标

1.通过实验了解特工密信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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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盘（共用材料）、量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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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在古代打仗的时候，人们是怎么传递前

线军情的吗？如果要传递的军情十分重要，为防止泄露，又该怎么做

呢？你们有什么办法吗？（请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今天的科学实验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如何通过密信传递重

要信息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了解实验步骤。

1.教师出示材料包，带领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材料包里有哪些材料呢？谁愿意来说一说？（请

幼儿说一说）

2.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及注意事项。

教师：小朋友们，书写密信的关键就在于材料中的淀粉和碘伏哦！

具体要怎么操作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①将杯子放入托盘中，并将淀粉倒入杯中。

②在杯中加适量水，并用棉签搅拌均匀。

③将碘伏倒入小喷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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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用棉签蘸取淀粉水在过滤纸上写字并自然风干。

⑤用小喷壶在过滤纸上喷适量碘伏，观察现象。

教师：小朋友们，在实验的过程中要注意不能把碘伏和淀粉弄到眼

睛或嘴巴里去了哦！

三、按步骤进行实验，探索实验原理，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1.教师引导幼儿按步骤进行实验。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动手做一做这个实验吧！遇到困

难可以请老师帮忙哦！

2.教师引导幼儿讨论、思考特工密信的原理。

教师：小朋友们，当用淀粉水写字并风干后，字迹是不是消失了

呢？那为什么喷上碘伏后字迹又重新出现了呢？（请幼儿积极思考并大

胆讨论）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特工密信”实验，是模仿特工们传递秘密信息的方式，利

用化学反应的原理，在白纸上制作出只有特定方法才能显现的密信。淀

粉遇碘呈蓝色这一特性，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并因其显色反应灵敏而被

广泛用于检测碘或淀粉的存在实验中。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探讨更多传递密信的方式。

4.探秘三角形

活动目标

1.了解三角形和四边形的特性及其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2.能按步骤进行实验，探究三角形和四边形的特性。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4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相机三脚架和伸缩衣架的图片一张。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相机三脚架和伸缩衣架的图片，通过提问导入主题，吸引

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这是什么物品？它们可以用来做什么？它们的外

形有什么特征呢？（请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相机三脚架是用来支撑相机的，它的三条腿构成了三角形结

构；伸缩衣架可以同时晾晒很多衣物，它是由多个四边形组成的。小朋

友们，想一想，为什么三脚架和伸缩衣架要这样设计呢？这样设计的优

势在哪里？今天的科学实验我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吧！

二、按步骤进行实验，探究三角形和四边形的特性。

1.教师引导幼儿按步骤组装三角形并探究三角形的特性。

教师：小朋友们，请将三根木条用两脚钉进行固定，看看它是什么

形状？然后用手捏住不同的木条，晃动一下，看看它稳定吗？

2.教师引导幼儿按步骤组装四边形并探究四边形的特性。

教师：小朋友们，请将四根木条用两脚钉固定，说一说它是什么形

状？然后用手捏住不同的木条，晃动一下，看看它稳定吗？

3.教师引导幼儿总结三角形和四边形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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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小朋友们，通过刚才的实验你们发现了什么？三角形和四边

形哪个更稳定？哪个不稳定，容易变形呢？

小结：通过实验我们发现，三角形具有稳定性，不易变形；而四边

形的稳定性比较差，灵活性更强，很容易变形。

三、了解三角形和四边形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1.教师引导幼儿思考三角形和四边形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教师：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三脚架有三条腿，而伸缩衣

架是四边形的了吗？生活中还有哪些物品的设计利用了三角形具有稳定

性的原理？哪些物品的设计利用了四边形不稳定的原理？（请幼儿积极

思考、大胆讨论）

小结：三脚架的三条腿形成的三角形结构可以确保相机拍摄时的稳

定性，避免晃动，从而获得清晰的拍摄效果。而伸缩衣架利用四边形易

变形的原理，可以使衣架收缩起来，收纳时节省空间。

2.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三角形具有稳定性，因此不易变形。三角形结构被广泛应用

于工业领域，如桥梁的斜拉钢索等。而四边形具有不稳定性，易变形，

普遍应用于需要灵活伸缩或折叠的物品中，如伸缩门的设计等。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寻找、发现三角形和四边形在日常生活中

的更多应用。

5.人体消化系统

活动目标

1.认识人体的消化系统，了解食物在人体中的消化过程。

2.能按步骤进行实验，将不同性状的食物图卡粘贴在消化系统的对

应位置。

3.体验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5号材料包、双面胶（共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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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最喜欢吃什么食物？你们知道被吃进去的食

物在人体中经过了哪些地方吗？食物又是怎样被消化的？今天的科学实

验我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吧！

二、认识人体的消化系统，了解食物在人体中的消化过程。

1.教师出示材料包，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本次实验要用到哪些材料呢？谁能来说一说？

（鼓励幼儿积极发言）

２.教师引导幼儿认识人体的消化系统，了解食物被消化的过程。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人体的消化系统是由哪些器官组成

的吗？仔细观察背景底纸上的图案，然后大胆地说一说吧！（鼓励幼儿

积极发言）

小结：人体消化系统主要由口腔、食道、胃、小肠、大肠等组成。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在进入口腔后，经过咀嚼被初步研磨成小块，然后通

过食管进入我们的胃里，食物在胃里被进一步翻搅成浓稠的粥状物，接

着进入小肠，小肠进一步消化食物，并将营养物质通过肠壁输送到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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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后未被消化的食物残渣会进入大肠，此时水分会被进一步吸收，

剩余的残渣会形成粪便被排出体外。

三、按步骤进行实验，将不同性状的食物图卡粘贴在消化系统的对

应位置，体验科学活动的乐趣。

1.教师引导幼儿观察食物图卡上食物的性状。

教师：小朋友们，仔细观察背景底纸上的食物图卡，它们分别是什

么样的呢？应该对应消化系统的哪个器官呢？

2.教师引导幼儿按步骤进行实验，将不同性状的食物图卡粘贴在消

化系统的对应位置上，体验科学活动的乐趣。

①将吸管弯折后粘到背景底纸上。

②取出圆形食物图卡，按照食物的消化过程粘贴到相应位置。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粘贴好了吗？请你们从上到下看一看，再次

熟悉人体的消化系统以及食物在人体中的消化过程吧！

3.教师引导幼儿思考消化系统的功能。

教师：小朋友们，想一想，消化系统有什么功能呢？我们应该怎样

保护好它呢？（鼓励幼儿积极讨论、大胆发言）

4.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消化系统的基本生理功能是摄取、转运、消化食物和吸收营

养、排泄废物，这些功能的完成有赖于整个胃肠道协调的生理活动。因

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保护好肠胃。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摸一摸消化系统各器官的大致位置。

6.齿轮风车

活动目标

1.简单了解齿轮风车转动的原理。

2.能按步骤组装齿轮风车，并观察它的转动情况。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6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玩具风车一个。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 ，通过提问导入本次主题，吸引幼儿的兴趣。玩具风车

教师：小朋友们，这是什么？你们玩过吗？怎么让它转动起来呢？

（请幼儿积极发言和尝试）

教师：你还见过哪些类型的风车呢？今天的科学实验我们一起来做

一个齿轮风车，看看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并按步骤组装齿轮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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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齿轮？它们是什

么样子的呢？（鼓励幼儿积极发言）

2.教师引导幼儿按步骤组装齿轮风车。

教师：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组装齿轮风车吧！（教师边

讲解边演示，引导幼儿自主组装）

①将齿轮状泡棉和塑料杆组装在一起，风车杆就做好了。

②将风车卡纸粘在组装好的风车杆上，齿轮风车就做好了。

教师：小朋友们，风车做好了吗？遇到困难可以请老师帮忙哦！

三、观察齿轮风车的转动情况，了解其转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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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引导幼儿思考让齿轮风车转动的方法并大胆尝试。

教师：小朋友们，怎么才能让齿轮风车持续、稳定地转动起来呢？

试试转动下面一个齿轮看看吧！

2.教师引导幼儿思考齿轮风车转动的原理。

教师：小朋友们，为什么转动风车杆上靠下的那个齿轮，另一个齿

轮上的风车也会转动起来呢？两个相互啮合的齿轮有什么作用呢？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两个齿轮在互相啮合时，可以将动力进行传递，一个齿轮的

转动会带动另一个齿轮转动，并且它们转动时的方向是相反的。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发现齿轮在实际生活中的其他应用。

7.二十四节气

活动目标

1.知道二十四节气有哪些。

2.按步骤进行实验，探究二十四节气与四季的对应关系。

3.体验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7号材料包。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通过诗歌导入主题，吸引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老师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一首诗歌，叫《二十四节

气歌》，一起来听一听吧！

二十四节气歌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上半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是八廿三。

每月两节日期定，最多不差一两天。

教师：在这首诗歌里有哪二十四个节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

下吧!

二、了解二十四节气有哪些。

1.教师引导幼儿说说知道的二十四节气。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二十四节气中的哪些节气呢？谁愿意来

说一说？

2.教师引导幼儿了解二十四节气有哪些。

教师：二十四节气分别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

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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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三、按步骤进行实验，探究二十四节气与四季的对应关系。

1 教师引导幼儿了解二十四节气与四季的对应关系。.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二十四节气在一年中是怎么分布的吗？

和春、夏、秋、冬四个四节又是怎样的对应关系呢？

小结：每个季节都有六个节气，一年共二十四个节气。春季对应的

节气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夏季对应的节气为：

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秋季对应的节气为：立秋、处

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冬季对应的节气为：立冬、小雪、大

雪、冬至、小寒、大寒。其中，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分别代表着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开始。

2.教师引导幼儿按步骤进行实验，并思考、讨论二十四节气的作用

和意义。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取出节气卡纸和季节卡纸，用两脚钉将两

张卡纸固定到一起，然后调整位置，使节气和四季相对应吧！想一想，

二十四节气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呢？（请幼儿积极思考、大胆发言）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们准确地反映了

自然节律的变化，对农业生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一年分四个季节，

每个季节有三个月，每月有两个节气，相隔约15天，全年共24个节气。

这些节气不仅反映了季节的变化，还指导着农事活动，如播种、收割

等。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之一。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了解每个节气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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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温度计

活动目标

1.认识温度计，了解温度计的测温原理。

2.能按步骤自制温度计并测量液体的温度。

3.体验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8号材料包、色素（共用材料）、托盘（共用材料）、双面胶

（共用材料）。

2.教师自备水（热水和冷水）。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材料包中的温度计，引导幼儿认识温度计，了解其功能。

教师：小朋友们，这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请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这是温度计，温度计是可以准确地判断和测量温度的工具，

常见的温度计有体温计、气温计等，我们生病时会用体温计来测量体

温，以此判断身体有没有发烧。那么温度计能不能用来测量水温呢？接

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试一试吧！

二、利用温度计测量水温，了解温度计的测温原理。

1.教师引导幼儿用温度计分别测量热水和冷水的温度。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我们一起取出材料包中的两个杯子，分别在

两个杯子中加入热水和冷水，然后依次放入温度计，观察温度计有什么

变化吧！（教师指导幼儿进行操作）

教师：小朋友们，温度计在冷水中指示的温度是多少？在热水中指

示的温度又是多少呢？

2.教师引导幼儿了解温度计的测温原理。

教师：小小的一支温度计为什么可以测出水的温度呢？我们在测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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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关注的是温度计哪里的变化呢？（液柱位置的变化）液柱为什么会发

生变化呢？

教师：温度计能够指示温度，是利用了物体热胀冷缩的原理。一般

情况下，物体的温度升高时，体积会膨胀，因此温度计的液柱会升高；

反之，体积收缩，液柱会下降，液柱的变化反应了温度的高低。

三、按步骤自制温度计并测量液体的温度，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1.教师引导幼儿按步骤自制温度计。

教师：温度计真神奇，下面我们一起来自制温度计吧！

①在玻璃瓶中加入三分之二的水并滴入色素，再用助插器将软胶塞

扎通。

②将透明管插入软胶塞的孔中，并将软胶塞安装到玻璃瓶上。

③将温度卡粘到玻璃瓶上，自制温度计就做好了。

2.教师引导幼儿用自制温度计测量热水和冷水的温度。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将自制温度计依次放入装有热水和冷水的

杯子里，看看液柱有什么变化吧！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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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计的不同种类及其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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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石 磨

活动目标

1.简单了解石磨的工作原理。

2.能按步骤组装石磨，并能用石磨研磨物品。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9号材料包、双面胶（共用材料）。

2.教师自备石磨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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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喜欢喝豆浆吗？你们知道豆浆是怎么制作出

来的吗？（请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现在人们所喝的豆浆通常是用豆浆机、破壁机等工具榨取出

来的，但是在这些工具还没有发明或普及的时候，人们是利用石磨制作

豆浆的，（教师适时出示石磨的图片）想不想知道怎么利用石磨磨出豆

浆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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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步骤组装石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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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石磨。

教师：小朋友们，仔细观察图片中石磨的结构，接下来我们一起利

用材料来自制一个石磨吧！

①将一大一小两块纸木板用点胶粘到一起。

②用双面胶将砂纸粘到上方的纸木板和另一块纸木板上。

第 六 级



③用空心管依次将三块纸木板组装起来，并用泡棉塞固定，石磨就

做好了。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的石磨做好了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怎么利用石磨研磨物品吧！

三、利用石磨研磨物品，简单了解石磨的工作原理，感受科学活动

的乐趣。

1.教师引导幼儿正确使用石磨研磨物品。

教师：小朋友们，请将白糖倒入石磨上方的孔中，然后转动石磨，

看看白糖会不会被磨碎呢？当顺时针转动石磨没反应时，也可以试试逆

时针转动哦！

2.教师引导幼儿思考石磨的工作原理。

教师：小朋友们，想一想，石磨为什么能研磨物品呢？（请幼儿积

极思考、大胆发言）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砂纸的表面比较粗糙，产生的摩擦力较大，而转动的磨盘会

产生较强的挤压作用。因此白糖会在砂纸的摩擦和磨盘的挤压下被磨得

越来越细。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了解用石磨磨豆浆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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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吸尘器

活动目标

1.简单了解吸尘器的工作原理。

2.能按步骤制作吸尘器，并利用吸尘器吸取纸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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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纸一张、吸尘器的图片和两节电池。幼儿每人自备两

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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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面很脏时，除了用扫帚、拖把来清洁地面，

我们还可以借助什么工具呢？（请幼儿积极发言，教师适时出示吸尘器

的图片）这就是吸尘器，吸尘器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清理地面上的毛发、

纸屑、灰尘等杂物。你们知道吸尘器是怎样工作的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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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步骤制作吸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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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导幼儿按步骤组装吸尘器。

教师：小朋友们，请仔细观察图片上吸尘器的结构，然后我们一起

来利用材料自制吸尘器吧！

①将电池盒上的两根导线与电机连接。

②将橙色泡棉小孔中的泡棉塞去掉，然后将泡棉套在电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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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将扇叶安装在电机的轴上。

④将绿色泡棉上的泡棉塞去掉，再将吸管插在泡棉中间的大孔中。

⑤将两个泡棉分别固定在圆筒的两端。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的吸尘器做好了吗？遇到困难可以请老师帮

忙哦！

三、利用自制吸尘器吸取纸屑，简单了解吸尘器的工作原理，感受

科学活动的乐趣。

1.教师引导幼儿利用自制吸尘器吸取纸屑。

教师：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自制吸尘器的吸尘效

果吧！我们先将纸片撕成碎纸屑，然后给吸尘器装上电池，按下开关，

看看吸尘器能吸起纸屑吗？仔细观察吸尘器是怎么工作的哦！

2.教师引导幼儿思考吸尘器的工作原理。

教师：小朋友们，想一想，为什么吸尘器能产生强大的吸力吸起纸

屑呢？（请幼儿积极思考、讨论）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吸尘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机带动叶片高速旋转，从而在密

封的壳体内产生空气负压，吸取尘屑。吸尘器主要分为家用吸尘器、商

用吸尘器和工业用吸尘器三种。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了解不同种类的吸尘器，以及它们的使用

场景。

11.人体骨骼

活动目标

1.熟悉人体各部位骨骼的名称，简单了解人体骨骼的功能。

2.能按步骤组装人体骨骼造型。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号材料包、双面胶（共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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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摸一摸你们的手腕，说一说是什么感觉？（硬

硬的）硬硬的东西是什么呢？（骨头）想知道我们的身体里都有哪些骨

头吗？这些骨头又有什么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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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步骤组装人体骨骼造型。

1.教师出示材料包，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今天的实验要用到哪些材料呢？谁来说一说？

（鼓励幼儿积极发言）

2.教师引导幼儿按步骤将人体骨骼造型组装到一起。

教师：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散落的人体骨骼造型组装到一起

吧！请仔细观察人体骨骼认知图，熟悉下我们的骨骼结构，然后对照图

片尝试组装吧！

①用双面胶将造型卡纸粘在对应的木质骨骼造型上。

②将头部和躯干部分的骨骼造型拼出来并用两脚钉固定。

③将剩余部分的四肢骨骼造型拼出来并用两脚钉固定。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组装好了吗？遇到困难可以请老师帮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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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熟悉人体各部位骨骼的名称，并简单了解人体骨骼的功能。

1.教师引导幼儿熟悉人体各部位骨骼的名称。

教师：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对照着人体骨骼认知图，一起从上到

下看一看，熟悉各部位骨骼的名称吧！

2.教师引导幼儿思考人体骨骼的功能。

教师：小朋友们，想一想，骨骼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功能呢？如果人

体没有骨骼了，人还能站起来吗？还可以做各种动作吗？（请幼儿积极

思考、发言）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人体骨骼系统是由多块骨头组成的复杂结构，它为人体提供

支撑、保护、运动、造血和储存矿物质等多种功能。骨骼系统与肌肉系

统协同工作，使人体能够进行各种复杂的动作。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了解保护骨骼的方法，养成健康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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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植物染料

活动目标

1.感知植物色素的存在并了解扎染的方法。

2.能按步骤完成扎染实验。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2号材料包、托盘（共用材料）、量杯（共用材料）。

2.教师自备水、绿色植物的叶子若干、白色棉布一块、石头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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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今天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上面有什么样的

图案？（鼓励幼儿积极发言）你们知道衣服上各种颜色的花纹是怎么来

的吗？今天的科学实验我们就一起来挑战给棉布染上好看的图案吧！

二、感知植物色素的存在。

教师用白色棉布包裹绿色植物的叶子，然后用石块捶打棉布，引导

幼儿观察现象，感知植物色素的存在。

教师：用石头捶打包裹着绿色植物叶子的棉布，棉布发生了什么变

化呢？

小结：白色的棉布被染上了绿色，说明叶子里含有绿色的色素。不

同植物有不同的颜色，这些藏在植物里的颜色叫做植物色素。我们可以

通过挤压、揉搓、榨汁等方式将植物色素提取出来。

教师：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借助植物色素给棉布染上好看

的图案吧！

三、了解扎染的方法，并能按步骤完成扎染实验，感受科学活动的

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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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着重引导幼儿认识染色果。

教师：小朋友们，本次实验我们要用到的植物色素来源于染色果

哦！看一看，染色果是什么颜色的？它会给棉布染上什么样的颜色呢？

（请幼儿积极发言）

2.教师引导幼儿了解扎染的方法。

教师：小朋友们，想要给棉布染上好看的图案，只有植物色素是不

够的，还要借助一项传统的染色工艺——扎染哦！扎染是中国民间传统

染色工艺，它通过将织物折叠、扎紧或捆绑的方式，阻止染料渗透进被

扎区域，从而在织物上形成各种图案或渐变效果。

3.教师引导幼儿按步骤完成扎染实验。

教师：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借助染色果和扎染的手法给棉

布染上美丽的图案吧！（教师边讲解边演示，引导幼儿自主实验，教师

巡回指导）

①将染色果放入杯中并加温水搅拌。

②将橡皮筋套在棉布上缠绕几圈，扎紧棉布。

③将扎好的棉布放入杯中，静置10分钟，等待棉布上色。

④捞出棉布，晾干后拆掉橡皮筋，布料就染好了。

教师：小朋友们，看一看，着色后的棉布有什么特征呢？上面的图

案是什么样的？

4.教师引导幼儿互相展示自己的扎染作品。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尝试利用植物色素进行扎染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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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传送带

活动目标

1.了解传送带的工作原理。

2.能按步骤制作传送带，并传送物品。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3号材料包、双面胶（共用材料）。

2.教师自备安检机的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安检机的图片并提问，吸引幼儿的兴趣，导入本次活动。

教师：小朋友们，这个机器你们认识吗？它是干什么用的？又是怎

样运行的呢？

小结：这是安检机，在火车站、机场、地铁站等地方都有，是用来

检查人们携带的行李是否安全的。我们将携带的行李放到安检机的传送

带上，传送带就会将它们送入检查通道，完成检查后再输送出来。传送

带在生活中很常见哦！今天的科学实验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简易的物品

传送带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并按步骤制作传送带。

1.教师出示材料包，带领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材料包中有什么？谁来说一说？（鼓励幼儿积极

发言）

2.教师一边讲解制作步骤，一边进行演示，引导幼儿自制传送带。

①将泡棉底座和支架组装好。

②将纸吸管插到线轴中（如果纸吸管卡不紧线轴，可以用双面胶粘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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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将皮筋绕到两个线轴上，再将纸吸管安装到支架上。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的传送带做好了吗？遇到困难可以请老师帮

忙哦！

三、利用传送带传送物品，了解传送带的工作原理，感受科学活动

的乐趣。

1.教师引导幼儿利用传送带传送物品。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我们一起用自制的传送带传送物品吧！请用

点胶将小泡棉粘在传送带的皮筋上，然后转动纸吸管，看看传送带启动

了吗？小泡棉被传送到了哪里？

2.教师引导幼儿思考传送带的工作原理。

教师：小朋友们，想一想，为什么传送带能带动物品前进呢？（请

幼儿积极思考并讨论）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实验中，我们转动纸吸管提供了动力，线轴与皮筋接触面之

间的摩擦力使传送带移动，从而带动了放置其上的泡棉前进。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观察、发现生活中的传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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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自制水平仪

活动目标

1.简单了解水平仪的工作原理。

2.按步骤制作水平仪，并学会使用水平仪判断物体是否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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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素（共用材料）、双面胶

（共用材料）、量杯（共用材料）。

2.教师自备水。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创设情境，吸引幼儿的兴趣，导入本次主题。

教师：小朋友们，小熊一家周末去拍了一张全家福，现在全家福已

经裱框完成，它们想把全家福挂到墙上，可是怎么挂都感觉是歪的，你

们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它们把全家福挂正吗？（请幼儿积极思考、大胆发

言）其实呀，我们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水平仪就可以了哦！今天的科学实

验我们就一起来自制水平仪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并按步骤自制水平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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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导幼儿按步骤自制水平仪。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跟随老师一起按步骤自制水平仪吧！（教

师逐步演示并引导幼儿自主组装）

①往试管里滴入1～2滴洗洁精和色素。

②往试管中加入适量水，用纸巾吸出多余的泡泡并盖上盖子。

第 六 级



③用双面胶在试管底部缠绕几圈，使试管两端保持高度一致。

④将试管水平放置好后，用笔在中间位置做个记号。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的水平仪做好了吗？遇到困难可以请老师帮

忙哦！

三、简单了解水平仪的工作原理，并学会使用水平仪判断物体是否

倾斜。

1.教师引导幼儿观察水平仪的特征并简单了解水平仪的工作原理。

教师：小朋友们，水平仪的试管中有一个气泡，放平试管看一看，

气泡在什么位置？再左右倾斜试管试一试，看看气泡又在什么位置呢？

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小结：当水平放置试管时，气泡在中间位置，当左右倾斜试管时，

试管两端哪边高，气泡就在哪边。

2.教师引导幼儿尝试使用水平仪判断物体是否倾斜。

教师：小朋友们，接下来就请你们利用水平仪自由地测一测周围的

物体，看看它们有没有倾斜呢？可以测量桌面，也可以测量窗台、台

阶、栏杆等哦！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当水平仪发生倾斜时，试管内的气泡会向水平仪升高的一端

移动；而当水平仪水平放置时，试管内的气泡则会保持在中间位置。通

过观察气泡的位置，我们可以判断出水平仪的倾斜方向和程度。水平仪

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和工业制造中。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用水平仪检查家中悬挂的物品是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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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轱辘井

活动目标

1.简单了解轱辘井的结构特征和取水方法。

2.能按步骤制作轱辘井，并探索轱辘井的取水原理。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5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轱辘井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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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用的水都是自来水，打开水龙头水就出

来了。那你们知道在自来水还没有普及的时候，人们需要用水时是怎么

取水的吗？（请幼儿积极讨论，教师适时出示轱辘井的图片）这是什

么？你们见过吗？这是一种早期的取水装置哦，它叫做轱辘井。怎么利

用轱辘井来取水呢？今天的科学实验我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吧！

二、了解轱辘井的结构特征和取水方法，并按步骤组装轱辘井。

1.教师引导幼儿了解轱辘井的结构特征和使用方法。

教师：小朋友们，图片上的轱辘井有什么结构特征呢？水井上面竖

立着什么？上面装着什么？绳索绕在哪里？水桶应该放在哪里呢？轱辘

井该怎么使用呢？

小结：轱辘井的井上竖立着井架，上面装着可用手柄摇转的轴，轴

上绕着绳索，绳索一端系有水桶，使用时摇转手柄，使水桶一起一落，

提取井水。（教师对照轱辘井的图片，边讲解边指出相应的结构部位）

2.教师引导幼儿按步骤组装轱辘井。

教师：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利用材料动手组装一个轱辘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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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吧！（教师边讲解边演示，并引导幼儿自主组装）

①将塑料杆插在底座上。

②将“井沿”插在塑料杆上。

③将把手组装到塑料杆上。

④将小桶组装好。

⑤将绳子一端系在小桶上，另一端缠绕在上方把手上。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的轱辘井做好了吗？遇到困难可以请老师帮

忙哦！

三、尝试利用制作好的轱辘井取水，探索轱辘井的取水原理，感受

科学活动的乐趣。

1.教师引导幼儿尝试利用轱辘井取水。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试着在小桶中加入适量水，然后转动把

手，将水打上来吧！（请幼儿大胆尝试，教师巡回指导）

2.教师引导幼儿思考轱辘井的取水原理。

教师：小朋友们，想一想为什么人们要用轱辘井来取水呢，这样取

水有什么优势呢？（引导幼儿积极讨论）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轱辘井利用轮轴原理和杠杆原理制作而成，使人们可以用较

小的力提取井水，这种设计大大提高了取水效率，还减少了人们的工作

强度。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查找资料，加深对轱辘井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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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导体与绝缘体

活动目标

1.了解导体与绝缘体的概念。

2.能按步骤进行实验，通过检测区分材料中的导体与绝缘体。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6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两节电池、手机充电器。幼儿每人自备两节电池。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手机充电器，通过提问导入本次活动，吸引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请看一看老师手里的手机充电器，利用手机充电

器可以给手机充电。想一想，如果把充电器上的数据线换成一根毛线，

还能给手机充上电吗？为什么呢？（请幼儿积极思考并发言）

教师：手机数据线里面是金属丝，电流可以通过金属丝到达手机给

手机充电。而将数据线换成毛线之后就无法给手机充电了，这和毛线本

身的材质有关，电流无法从毛线上通过，所以就无法用毛线给手机充电

了。那什么样的物体电流可以通过？什么样的物体电流无法通过呢？今

天的科学实验我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吧！

二、了解导体与绝缘体的概念。

教师通过讲解引导幼儿了解导体与绝缘体的概念。

教师：我们通常把那些容易导电的物体称为导体，不容易导电的物

体称为绝缘体。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手机数据线内部的金属丝就属于导

体，而毛线就属于绝缘体。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实验来检测几种物品是导

体，还是绝缘体吧！

三、按步骤进行实验，通过检测区分材料中的导体与绝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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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的材料包中有哪些物品呢？谁能来说一说？

（鼓励幼儿积极发言）

2.教师引导幼儿连接电路。

教师：小朋友们，既然导体可以连接电路，使电流能从一个元件流

向另一个元件，那我们就先利用材料组装出一个完整的电路吧！

①用点胶将电池盒粘在KT板上。

②将小灯泡与小灯座组装到一起，然后与电池盒上的红色导线连接

起来。

③将另一根单独的导线与小灯泡、鳄鱼夹连接在一起。

④将另一个鳄鱼夹连接在黑色导线上。

⑤将两个鳄鱼夹夹在一起，然后装上电池，打开开关，看看小灯泡

亮了吗？

教师：小朋友们，小灯泡亮了，说明我们的电路连接正确哦！接下

来我们就要用它来一一检测材料包中所提供的物品，看看它们的导电性

能如何哦！

3.教师引导幼儿通过检测区分材料中的导体与绝缘体。

教师：小朋友们，请用两个鳄鱼夹依次夹住材料中的回形针、卡

纸、锡箔纸和空心管，看看每次小灯泡亮了吗？想一想，小灯泡亮了说

明了什么？没有亮又说明了什么呢？

4.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常见的导体有回形针、铁片等，常见的绝缘体有塑料制品、

玻璃、纸板等。生活中，很多电器由导体材料和绝缘体材料组合构成，

我们要时刻注意用电安全，保护好电器的绝缘体部分，不要去触摸导体

部分。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了解安全用电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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