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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知道陀螺的制作方法。

2.能够动手制作陀螺并玩一玩陀螺，探索影响陀螺旋转的因素。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陀螺的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陀螺的图片，并通过提问导入主题，激发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看，图片上是什么玩具？你们玩过吗？它的造型有

什么特点呢？（请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制作一个陀螺，并探索它转动的秘密吧！

二、了解陀螺的制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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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谁能来说一说

呢？（鼓励幼儿积极发言）

小结：我们的材料包中有陀螺的底座和转动盘造型卡纸。

2.教师讲解制作陀螺的方法，并进行演示。

教师：小朋友们，怎么将陀螺的底座和转动盘连接起来，组成一个

完整的陀螺呢？

小结：陀螺的底座上有一根旋转轴，我们只要将旋转轴穿过转动盘

造型卡纸中间的孔位，然后固定住。这样，一个简易的陀螺就做好啦！

三、动手制作陀螺并玩一玩陀螺，探索影响陀螺旋转的因素。

1.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制陀螺，教师巡回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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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小朋友们，请你们自己动手制作陀螺吧！如果遇到困难可以

请老师帮忙哦！

2.教师引导幼儿玩一玩陀螺，并探索影响陀螺旋转的因素。

①教师引导幼儿玩一玩陀螺。

教师：将陀螺正面朝上，用食指和拇指捏住陀螺杆部用力旋转，陀

螺就可以转起来啦！

②教师引导幼儿探索影响陀螺旋转的因素，并鼓励幼儿大胆发言。

教师：小朋友们，请你们观察一下陀螺的底座和转动盘，想一想，

陀螺为什么会旋转呢？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陀螺受力旋转时，各方向离心力总和达到平衡，因此陀螺能

暂时依靠轴端站立，保持平衡。接着陀螺受到空气阻力、地面摩擦或陀

螺重心问题等因素的影响，其旋转的力道逐渐减弱，等到旋转的动力消

失时，陀螺也就跟着左摇右晃地倒了下来。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分别在光滑度不等的平面上玩一玩陀螺，

探索影响陀螺旋转时长的因素。

活动目标

1.简单了解变色龙影子变色的原因。

2.能够借助材料改变变色龙影子的颜色，制造出彩色的变色龙。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2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变色龙的科普视频一段。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播放变色龙的科普视频，引导幼儿认识变色龙，简单了解变色

龙的特点。

教师：视频里的动物叫什么名字？它有什么特点呢？（请幼儿积极

发言）

教师：视频里的动物叫做变色龙，它最大的特点是身体能变色。今

天，我们一起来做有趣的变色龙实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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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这些材料分别是手电筒、变色龙造型卡纸、彩色PVC圆片。

①教师出示手电筒，请幼儿说一说手电筒的作用。

教师：小朋友们，如果我们在昏暗的环境中打开手电筒，它会有什

么作用呢？（手电筒会发光，可以用来照明）

②教师引导幼儿观察变色龙造型卡纸的特点。

教师：小朋友们，这张变色龙造型卡纸有什么特点呢？（变色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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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廓内部是镂空的）想一想，这样设计有什么作用呢？（鼓励幼儿大胆

猜测、积极发言）

③教师出示彩色PVC圆片，引导幼儿观察PVC圆片的颜色和特点。

教师：小朋友们，这些PVC圆片分别是什么颜色的呢？（红色、绿

色和蓝色）它们有什么特点呢？（是半透明的）

2.教师引导幼儿猜测如何利用手电筒、变色龙造型卡纸和PVC圆片

使变色龙变换颜色。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认识了每一种实验材料，了解了它们的特征

或作用，想一想，怎么利用这些材料来变换变色龙身体的颜色呢？（鼓

励幼儿大胆猜测、积极发言）

三、借助材料改变变色龙影子的颜色，制造出彩色的变色龙，并简

单了解变色龙影子变色的原因。

1.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在较暗的环境中，打开手电筒照一照，观察光的颜色。

②用手电筒依次照向不同颜色的PVC圆片，观察光的颜色发生了什

么变化。

③用手电筒照向变色龙造型卡纸，观察变色龙影子的颜色。

教师：小朋友们，当用手电筒照向变色龙造型卡纸的时候，你在墙

上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小结：当光照向不透明的物体时，会形成黑色的影子。由于变色龙

的轮廓内部是镂空的，因此这部分光线直接照射到了墙上，于是墙上就

出现了一个变色龙的造型，此时它的颜色与手电筒光的颜色一致。

④加上彩色PVC圆片后，再用手电筒照向变色龙造型卡纸，看看变

色龙的影子变成了什么颜色。

教师：小朋友们，现在请看一看，变色龙的影子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是为什么呢？

小结：由于彩色PVC圆片是半透明的，当光线穿过它们时，会形成

对应的彩色光，因此变色龙的影子也就跟着变色啦！

2.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实验，进一步感知变色

龙影子变色的原因，教师巡回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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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彩色PVC圆片具有半透明的特性，当光穿过彩色PVC圆

片时，就形成了彩色的光。因此，当光同时穿过彩色PVC圆片和变色龙

造型卡纸时，就会形成彩色的变色龙影子。

活动延伸

教师在教室的科学区投放手电筒、变色龙造型卡纸以及更多颜色的

PVC圆片，引导幼儿在区域活动时制造出更多颜色的变色龙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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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通过实验感知小球飞起来并保持不掉下来的原因。

2.能够按步骤组装好吹球工具，并借助吹球工具完成实验。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3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泡沫小球若干。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1.教师给幼儿分发泡沫小球，并提出问题，引导幼儿积极思考，并

大胆地说一说。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有什么办法能让小球飞起来呢？请你们尝试

一下吧！（引导幼儿自由讨论并尝试）

2.教师引导幼儿用手抛泡沫小球，并说说泡沫小球是否能停留在空

中，导入实验主题。

教师：小朋友们，用手将泡沫小球抛向空中之后，泡沫小球能停留

在空中吗？你们想不想让小球飞起来并停留在空中呢？今天，我们就一

起来探索一下吧！

二、按步骤组装吹球工具。

1.教师出示材料包，带领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看看我们材料包里除了泡沫小球，还有些什么

呢？（请幼儿说一说）

小结：除了泡沫球外，这里还有带孔圆塞、无孔圆塞、吹筒、小鱼

配件，还有球架。

2.教师一边讲解吹球工具的组装方法，一边进行演示。

①将无孔圆塞和带孔圆塞分别安装在吹筒的两端。

②将小鱼配件安装在一起并扣在吹筒上。

③将球架安装在小鱼的上面。

3.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组装吹球工具，教师巡

回指导。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动手组装吹球工具，遇到困难可

以请老师帮忙哦！

三、借助吹球工具完成实验，通过实验感知小球飞起来并保持不掉

下来的原因。

1.教师引导幼儿自由探索如何利用吹球工具让小球飞起来并保持不

掉下来。

教师：现在，我们的吹球工具已经组装完成，想一想，怎么利用它

使泡沫球飞起来并保持不掉下来呢？（请幼儿积极发言）

2.教师引导幼儿利用吹球工具完成实验。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将泡沫球放在球架上，然后朝带孔圆

塞吹气，看一看，泡沫球会怎样呢？

3.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幼儿思考并积极发言。

教师：想一想，为什么我们朝吹筒里吹气时，泡沫球就可以飞起来

并保持不掉下来呢？

4.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当我们朝吹筒里吹气时，会产生作用力，这个作用力通过吹

筒作用于泡沫球的下端，形成向上的作用力。泡沫球下落的力和向上的

作用力相互抵消，泡沫球就能停留在半空中了。

活动延伸

教师在教室的科学区投放与“小球飞起来了”相关的实验材料，请

幼儿在区域活动时继续探究小球飞起来并保持不掉下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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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简单了解眼镜不起雾的原理。

2.能够按步骤进行实验，观察实验现象。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4号材料包。

2.大雾天气的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1.教师出示大雾天气的图片，请幼儿观察并根据已有的生活经验说

一说大雾天气会对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教师：小朋友们，图片上是什么天气？你遇到过这种天气吗？这种

天气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呢？

2.教师进一步延伸话题，引导幼儿相互交流还在哪里看见过雾并大

胆发言。

教师：除了大雾天气，你们还在哪里看见过雾呢？（车窗上、阳台

玻璃上等）

教师：有什么办法能让雾消失吗？今天，我们就通过实验来探究一

下吧！

二、按步骤进行实验，观察实验现象，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1.教师引导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①引导幼儿认识护目镜。

教师：小朋友们，这是什么？对着镜片哈气，镜片会发生什么变化

呢？（鼓励幼儿积极发言）

小结：这是护目镜，当我们对着护目镜哈气时，护目镜的镜片上会

起雾，透过起雾的护目镜我们会看不清楚眼前的事物。

②引导幼儿认识洗洁精。

教师：这是洗洁精，我们通常用洗洁精清洗餐具，去除餐具表面的

油污。

2.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教师：怎样利用这些实验材料，让护目镜的镜片不再起雾呢？

①在护目镜的镜片上涂抹适量洗洁精。

②用餐巾纸将镜片上的洗洁精擦拭均匀。

③对着护目镜的镜片哈口气，看一看，护目镜还会起雾吗？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什么？谁愿意来说一说？（请幼儿积

极发言）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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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一试吧！注意要将洗洁精

擦拭均匀，并且不要将洗洁精弄到眼睛或嘴巴里了哦！

三、探索眼镜不起雾的原理。

1.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幼儿大胆猜测，并积极发言。

教师：为什么用洗洁精擦拭之后，眼镜就不再起雾了呢？

2.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眼镜起雾是由于水蒸气凝结在镜片上形成了细小的水珠。洗

洁精是一种表面活性剂，用它擦拭镜片后会破坏水珠的表面张力，从而

看不到小水珠，所以眼镜就不会起雾了。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用洗洁精擦拭车窗、眼镜、浴室镜子等玻

璃面，尝试将实验原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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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认识锡箔纸、卡纸和砂纸。

2.能够通过触摸和作画的形式探索三种纸的粗糙程度。

3.体验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5号材料包。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引导幼儿迁移生活经验，说一说自己知道的纸的类型。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哪些不同类型的纸呢？谁愿意来和大家

说一说？（请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今天老师要带大家认识三种不同类型的纸，并通过实验来感

受一下它们的粗糙程度有什么不同。

二、认识锡箔纸、卡纸和砂纸。

教师引导幼儿认识锡箔纸、卡纸和砂纸。

教师：小朋友们，这三种纸你们认识吗？分别叫什么名字呢？可以

用来做什么？（鼓励幼儿积极发言）

小结：这三种纸分别是锡箔纸、卡纸和砂纸。锡箔纸耐高温，可以

用来烘焙；卡纸有很多颜色，可以用来做手工；砂纸表面有颗粒，可以

用来将粗糙的物品打磨光滑。

三、通过触摸和作画的形式探索三种纸的粗糙程度，感受科学活动

的乐趣。

1.教师引导幼儿通过触摸感知三种纸的粗糙程度。

教师：小朋友们，谁愿意来摸一摸这三种纸，并说说摸上去是什么

感觉呢？（鼓励幼儿上来大胆尝试）

教师：锡箔纸摸上去滑滑的，卡纸摸上去比锡箔纸粗糙一些，而砂

纸由于表面附着有颗粒，摸起来最粗糙。

2.教师引导幼儿猜测在三种纸上作画分别是什么感觉。

教师：小朋友们，刚刚我们通过触摸初步感知了三种纸的粗糙程

度，接下来我们要用材料包中的蜡笔分别在三种纸上作画，请你们猜一

猜，会是什么感觉呢？（引导幼儿大胆猜测、积极发言）

3.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在三种纸上作画，探索三种

纸的粗糙程度。

教师：用蜡笔在三种纸上作画分别是什么感觉？

小结：用蜡笔在锡箔纸上作画时，感觉很顺畅，即使画弯弯曲曲的

线也不会卡顿；在砂纸上作画时，感觉坑坑洼洼的，很不顺畅，就像汽

车行驶在凹凸不平的路上，感觉很颠簸；而在卡纸上作画的感觉介于二

者之间，不是很顺畅，但也不是很卡顿。三种纸中锡箔纸最光滑，砂纸

最粗糙，卡纸介于二者之间。

4.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三种纸是由不同的材料制作而成的，所以它们表面的纹理不

同，光滑度也不一样，锡箔纸很光滑，砂纸很粗糙。

活动延伸

教师引导幼儿摸一摸美工区其他不同类型的纸，感受不同纸张的粗

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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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简单了解纸上的图案消失的原理。 

2.能够按步骤进行实验，并观察实验现象。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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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小朋友们，一杯水除了可以用来喝，还能用来做什么呢？

（请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刚刚小朋友们说了一杯水的很多用途，而今天，老师想用一

杯水来变一个奇妙的光学魔术，是什么魔术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二、按步骤进行实验，并观察实验现象。

1.教师出示材料包，带领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的魔术要用到哪些材料呢？谁能来说一说？

（鼓励幼儿积极发言）

小结：我们的魔术要用到细菌造型卡纸、PVC袋子、塑料杯和水。

2.教师一边讲解实验步骤，一边进行演示。

①将细菌造型卡纸装进PVC袋子里。

②将装有造型卡纸的PVC袋子放入盛有水的塑料杯中。

③从杯口处从上往下观察PVC袋子中的造型卡纸。

3.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实验，教师巡回指导。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动手变一变这个魔术吧！然后说

一说你们观察到了什么现象。

三、探索纸上的图案消失的原理。

1.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幼儿大胆猜测，并积极发言。

教师：为什么从杯口向下看时，造型卡纸上的图案消失了呢？

2.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当光从一种介质斜射入另一种介质时，传播方向发生了改

变，从而使光线在不同介质的交界处发生了偏折。当折射光与水面重合

时，折射光线会完全消失，所以会出现图案消失的假象。

活动延伸

教师引导幼儿利用材料包中的苹果造型卡纸再次实验，继续探究光

的反射与折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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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通过实验感知鸟“飞”进笼中的视觉暂留现象。

2.能够按步骤进行实验，并观察实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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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通过提问导入主题，吸引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最爱看哪部动画片呢？你们知道这些动画片

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吗？（请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早期动画片的制作，是将人或物的一个动作拆分为很多个相

近又有略微变化的图像，画在一页页纸上，当我们快速翻动纸张的时

候，每一页的动作就会连贯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动起来的动作。今

天的实验活动，我们就来探究一下这神奇的现象吧！

二、通过实验感知鸟“飞”进笼中的视觉暂留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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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说一说？（鼓励幼

儿积极发言）

小结：材料包中有拉线轴、泡棉、卡纸、点胶。

2.教师引导幼儿猜测让鸟“飞”进笼中的方法。

教师：小朋友们，材料中的卡纸上有什么图案？请联系动画片的制

作方法，想一想，怎么能让这两个独立的图案融合在一起呢？鸟能不能

“飞”进笼子里呢？（请幼儿大胆猜测、积极发言）

3.教师一边讲解实验步骤，一边进行演示，幼儿仔细观看，感知鸟

“飞”进笼中的视觉暂留现象。

①将拉线轴安装在泡棉上。

②将卡纸对折后粘在拉线轴上。

③拉动线轴，看一看，小鸟“飞”进笼子里了吗？

三、按步骤进行实验，并观察实验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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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巡回指导。

教师：小朋友们，请你们自己动手做实验，并观察小鸟是不是

“飞”进笼子里了。在实验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可以请老师帮忙哦！

2.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幼儿大胆猜测小鸟“飞”进笼子里的实验原

理，并积极发言。

教师：为什么拉动线轴时，小鸟就像飞进了笼子里呢？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图卡快速旋转时，鸟在视觉上像飞进了笼子里是一种视觉暂

留现象。当我们看到一样物体时，它就算消失了，我们的视神经对该物

体的印象也不会立即消失。因此，当图卡快速旋转时，小鸟和笼子在视

觉上融合为了一个整体，看上去就像小鸟“飞”进了笼子里一样。

活动延伸

1.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发现视觉暂留现象在生活中的实例，如

下雨的时候雨点连成线、关灯后短时间内眼睛依旧可以看到亮光和灯泡

的轮廓。

2.请幼儿与家长一起用本子绘制一个简单的动画并欣赏，进一步感

知视觉暂留现象。



活动目标

1.了解声音的产生，通过实验感知不同物品装进瓶子后发出的不同

声音。

2.能够将声音与对应的材料联系起来。

3.体验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8号材料包。

2.装有石子的不透明瓶子一个。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装有石子的不透明瓶子，并通过提问导入主题，吸引幼儿

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看，这是什么？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瓶子哦，它

是一个会唱歌的瓶子！（教师晃动瓶子，请幼儿倾听）瓶子为什么会唱

歌呢？你们知道答案吗？（请幼儿大胆猜测、积极发言）

教师：我们来看看瓶子里装了什么吧！（教师打开瓶子请幼儿观

察）原来，是石子与瓶壁碰撞发生振动产生的声音啊！瓶子还能唱出其

他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吧！

二、了解声音的产生，通过实验感知不同物品装进瓶子后发出的不

同声音。

1.教师出示材料包中的绿豆、大米和沙子，引导幼儿认识这三种不

同的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请你们看一看，这三种材料分别是什么？它们的

颗粒大小有什么不同呢？（鼓励幼儿积极发言）

2.教师出示三个空瓶子，并将三种材料分别放入空瓶中，摇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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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请幼儿听一听声音的不同。

教师：小朋友们，现在老师要将绿豆、大米和沙子分别装入三个空

瓶中然后晃动，请你们听一听，它们发出的声音是一样的吗？为什么会

这样呢？

小结：当瓶子里装的东西不一样时，摇晃瓶子发出的声音也是不一

样的。这是因为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瓶子里所装的物品不一样，

摇晃瓶子时物品振动的频率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听到的声音也是不一

样的。请你们记住这三种物品发出的不同声音，接下来我们要来玩游戏

了哦！

三、通过游戏加深幼儿对不同材料发出的不同声音的感知，并将声

音与不同的材料联系起来，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1.教师介绍游戏玩法。

教师：我们这个游戏叫做对应，这里有绿豆、大米和沙子的贴纸，

老师会随机摇晃三个瓶子，请一位小朋友根据听到的声音猜一猜瓶子里

的物品是什么，然后将瓶子放在对应的贴纸后面。（鼓励幼儿积极参与

游戏）

2.教师随机摇晃瓶子，每摇晃一个瓶子就请一名幼儿上来将它放在

对应的贴纸后面。

3.教师依次打开瓶盖，和其他幼儿一起检查操作结果。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我们一起打开三个瓶子的瓶盖，看一看，瓶

内的物品是否与贴纸上的物品一致呢？

4.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请幼儿自由组合进行游戏，最后将贴

纸贴在对应的瓶子上。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玩一玩这个游戏吧！　

活动延伸

教师将绿豆、大米和沙子投放在教室的美工区，引导幼儿在区域活

动时利用这些材料做粘贴画。



活动目标

1.通过实验感知凸透镜放大物体影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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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号材料包。

2.蚂蚁的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蚂蚁的图片，并通过提问导入主题，吸引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图片上是什么动物？（蚂蚁）蚂蚁这么小，怎么

才能看清它的身体构造呢？（请幼儿积极发言）我们通过实验来探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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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包里有哪些物品？谁能来说一说？（鼓励幼

儿积极发言）

2.教师出示材料包中的平面镜和凸透镜，引导幼儿猜测透过不同镜

片观察蚂蚁，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教师：我们的材料包中有一枚平面镜和一枚凸透镜，和平面镜相

比，凸透镜摸起来有什么不同呢？（边缘薄、中间厚）透过它们观察蚂

蚁，结果会一样吗？（请幼儿大胆猜测、积极发言）

三、大胆进行实验，验证自己的实验猜想，感知凸透镜放大物体影

像的作用。

1.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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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将平面镜放入观察盒盖子的凹槽内。

②将蚂蚁模型放入观察盒中，盖上盖子，透过平面镜仔细观察蚂蚁

模型。

③将平面镜换成凸透镜。

④透过凸透镜再次观察蚂蚁模型。

2.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实验，进一步感知凸透

镜放大物体影像的作用。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动手试一试吧！注意观察透过凸

透镜和平面镜看到的蚂蚁模型分别有什么不同。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和平面镜相比，凸透镜边缘薄，中间厚，具有放大物体影像

的作用。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寻找凸透镜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活动目标

1.了解跷跷板的结构特征和简单的原理。

2.能够利用材料动手制作跷跷板并玩一玩。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0号材料包。

2.跷跷板的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跷跷板的图片，并进行讲解，引导幼儿了解跷跷板的结构

特征。

教师：小朋友们，这是什么？你们玩过吗？是怎么玩的呢？它是由

哪些部分组成的呢？

小结：跷跷板有一块长而厚的木板，木板正中间有轴，轴架在支柱

上。玩跷跷板的时候，两个人对坐在木板两端，轮流用脚蹬地，使一端

跷起，另一端下落，如此反复。

教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动手制作一个跷跷板，并探索跷跷板的秘

密吧！

二、利用材料动手制作跷跷板并玩一玩。

1.教师出示材料包，带领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认识这些材料吗？谁能来说一说？（鼓励幼

儿积极发言）

小结：这些实验材料分别是泡棉、塑料棒、点胶、杯子和橡皮。

2.教师一边讲解跷跷板的制作方法，一边进行演示，请幼儿认真地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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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将三块泡棉组装在一起，作跷跷板的支架。

②用塑料棒将长泡棉与支架组装到一起，形成跷跷板。

③用点胶将两个杯子分别粘在跷跷板的两端。

④将橡皮放入其中一个杯子里，观察跷跷板的变化。

3.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制跷跷板并玩一玩，教师

巡回指导。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动手试一试吧！在制作的过程

中，注意观察两个杯子到跷跷板中心支点的距离是不是相同，橡皮放入

跷跷板一端的杯子后跷跷板有什么变化。在跷跷板搭建完成后，也可以

利用身边现有的物品来玩一玩跷跷板哦！

4.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跷跷板是一种基本的杠杆结构，它的两端到支点的距离相

等，是一种等臂杠杆。跷跷板两端所承载物体的重量差距决定了跷跷板

两端的高低状态。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去公园玩一玩跷跷板，加深对跷跷板原理

的认知。



活动目标

1.通过实验感知混合物分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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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号材料包、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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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米中混入了绿豆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

能将它们分离呢？（请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有的小朋友说我们可以将绿豆一颗颗挑出来，这种方法是不

是要花费很长时间呢？有没有更便捷的方法呢？今天，我们就通过实验

一起来探究快速分离混合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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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认识这些材料吗？谁能来说一说？（鼓励幼

儿积极发言）

小结：这些材料分别是一袋混合物、纸盘、纱网、漏勺和托盘。

2.教师引导幼儿观察混合物颗粒的大小以及纱网和漏勺上的空隙大

小，猜测分离混合物的方法。

教师：小朋友们，看一看，这些混合物的颗粒大小一样吗？材料中

的纱网和漏勺，它们的空隙大小一样吗？能不能利用纱网和漏勺来分离

混合物呢？（请幼儿大胆猜测、积极发言）

三、大胆进行实验，验证自己的猜想，感知混合物分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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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将袋中的混合物倒入纸盘中。

②将纱网放在漏勺上，托盘放在漏勺下方。

③将混合物倒在漏勺中并轻轻晃动。

④观察现象。

⑤将纱网抽出，再轻轻晃动漏勺，观察现象。

教师：小朋友们，通过实验你发现了什么？（鼓励幼儿积极发言）

沙子颗粒在混合物中更为细小，因此只有它可以通过纱网的缝隙，而小

石子颗粒略大于沙子，可以通过漏勺的空隙，大石子颗粒最大，无法通

过纱网和漏勺筛出去，因此留在了漏勺里。根据物体体积的大小，我们

可以选用合适的纱网或漏勺等工具将混合在一起的物体逐一分离开来。

2.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实验，教师巡回指导。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动手试一试吧！注意动作要轻一

些，不要让细小的混合物进入眼睛哦！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过滤是一种常见的混合物分离方法。将混合物中的几种物质

分开，以便得到更为纯净的物质，这叫做混合物的分离。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利用家中现有的物品尝试分离更多的混合

物，如将绿豆、红豆、花生米、小米等混合物进行分离。



活动目标

1.感知磁铁的特性。

2.能够运用磁铁的特性熟练完成迷宫游戏。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2号材料包。

2.圆环状磁铁若干，曲别针、钥匙、铁钉、积木、尺子、纸巾。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磁铁、曲别针、钥匙、铁钉、积木、尺子和纸巾，引导幼

儿一起做“磁铁宝宝找朋友”的游戏，吸引幼儿的兴趣。

教师：小朋友们，磁铁宝宝想与能被它吸住的物品做朋友，你们能

帮帮它吗？（教师请一名幼儿上来试一试）

教师：刚刚，我们一起帮磁铁宝宝找到了朋友，它们分别是曲别

针、钥匙和铁钉。请小朋友们看一看，这些物品有什么共同点呢？为什

么它们能被磁铁宝宝吸住呢？（请幼儿大胆猜测、积极讨论并发言）

教师：磁铁有磁性，能吸住像曲别针、钥匙和铁钉这样含铁的物

品。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究磁铁的特性，并利用磁铁的特性做一个科

学小游戏吧！

二、感知磁铁的特性。

1.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幼儿积极思考并大胆猜测。

教师：小朋友们，请你们想一想，磁铁宝宝可以和另一个磁铁宝宝

吸在一起吗？

2.教师给每名幼儿分发两块磁铁，请幼儿自己试一试，发现两块磁

铁可以相互吸引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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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两块磁铁宝宝可以吸在一起吗？

3.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取出磁扣并玩一玩，发现两

枚磁扣也可以相互吸引。

教师：两块磁铁宝宝可以吸在一起，那两枚磁扣呢？

三、大胆进行实验，运用磁铁的特性熟练完成迷宫游戏。

1.教师带领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的材料包里除了有两枚磁扣，还有什么？

小结：材料包中还有三张迷宫图卡。

2.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教师：怎样利用磁铁的特性，让大磁扣和小磁扣同时走出迷宫呢？

①将小磁扣放在迷宫图卡的起点处，并在图卡背面相对应的位置放

上大磁扣，让它们吸在一起。

②移动大磁扣，让大磁扣带着小磁扣从起点开始，一路抵达终点。

③换两种路线再试试！

3.幼儿自主实验，教师巡回指导。

教师：弯弯曲曲的迷宫路线比直线难走很多，所以走迷宫的时候要

慢一点，看准方向，注意不要让磁扣脱离图卡，防止另一侧的磁扣跟着

掉下来哦！小朋友们，赶快挑战一下吧！

4.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实验中两枚磁扣互相吸引，移动其中一枚，另一枚也会跟着

移动，我们也就能通过大磁扣带动小磁扣走出迷宫啦！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观察、发现磁铁在生活中的实际运用，如

冰箱贴、门禁卡等。



活动目标

1.感知物体的滚动现象，知道什么样的物体能够滚动。

2.能够大胆猜测，并通过动手操作探究物体滚动的秘密。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3号材料包。

2.一次性纸杯、易拉罐、乒乓球、小汽车的车轮、方形积木、橡

皮、纸盒等物品，分别贴有“√”和“×”标签的两个收纳筐。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一次性纸杯、易拉罐、乒乓球、方形积木、橡皮、纸盒等

物品，以及分别贴有“√”和“×”标签的两个收纳筐，引导幼儿认识

这些物品，吸引幼儿的兴趣，引入活动主题。

教师：小朋友们，这些物品你们认识吗？分别是什么呢？（鼓励幼

儿大胆发言）

二、感知物体的滚动现象，知道什么样的物体能够滚动。

1.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幼儿积极思考并大胆发言。

教师：小朋友们，这些物品中有哪些可以滚动？哪些不能滚动？

2.教师引导幼儿玩一玩这些物品，看看哪些物品可以滚动，哪些物

品不能滚动，感知物体的滚动现象。

教师：小朋友们，谁愿意上来摸一摸、滚一滚这些物品，看看哪些

物品可以滚动，哪些物品不能滚动，我们将可以滚动的物品放入贴有

“√”标签的收纳筐中，不可以滚动的物品放入贴有“×”标签的收纳

筐中。

3.教师分别滚动两个筐里的物品，引导幼儿一起检查操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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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下面，我们一起来检查一下操作结果，看看做对了没。

小结：一次性纸杯、易拉罐、乒乓球、小汽车的车轮可以滚动。

三、大胆猜测，并通过动手操作探究物体滚动的秘密。

1.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认识三种形状的泡棉并观察

它们的形状特征，猜测哪种形状的泡棉可以滚动。

教师：三角形、正方形和圆形泡棉，它们的形状有什么不同？猜一

猜，哪种形状的泡棉可以滚动呢？（请幼儿大胆猜测）

2.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将三角形、正方形、圆形泡棉立起来，分别拨一拨。

②用小纸筒将两个相同形状的泡棉组装起来。

③推一推，看看哪组能滚动。

3.幼儿自主实验，探究物体滚动的秘密，教师巡回指导。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发现哪组能滚动了吗？这是为什么呢？

4.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圆形物体无棱角可以滚动，三角形、方形物体有棱角不可以

滚动。车轮就是利用了圆形物体可以滚动的原理。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发现更多可以滚动的物品，如皮球、轮

胎、呼啦圈等。



活动目标

1.通过实验感知物体在水中的沉与浮。

2.能够大胆猜测，并动手操作验证实验猜想。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4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水。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讲述故事《皮球浮上来了》（见活动资源），引导幼儿倾听故

事，初步感知物体的沉与浮。

教师：故事中的小朋友用了什么方法将皮球取出来了呢？树洞里灌

满水之后，皮球会怎样？（皮球浮起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是一

颗石头掉进了洞里，我们往洞里灌水，石头会浮起来吗？（鼓励幼儿大

胆猜测并积极发言）

教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沉与浮的秘密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并大胆猜测实验结果。

1.教师出示材料包，带领幼儿认识实验材料。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认识这些材料吗？谁能来说一说？（鼓励幼

儿积极发言）

小结：这些材料分别是泡沫球、乒乓球、石头、积木和铁片。

2.引导幼儿大胆猜测，说说将这些物品放入水中后，哪些会沉下

去，哪些物会浮起来。

教师：小朋友们，请你们猜一猜，这些物品放入水中后，哪些会浮

起来？哪些会沉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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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手操作，验证实验猜想，感知物体在水中的沉与浮，体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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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物体在水中

的沉与浮。

教师：小朋友们，请你们动手将泡沫球、乒乓球、石头、积木和铁

片放入水中，看看哪些会沉下去，哪些会浮起来。

2.教师再次进行实验，请幼儿仔细观察，检验自己的实验结果，进

一步感知物体在水中的沉与浮。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跟随老师一起，看看你的实验结果是否正

确吧！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将物体放入水中时，有的物体会沉下去，如：铁片、石头；

有的物体会浮在水面，如：乒乓球、积木、泡沫球。物体在水中的沉浮

状态跟重力、浮力等因素有关。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观察、记录生活中的沉与浮现象，如：淘

米的时候米粒会沉下去，稻壳等杂质会浮起来；煮水饺的时候，刚下锅

的饺子会沉下去，煮熟的饺子会浮起来等。

活动资源

故事《皮球浮上来了》

一天，小华、小刚和小明在公园里踢球，一不小心，他们把皮球踢

进了树洞里。小刚把手伸进树洞里，想把皮球捞出来，可树洞太深了，

他根本够不到。小华找来两根棍子，想把皮球夹上来，可是皮球太滑

了，他怎么都夹不稳。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小明灵机一动，说：

“不如我们用水试试吧！”于是，他们就提来了好多桶水，不停地往树

洞里灌，不一会儿，树洞里就被灌满了水，皮球也浮上来了。



活动目标

1.通过实验感知水滴放大物体影像的作用。

2.能够动手操作，并观察实验现象。

3.感受科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1.15号材料包。

2.教师自备水，放大镜。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放大镜，引导幼儿观察放大镜的特征，感知其放大物体影

像的作用。

教师：小朋友们，老师这里有一面神奇的镜子，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呢？有没有小朋友愿意来摸一摸、看一看呢？（请一名幼儿上来摸一

摸）镜子的表面是平整的，还是凸起的？透过这面镜子去观察物体，会

有什么变化吗？（请幼儿手持放大镜近距离对准某一物品进行观察）

教师：这面神奇的镜子叫做放大镜，放大镜的镜片就是我们之前学

习过的凸透镜，它能够将微小的细节放大，方便我们观察物体。那么还

有什么东西能够放大物体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制作一面特别的“放

大镜”吧！

二、动手操作并观察实验现象，感知水滴放大物体影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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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用放大镜观察纸上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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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用滴管吸适量的水。

③将水滴在图案上。

④透过水滴，看看图案的大小发生了什么变化。

3.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实验，感知水滴放大物

体影像的作用，教师巡回指导。

教师：小朋友们，透过水滴观察图案，图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4.教师引导幼儿思考水滴能够放大物体影像的原因。

教师：结合放大镜的特点想一想，为什么水滴也可以放大物体的影

像呢？

5.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水面和空气之间有一个表面层，这个表面层存在着水分子之

间相互吸引的表面张力。表面张力使水滴呈球形，滴在平整的平面上，

就形成了底面平整、上面凸起的“凸透镜”，它和放大镜一样，也可以

放大物体。

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家长一起观察、发现生活中的“放大镜”，如猫

眼、鱼缸等。



活动目标

1.通过实验感知胶囊翻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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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号材料包。

2.小朋友翻跟斗的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小朋友翻跟斗的图片，并通过提问导入主题，吸引幼儿的

兴趣。

教师：图片上的小朋友在做什么？你们会吗？（请幼儿积极发言）

教师：原来很多小朋友都会翻跟斗，今天老师带来了一颗神奇的胶

囊，它也会翻跟斗哦！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吧！

二、认识实验材料，并大胆进行实验猜测。

1.教师出示材料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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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导幼儿猜测让胶囊翻滚起来的方法和条件。

教师：怎么才能让胶囊翻滚起来呢？想一想材料中的钢珠和模具可

以起到什么作用呢？（鼓励幼儿大胆猜测，积极发言）

三、大胆进行实验，验证自己的猜想，感知胶囊翻滚的原因。

1.教师讲解实验步骤，并进行演示。

①将小钢珠放进胶囊中并扣好胶囊。

②将胶囊放入模具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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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抬高模具中胶囊所在的一端，观察胶囊的运动情况。

④抬高另一端继续观察胶囊的运动情况。

2.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材料，引导幼儿自主实验，感知胶囊翻滚的

原因，教师巡回指导。

教师：小朋友们，下面请你们自己动手试一试吧！注意钢珠和胶囊

的体积小，不要误吞哦！再想一想，为什么胶囊可以翻跟头呢？

3.教师对实验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教师：钢珠是一个可以自由滚动的球体，且它的重量比胶囊重，因

此当钢珠滚到胶囊的一头时，由于重力作用，胶囊的另一头就会翘起

来；当钢珠滚到胶囊的另一头时，胶囊的这一头又会翘起来。如此连续

滚动，胶囊也会跟着一直连续翻滚。

活动延伸

教师在教室的科学区投放与“翻滚的胶囊”相关的实验材料，请幼

儿在区域活动时继续探究胶囊翻滚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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