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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前 儿 童 科 学 教 育》 

子项目 3.1 讨论交流型活动体验 

 

大班科学活动：怎样立得稳 

设计思路： 在一次玩雪花片的活动中，孩子们无意间发现雪花

片其实是可以“站”起来的，不过要让它站稳却需要极大的耐心，但

孩子们乐此不疲，十分喜欢玩。于是，我就设计了这个活动，提供了

一些不能独立“站”起来的物品让幼儿去探索，鼓励幼儿大胆动手、

积极动脑，并探索出一些借助其它材料让这些物品“站”起来的方法，

从而提高动手能力、发展创造性思维。 

活动目标： 

1、体验自主探索活动的乐趣。 

2、通过观察、操作及讨论，探索出让触地面积小的物体“站”

起来的不同方法。 

3、提高动手能力，发展创造性思维。 

活动准备： 

铅笔、薄图书、小雪花片、光盘、橡皮泥、装着米的罐子、纸杯、

纸盒、、积木、固体胶、双面胶、铁夹子、回形针、磁铁等每组一份。 

活动过程： 

1、引起兴趣，交代任务。 

（1）出示躺下的盒子、罐子、小雪花片、光盘等物品，让幼儿

把这些物品站起来。 

（2）讨论：“为什么有的物体站不起来呢？它们和可以站起来

的物体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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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代任务：“你有什么好办法让它们也能站起来呢？请你

去试一试吧！” 

2、幼儿自主探索，教师巡回指导。 

提醒幼儿可以借助其它物体。  

3、组织幼儿交流讨论刚才探索的情况。 

启发幼儿开阔思维，不要局限插或粘的方法，例如：靠、折等。 

4、引导幼儿探索不借助其它物体让一张纸站起来的不同方法。 

师：“你们想一想，能不能不用其它物体的帮助让一张纸站起来

呢？” 

5、教师再次组织幼儿交流讨论，展示探索结果。 

6、出示几件生活中不易立得稳的物体，了解人们是如何想办法

让它们立得稳，从而方便人们生活的。鼓励孩子们多动脑筋去解决生

活中的问题。 

 

中班科学活动：它们能吹出泡泡吗 

活动目标： 

1、体验吹泡泡的乐趣。 

2、能用猜测、验证以及分类等方式探索能吹出泡泡的材料的特

点。 

3、初步了解有洞并且是空心的材料能吹出泡泡。 

活动准备： 

1、幼儿能区分有洞和无洞的物品，玩过泡泡乐。 

2、提供无洞和有洞的各种小工具（有洞的工具包括大孔与小孔、

有洞并且空心、有洞并且实心）、调制好的肥皂水，抹布、器皿等。 

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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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话导入，引入主题： 

你吹过泡泡吗？用什么东西吹的？吹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2、猜测，有哪些材料能吹出泡泡。 

（1）引导幼儿观察材料，说说它们的样子。 

（2）让幼儿猜猜哪些材料可以吹出泡泡，说说为什么。 

3、尝试，找出哪些材料能吹出泡泡。 

（1）观察分类标志。（2）让幼儿自由选择材料，交代要求：不

能朝着别人的脸吹，不能将肥皂水弄到口中。（3）老师边和幼儿一

起拿材料吹，边观察指导幼儿吹泡泡，边鼓励幼儿交换材料吹。（4）

组织幼儿将刚才吹出了泡泡的材料集合在一起，将不能吹出泡泡的材

料集合在一起。 

4、发现，能吹出泡泡的材料都有什么秘密。 

（1）集体观察这些材料，问幼儿这些材料都有一个什么共同的

秘密。（都是有洞空心的）。 

（2）出示有洞空心、有洞实心的材料，问幼儿刚才吹时发现了

什么？它们有什么不相同。 

5、验证，是不是有洞的空心的材料才能吹出泡泡. 

（1）让幼儿再次自由选择材料，吹泡泡，看看是不是有洞空心

的材料才能吹出泡泡。 

（2）师幼互动交流，欣赏吹出的泡泡。 

 

中班科学活动：让物体站起来 

活动目标： 

1、喜欢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在操作中能相互商量相互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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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不断操作中，发现、总结让物体站起来的方法，感受方法

的多样性。 

3、初步感知事物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活动准备： 

1、师生共同收集：书、纸、瓶、吸管、积木、玩具、果冻壳、

夹子，一次性杯子、沙子、橡皮泥等。 

2、教师准备：记录纸人手一份。 

活动过程： 

1、幼儿区别哪些物品可以站起来。 

（1）教师指导语，引导幼儿观察桌上的物品：我们桌子上都放

了些什么东西？看一看、摸一摸、玩一玩。（幼儿自由玩） 

（2）教师引导幼儿试一试，哪些东西可以站起来？ 

（3）幼儿将可以站起来的物品与不能站起来的物品的分类。 

2、幼儿讨论：为什么桌上有的东西可以竖起来，有的却不能呢？ 

3、幼儿想办法让不能站立的物品站起来。 

教师指导语：剩下的这些东西都不能站起来，你们能不能想办法

让他们站起来呢？ 

（1）教师出示盒子、瓶盖、沙子、毛巾、书等材料。 

（2）幼儿分组操作材料帮忙将物体竖起来。 

（3）幼与同伴交流自己的方法。 

①教师提问：你用了什么办法，物体站起来了吗？你是怎样让东

西竖起来了？ 

②师生统计哪些方法让物体自己站起来了 

 4、师幼分享经验，总结让物体站起来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