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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有一天，我問孩子們：你們長大了想做什麼工作？在孩子們各種各樣的

回答中，有警察、有超人、有老師┄┄也有選擇歌星、明星的；我再問：有人

想當科學家嗎？孩子們問：科學家是做什麼的？是啊，科學家是什麼？似乎離

孩子們很遙遠，但是，我們的生活卻離不開科學，社會的進步也離不開科學

啊！現在的青少年能說出許多歌星、明星，但能說出著名的科學家嗎？哪位明

星發佈什麼消息，一下子就能讓微博崩潰，而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關注

的人卻不多，更不要說青少年了。我們能把未來交給不懂科學，不知科學家的

新一代嗎？ 

英國的化學家波特說過：“孩子是天生的科學家。”美國科學家卡爾。薩

根也說過：“每個人在他們幼年的時候都是科學家，因為每個孩子都和科學家

一樣，對自然界的奇觀滿懷好奇和敬畏。”幼兒階段的孩子有旺盛的求知欲，

喜歡到處探索，哪個孩子小時候沒有拿過螺絲刀到處拆？哪個孩子在家沒有玩

過各種水的遊戲？哪個孩子不喜歡到泥地草地抓小昆蟲？好奇是幼兒的天性，

也是他們內在的需要。因而，我嘗試在 K2 進行科學活動課程，讓孩子們通過

有趣的科學小實驗，感受科學的重要性。 

        蒙特梭利認為兒童的發展存在敏感期，把握敏感期，學習事半功倍，錯過

了敏感期，事倍功半，而兒童的感官、秩序、語言的敏感期均在 6 歲前，因而

在幼稚園階段進行科學活動的課程可以為幼兒創設適當的科學氛圍，幫助他們

培養正確的科學態度及輕鬆掌握一定的科學技能，從而培養尊重科學，喜愛科

學，相信科學的情感。 

        根據教青局幼兒教育課程的指引，本課程包括八個主題：感覺、空氣、聲

音、水、光、運動、磁學和科學家的趣事，其中一到七主題，每個主題包括五

個教學活動，第八個主題包括六個教學活動。每個教學活動都圍繞該主題，提

供非常常見的材料，準備了相當多的科學用具和用品，設計了大量讓幼兒自己

操作的小實驗，讓幼兒自由探索，感受科學的魅力。而在最後一個主題，選取

了六個非常著名的科學家的故事，拉近科學家與幼兒的距離，也讓幼兒瞭解科

學家需要具備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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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週次 日期 主題 教學內容 

一 2018.09.05  3:00-3:30      

  感 

覺 

視覺 

二 2018.09.12  3:00-3:30 聽覺 

三 2018.09.19  3:00-3:30 觸覺 

四 2018.09.26  3:00-3:30 味覺 

五 2018.10.03  3:00-3:30 嗅覺 

六 2018.10.10  3:00-3:30  

 

空 

氣 

空氣有重量嗎？ 

七 2018.10.17 重陽節放假 

八 2018.10.24  3:00-3:30 空氣的壓力 

九 2018.10.31  3:00-3:30 空氣的反作用 

十 2018.11.07  3:00-3:30 熱空氣與冷空氣 

十一 2018.11.14  3:00-3:30 風的力量 

十二 2018.11.21  3:00-3:30   

 聲 

音 

看見聲音 

十三 2018.11.28  3:00-3:30 有趣的紙杯電話 

十四 2018.12.05  3:00-3:30 會唱歌的橡皮筋 

十五 2018.12.12  3:00-3:30 聲音的分貝 

十六 2018.12.19  3:00-3:30 優美的樂曲 

十七 2018.12.26  3:00-3:30  

      

 水 

會上升的水 

十八 2019.01.02  3:00-3:30 會跳的泡泡 

十九 2019.01.09  3:00-3:30 浮與沈 

二十 2019.01.16  3:00-3:30 水分子的運動 

二十一 2019.01.23  3:00-3:30 可愛的浮水印 

二十二 2019.01.30    評核日放假 

二十三 2019.02.20  3:00-3:30   

 

 光 

影子 

二十四 2019.02.27  3:00-3:30 彩虹 

二十五 2019.03.06  3:00-3:30 彩色的陀螺 

二十六 2019.03.13  3:00-3:30 凹凸透鏡 

二十七 2019.03.20  3:00-3:30 照相機 

二十八 2019.03.27  3:00-3:30  

  運 

動 

重力：降落傘 

二十九 2019.04.03  3:00-3:30 重力的測量 

三十 2019.04.10  3:00-3:30 摩擦力 

三十一 2019.04.17  3:00-3:30 彈力 

三十二 2019.04.24  3:00-3:30 反作用力 

三十三 2019.05.01  勞動節放假 

三十四 2019.05.08  3:00-3:30  

 

磁 

學 

磁鐵 

三十五 2019.05.15  3:00-3:30 磁鐵的兩極 

三十六 2019.05.22  3:00-3:30 指南針 

三十七 2019.05.29  3:00-3:30 磁鐵畫 

三十八 2019.06.05  3:00-3:30 會動的毛毛蟲 

三十九 2019.06.08  3:00-3:30  

科 

牛頓（蘋果） 

四十 2019.06.12  3:00-3:30 愛因斯坦（小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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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2019.06.19  3:00-3:30 學 

家 

的 

趣 

事 

愛迪生（媽媽的手術） 

四十二 2019.06.26  3:00-3:30 達爾文（進化論） 

四十三 2019.07.03  3:00-3:30 貝爾（電話） 

四十四 2019.07.10  3:00-3:30 魯班（鋸子） 

四十五 2019.07.17  評核日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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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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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利用簡單的科學實驗，讓幼兒親手操作，激發他們對科學活動的興趣；樹

立科學家的正面形象，在幼兒心中埋下科學的種子；激發幼兒的創新意識，陶

冶他們的科學情操；開拓幼兒的思維和眼界，拓寬知識面；通過與科學的零距

離接觸，培養遇問題動腦筋的能力。 

二、主要內容 

K2 一學年共四十五周，每週三下午 3:00-3:30 在我班進行科學課， 分為八

個小主題：感覺、空氣、聲音、水、光、運動、磁學和科學家的趣事，前七個

主題每個主題包括五課時，第八主題包括六個課時，對幼兒進行科學的啟蒙與

發展。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選取生活中便宜又常見的材料，讓幼兒親手操作，把實驗當作遊戲，在遊

戲中完成實驗，學懂科學知識；每個教學活動的選取跟生活息息相關，讓幼兒

領悟小實驗蘊含大道理，生活處處有科學；通過親手操作，讓幼兒掌握一定的

實驗技能、細緻的觀察能力、邊操作邊講述的語言能力、初步的分析能力、總

結能力以及推理能力。 

四、教學重點 

         本課程注重幼兒的實際操作，遵循教青局幼兒課程指引中實驗操作活動的

四個環節：猜想─驗證─討論─總結，培養幼兒觀察、提問、設想、動手實

驗、表達、交流的能力，讓幼兒獲得相關的經驗，並鼓勵幼兒發現問題，大膽

提出問題並嘗試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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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難點 

      1.  科學小實驗中蘊含很多科學的原理，但大部分的科學原理比較抽象，如

何用幼兒能明白的語言去解釋這些原理是比較困難的。 

     2. 因為幼兒的生活經驗還很有限，因此在猜想或推理相應的科學原理時，幼

兒都會答非所問，需要老師耐心的引導。 

     3. 部分小實驗的效果並不明顯，需要老師提前實驗，並準備各種突發情況。 

     4. 老師對部分科學原理的理解不夠精準，需要反復上網搜索資料，認真確

認。 

六、教學用具 

         詳見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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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主題一：感覺 

教學活動一 

活動名稱 視覺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8.09.05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瞭解眼球的基本構造； 
2. 知道保護眼睛的重要性； 
3. 知道保護眼睛的方法。 

基本學力要求： 
D-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樂於
提出問題及試圖尋找答案；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
學現象。 
 

教學分析 
 

重點：瞭解眼球的基本構造並知道保護眼睛的重要性； 
難點：知道保護眼睛的方法。 

 

教學準備 
 

放大鏡、彩紙、絲巾 

 

 

 

 

教學過程 
 

1. 遊戲：出示絲巾和彩紙，請個別小朋友上來，用絲巾蒙住眼睛，
能知道彩紙的顏色嗎？為什麼不知道？引出今天的課題：眼睛與
視覺。 

2. 我們為什麼能看見東西？因為我們有眼睛，眼睛看東西的功能，
我們稱為視覺。眼睛為什麼能看見東西呢？觀看視頻，瞭解眼睛
的基本構造。 

3. 大家認為眼睛重要嗎？如果沒有了眼睛，我們會怎麼樣？引出眼
睛的重要性。既然眼睛這麼重要，那我們該如何保護眼睛呢？請
小朋友們談談自己的方法：看電視或手機不能超過一小時；寫字
要伸直腰；不要躺著看書┄┄ 

4. 眼睛也會生病如：近視、青光眼┄┄，如果我們碰見了眼睛生病
的人，一定不能嘲笑別人，要對別人施與援手。 

5. 總結：眼睛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器官，我們一定要保護好自己的眼
睛。 

教學反思 
 

       眼睛的構造對幼兒來說有點難，他們僅僅記住了視網膜，對於
眼睛的成像是理解不了的，但是在談論保護眼睛時，發言踴躍，且
見解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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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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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二 

活動名稱 聽覺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8.09.12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知道耳朵的功能； 
2. 瞭解耳朵的構造； 
3. 知道保護耳朵的重要性和方

法。 

基本學力要求：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
學現象； 
D-5-3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
果，並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記錄。 
 

教學分析 
 

重點：知道耳朵的功能與構造； 
難點：知道保護耳朵的重要性與方法。 

 

教學準備 
 

各種樂器 

 

 

 

教學過程 
 

1. 請小朋友們蒙住眼睛，猜猜這是什麼樂器？為什麼能猜到？我們
用了什麼器官的什麼功能？請個別小朋友說說自己的發現。 

2. 再蒙住眼睛，猜猜聲音從哪裡來？是什麼東西發出的聲音？如果
沒有了眼睛，我們還能感知外面的世界嗎？對於聲音，我們可以
用什麼感知？引出耳朵這一器官。 

3. 學習耳朵的基本構造。 
4. 請小朋友們捂住耳朵，如果耳朵聽不見聲音了，會有哪些不方

便？如果一隻耳朵聽不見了，聽聲音時又會有什麼感覺？引出耳
朵的重要性。 

5. 請小朋友們談談該如何保護耳朵，提醒小朋友們：一定不要把小
物件放進耳朵。 

6. 總結：耳朵是我們重要的器官，但耳朵也會受損害，對於聾的人
我們也不能歧視。 

教學反思 
 

     因為曾發生過有幼兒把泥膠放進耳朵的事情，因此在講述如何保
護耳朵時，幼兒都能馬上回答到這一點，而且他們對耳蝸有很深刻
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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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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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三  

活動名稱 觸覺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8.09.19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明白觸覺是皮膚的功能； 
2. 能說出各種觸覺； 
3. 培養敢於挑戰的勇氣。 

基本學力要求： 
D-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樂於
提出問題及試圖尋找答案； 
D-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
學現象； 
D-5-3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
果，並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記錄。 
 

教學分析 
 

重點：能說出各種觸覺並明白觸覺是皮膚的功能； 
難點：培養敢於挑戰的勇氣。 

 

教學準備 
 

觸覺箱、絲巾 

 

 

 

 

教學過程 
 

1. 出示觸覺箱，請個別小朋友用絲巾蒙住眼睛，伸手進觸覺箱拿一
個東西，告訴其他人這個東西摸起來是什麼感覺的？並猜猜這是
什麼東西？能僅僅通過感覺這個東西就猜出是什麼嗎？ 

2. 請小朋友說說我們是通過那個器官來感覺的？手？嘗試身體各部
位的皮膚，請小朋友們感受，引出我們是通過皮膚來感受的，而
這種通過接觸來感受的能力，我們可以稱它為觸覺。 

3. 請小朋友們說說有哪些觸覺？軟的、硬的、刺手的┄┄ 
4. 請小朋友們挑選自己想感受的東西，摸一摸，感受一下，然後說

說這是一種什麼觸覺。 
5. 總結：我們可以通過接觸來感受一樣東西，觸覺有很多種類。 

教學反思 
 

    幼兒都很勇敢去摸未知的東西，並且都能大概講述感覺，但一直
會認為手是感覺的器官，通過本節課，能明白到皮膚才是感覺的器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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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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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四 

活動名稱 味覺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8.09.26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知道舌頭是味覺的器官； 
2. 知道舌頭不同的部位可以感

受不同的味覺； 
3. 敢於嘗試不同的味道。 

基本學力要求： 
D-4-4 積極參與科學活動，樂於
與人合作，並分享探索的收穫； 
D-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
學現象； 
D-5-2 能嘗試和比較自認環境中
各種現象和材料的異同。 
 

教學分析 
 

重點：知道舌頭是味覺的器官，舌頭不同的部位可以感受不同的味
覺； 
難點：敢於嘗試不同的味道。 

 

教學準備 
 

甜酸苦辣鹹的食物 

 

 

 

 

教學過程 
 

1. 提問小朋友，我們吃東西時，曾經試過什麼味道的東西？是我們
的哪個器官告訴你這是什麼味道？有哪幾種味道？ 

2. 我們吃東西時是舌頭感知味道的，這種能力可稱為味覺，味覺有
甜酸苦辣鹹五種。 

3. 出示這幾種食物，請小朋友們分別嘗試這些味道，並說說自己喜
歡這種味道嗎？ 

4. 觀看視頻，學習舌頭不同的部位可以感受不同的味道。 
5. 請小朋友們多嘗試苦和辣味，這是他們不喜歡的味道，並請說說

每種味道是舌頭哪一個部位感知的？ 
6. 請小朋友們自由選擇他們要感受的味道，並互相說說自己喜歡這

種味道嗎？ 

教學反思 
 

    幼兒都喜歡甜味，但是在一天中進食最多的是鹹味，而且大部分
平時不喜歡吃苦和辣味的幼兒在老師的鼓勵下也能勇敢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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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2018/2019 

J052 

 11 

教學活動五 

活動名稱 嗅覺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8.10.03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知道鼻子其中的一個功能

是嗅覺； 
2. 能用鼻子分辨不同的嗅

覺； 
3. 學會保護自己的鼻子。 

基本學力要求： 
D-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樂於提出
問題及試圖尋找答案； 
D-4-4 積極參與科學活動，樂於與人
合作，並分享探索的收穫； 
D-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學現
象。 
 

教學分析 
 

重點：知道鼻子其中的一個功能是嗅覺並能用鼻子分辨不同的嗅
覺； 
難點：學會保護自己的鼻子。 

 

教學準備 
 

蒜頭、香水、蝦醬 

 

 

 

 

教學過程 
 

1. 遊戲：猜猜是什麼？ 
請小朋友們閉上眼睛，老師噴灑香水，猜猜這是什麼？你是怎麼
知道的？是用身體的哪一個器官感知的？ 

2. 引出我們可以用鼻子來聞，然後猜出是什麼味道。鼻子的功能有
哪些？鼻子其中的一個功能是聞東西，我們把這種能力稱為嗅
覺。請小朋友們說說有哪些嗅覺？ 

3. 出示香水、蒜頭和蝦醬，分別聞一聞，說說這是什麼嗅覺，你喜
歡這種嗅覺嗎？ 

4. 請小朋友自由選擇物品，聞一聞，跟旁邊小朋友說說這是什麼嗅
覺，還有其他什麼東西有這樣的嗅覺。 

5. 如果沒有了鼻子，我們能聞到氣味嗎？我們應該怎樣保護鼻子？
提醒小朋友們一定不能把細小的物件塞到鼻孔裡。 

教學反思 
 

    小朋友們都很興奮，尤其是聞蒜頭和蝦醬時，個別幼兒不夠大
膽，不敢勇於嘗試，要多加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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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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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空氣 

教學活動一 

活動名稱 空氣有重量嗎？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8.10.10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知道空氣是無色無味看不見

的； 
2. 明白空氣也是有重量的； 
3. 喜歡參與科學探索活動。 

基本學力要求： 
D-4-1 喜歡親近大自然，並對自
然環境表現出興趣和好奇； 
D-5-3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
果，並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記錄； 
D-6-5 會說出與生活相關的重要
自然資源的重要性。 
 

教學分析 
 

重點：知道空氣是無色無味看不見的，但是空氣是有重量的； 
難點：喜歡參與科學探索活動。 

 

教學準備 
 

天平、氣球、彈簧稱 

 

 

 

 

教學過程 
 

1. 老師用力呼吸，請小朋友們想想，我們呼吸的是什麼？引出空
氣，空氣能看見，能摸到嗎？怎麼樣才能感覺到空氣呢？出示一
個塑膠袋，把空氣裝進袋子，證明空氣就存在於我們身邊，但空
氣有重量嗎？ 

2. 如何才能知道空氣有沒有重量呢？出示彈簧稱，用彈簧稱稱量一
下那一袋子空氣，看看彈簧稱的指針有沒有變化。但是彈簧稱的
指針沒有動，是那一袋子空氣沒有重量嗎？ 

3. 再出示天平，請小朋友們說說天平的用法：天平的哪一端沉下去
就代表哪一端重一點。出示兩個氣球，分別吹進空氣，紅色的氣
球大，表示空氣多，藍色氣球小，表示空氣少一些。 

4. 請小朋友們猜猜，把這兩個氣球放在天平的兩邊，會發生什麼？
請小朋友仔細觀察，說說發現了什麼？這表示哪個氣球重一點？
能說明空氣其實是有重量的嗎？ 

5. 出示紫色氣球，分組請小朋友們來比較兩個氣球的重量，讓他們
明白，大的氣球重一點，就代表大氣球裡的空氣中一點，這證明
空氣是有重量的。 

教學反思 
 

    小朋友們普遍知道空氣，也知道空氣是無色無味看不見的，因而
也一直認為空氣是沒有重量的，但通過用天平來比較，他們就直觀
且容易明白空氣是有重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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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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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二 

活動名稱 空氣的壓力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8.10.24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知道空氣是有壓力的； 
2. 能說出自己觀察的結果； 
3. 能積極參與科學實驗。 

基本學力要求： 
D-4-4 積極參與科學活動，樂於
與人合作，並分享探索的收穫； 
D-5-3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
果，並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記錄； 
D-5-4 能適當並安全地使用簡單
的科學用具和常見的材料，進行
簡單的科學實驗和製作。 
 

教學分析 
 

重點：知道空氣是有壓力的； 
難點：能說出自己觀察的結果。 

 

教學準備 
 

大白紙、尺子、透明瓶子、水箱 

   

 

 

 

教學過程 
 

1. 遊戲：把長尺子的一端放在大白紙的下面，請個別小朋友用手掌
拍打尺子露出來的另一端，看能不能把白紙掀起。 

2. 為什麼不能把白紙掀起呢？因為白紙太重了？請小朋友們說說自
己的看法。那一端的尺子到底還受到什麼力呢？ 

3. 展示第二個實驗：把水倒進水箱，出示透明杯子，杯子裝進半杯
水，倒扣在水箱裡，慢慢提起透明杯子，杯口不離開水面，請小
朋友們觀察透明杯子裡面的水有沒有流出來。為什麼透明杯子裡
面的水不會流出來？ 

4. 解釋：空氣雖然輕，但空氣也有壓力，在第一個實驗中，空氣壓
在白紙上，雖然尺子的另一端受到拍打，但有空氣的壓力壓住尺
子的另一端，所以白紙沒有被掀翻；而在第二個實驗裡，雖然透
明杯子被提起，但水箱的水受到水面上空氣的壓力，這個壓力把
杯子裡的水向上壓，因而杯子裡的水不會流出來。 

5. 分組請小朋友操作第二個實驗，並嘗試說說杯子裡的水受到了什
麼力的作用。 

教學反思 
 

    幼兒對於可以自己親手操作的實驗都有濃厚的興趣，而且能更直
觀地理解抽象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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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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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三 

活動名稱 空氣的反作用力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8.10.31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明白空氣在什麼情況下有反

作用力； 
2. 能積極參與科學實驗； 
3. 能大膽說出自己的想法。 

基本學力要求：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4 能適當並安全地使用簡單
的科學用具和常見的材料，進行
簡單的科學實驗和製作； 
D-6-1 能察覺生活中常見的光、
熱、聲音、物體運動等科學現
象。  
 

教學分析 
 

重點：明白空氣在什麼情況下會有反作用力； 
難點：能大膽說出自己的想法。 

 

教學準備 
 

氣球、繩子、雙面貼、吸管 

 

 

 

 

教學過程 
 

1. 今天我們做一個很有趣的實驗，也是跟空氣有關的，介紹材料：
氣球、繩子、雙面貼、吸管，在課室裡系上長長的繩子。 

2. 展示實驗如何操作：先吹一個氣球，用夾子夾住口不讓氣球漏
氣；在繩子的一端穿上吸管，用雙面貼把氣球貼在吸管上；請小
朋友們數三聲，把夾子放開，看氣球會怎麼樣？ 

3. 氣球“嗖”的一聲就飛到繩子的另一端了，為什麼？是什麼力的
作用呢？ 

4. 解釋：因為拿下夾子時，氣球裡的空氣跑出來，會產生一個反作
用力，這個反作用力把氣球向前推，氣球就“嗖”往前飛了。 

5. 請小朋友們自己操作實驗，並跟其他小朋友們說說自己的發現。 

教學反思 
 

    因為有實驗的幫助，幼兒都能很容易理解空氣的反作用力，而且
也對實驗有很大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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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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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四 

活動名稱 熱空氣和冷空氣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8.11.07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知道空氣遇熱會膨脹，遇冷

會縮小； 
2. 能大膽講述自己的見解； 
3. 積極參與科學實驗。 

基本學力要求： 
D-4-5 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3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
果，並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記錄； 
D-6-1 能察覺生活中常見的光、
熱、聲音、物體運動等科學現
象。 
 

教學分析 
 

重點：知道空氣遇熱會膨脹，遇冷會縮小； 
難點：能大膽講述自己的見解。 

 

教學準備 
 

氣球、玻璃瓶子、兩個透明水瓶 

 

 

 

 

教學過程 
 

1. 出示玻璃瓶子，請小朋友們說說瓶子裡面有什麼東西？無色無味
看不見的是什麼？ 

2. 科學實驗：出示兩個透明水瓶，一個裝冷水，一個裝熱水，先讓
小朋友們感受一下冷水和熱水；然後出示一個氣球，吹成小氣
球，把小氣球套在玻璃瓶子的瓶口；最後把玻璃瓶放進熱水，請
小朋友們觀察，小氣球會有什麼變化？ 

3. 請小朋友們說說自己的觀察結果：小氣球慢慢變大了，為什麼
呢？ 

4. 再把玻璃瓶放在冷水裡，再請小朋友們觀察，剛才變大了的氣
球，又會有什麼變化呢？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 

5. 請小朋友們發表自己的見解，為什麼氣球在熱水裡會變大？在冷
水裡又會變小？ 

6. 總結：氣球裡的空氣遇熱會變大，我們把這個現象稱為膨脹，而
在冷水中，氣球又變小，這可以稱為縮小。 

7. 觀看影片：熱氣球，說說熱空氣在生活中的應用。 

教學反思 
 

    因為有了前幾堂關於空氣的課，幼兒基本能說出實驗中的觀察結
果，對原理的猜測也正確，所以很容易明白膨脹和縮小這兩個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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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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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五 

活動名稱 風的力量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8.11.14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知道風的力量能使風車轉

動； 
2. 能自己製作風車； 
3. 享受製作玩具的樂趣。 

基本學力要求： 
D-4-1 喜歡親近大自然，並對自
然環境表現出興趣和好奇； 
D-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和科
學現象； 
D-6-5 會說出與生活相關的重要
自然資源的重要性。 
 

教學分析 
 

重點：知道風的力量能使風車轉動； 
難點：能自己製作風車，享受製作的樂趣。 

 

教學準備 
 

吸管、彩紙、大頭釘 

 

 

 

 

教學過程 
 

1. 出示小風車，請小朋友說說什麼情況下小風車會轉動？引出風的
力量，風還有什麼力量？ 

2. 示範如何用裁好的彩紙製作風車：首先老師已經把彩紙裁好了，
中間貼上雙面貼，請小朋友們自己分別把彩紙的四個角貼到中
間；然後挑一根吸管，請老師幫忙用大頭釘把風車固定在吸管的
一端；完成後可以幫助一下旁邊的小朋友，等大家都完成後一起
到大堂去玩小風車。 

3. 請小朋友們自己製作小風車，老師巡迴幫忙。 
4. 拿好自己的小風車，到樓下大堂玩小風車，提醒小朋友們注意風

車上的大頭釘有沒有掉下來。 
5. 請小朋友們說說，如何能讓風車轉得快一點。 
6. 總結：風的力量非常巨大，只要合理利用也會為人類帶來好處。 

教學反思 
 

    幼兒對小風車並不陌生，而且製作的步驟也很簡單，是幼兒力所
能及的，所以增強了幼兒的自信心，是一堂成功的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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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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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聲音 

教學活動一 

活動名稱 看見聲音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8.11.21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明白聲音是物體振動產生

的； 
2. 能口述觀察的結果； 
3. 能積極參與科學實驗。 

基本學力要求： 
D-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樂於
提出問題及試圖尋找答案； 
D-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
學現象； 
D-5-4 能適當並安全地使用簡單
的科學用具和常見的材料，進行
簡單的科學實驗和製作。 
 

教學分析 
 

重點：明白聲音是物體振動產生的； 
難點：能口述觀察的結果。 

 

教學準備 
 

碗、保鮮膜、橡皮筋、胡椒粉、鹽、麵粉、樂器 

 

 

 

 

教學過程 
 

1.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非常有趣的實驗，介紹胡椒粉、鹽和麵粉，小
朋友們可以嘗試一下各種材料的味道。 

2. 出示碗、保鮮膜和橡皮筋，老師先把保鮮膜封住碗口，用橡皮筋
紮好，分別在保鮮膜上放上胡椒粉、鹽和麵粉。 

3. 分組請小朋友們來觀察，如果老師敲響樂器，保鮮膜上的調味料
會有什麼變化？ 

4. 請小朋友們說說自己觀察的結果：當樂器被敲響後，可以看見保
鮮膜上的調味料在輕輕振動。為什麼？是什麼力量讓調味料振
動？ 

5. 因為樂器被敲響時，產生很大的聲音，同時帶動周圍空氣的振
動，製造出聲波，聲波傳到碗和保鮮膜時，碗也隨之震動起來，
這讓調味料也振動起來，這是聲音作用的結果。 

6. 請小朋友們自己進行實驗。 
7. 總結：聲音是物體振動產生的。 

教學反思 
 

    幼兒看見保鮮膜上的調味料在振動都覺得很神奇，但在理解振動
能產生聲音時，因為比較抽象，所以理解不透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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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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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二 

活動名稱 有趣的紙杯電話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8.11.28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懂得聲音是可以傳遞的； 
2. 能自己製作紙杯電話； 
3. 享受製作的樂趣。 

基本學力要求：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4 能適當並安全地使用簡單
的科學用具和常見的材料，進行
簡單的實驗和製作； 
D-6-1 能察覺生活中常見的光、
熱、聲音、物體運動等科學現
象。 

教學分析 
 

重點：知道聲音是可以傳遞的，並喜歡參與紙杯電話的製作活動； 
難點：自己製作紙杯電話 

 

教學準備 
 

紙杯、繩子、電話座機 

 

 

 

 

教學過程 
 

1. 老師撥打座機電話，假裝接電話。提出問題：為什麼老師的朋友
從很遠的地方打電話給我，她在很遠的地方講話，但是我能聽到
她的聲音呢？她的聲音是怎樣來到我的耳邊呢？請個別幼兒談談
他們的想法。 

2. 一起來看電話座機的構成：有話筒和電話線，分別有什麼用處？
話筒是放在耳邊聽聲音的，電話之間連著的線又有什麼作用呢？
原來聲音是通過電話線傳到我們耳邊的，聲音是可以傳遞的。 

3. 出示做好的紙杯電話，請幼兒看看老師用了什麼材料來製作？兩
個紙杯和一根繩子。請個別幼兒嘗試用紙杯電話來講電話，能聽
到聲音嗎？聲音是怎樣傳到耳邊的呢？繩子的作用是什麼呢？ 

4. 請幼兒運用材料製作自己的紙杯電話，可以用彩筆裝飾一下紙
杯，然後穿上繩子，有需要可以請老師幫忙。 

5. 幼兒製作紙杯電話，完成後互相試玩一下，看紙杯電話能否通
話。 

教學反思 
 

  幼兒都很有興趣，基本明白聲音可以通過繩子傳遞，對有形的傳遞
很容易明白，但對手機利用無線傳遞就難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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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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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三 

活動名稱 會唱歌的橡皮筋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8.12.05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明白因為空氣的振動橡皮筋

會發出類似音樂的聲音； 
2. 勇於接觸橡皮筋，能注意自

己的安全； 
3. 享受彈橡皮筋琴的樂趣。 

基本學力要求： 
D-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樂於
提出問題及試圖尋找答案； 
D-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
學現象； 
D-5-4 能適當並安全地使用簡單
的科學用具和常見的材料，進行
簡單的科學實驗和製作。 
 

教學分析 
 

重點：勇於接觸橡皮筋並明白因為空氣的振動橡皮筋會發出類似音
樂的聲音； 

難點：會彈奏橡皮筋琴。 
 

教學準備 
 

不同尺寸的橡皮筋、不同高度的大盒子、鉛筆 

 

 

 

 

教學過程 
 

1. 出示不同尺寸的橡皮筋，請幼兒說說這是什麼？可以用來幹什
麼？請個別幼兒說說自己的看法。並讓幼兒每人拿一條橡皮筋，
摸一摸，拉一拉，感受一下橡皮筋。 

2. 出示不同高度的盒子、毛巾，老師要用橡皮筋做一件樂器，提醒
幼兒在製作的過程中要注意安全。老師用粗的橡皮筋先做一個橡
皮筋琴，請幼兒想想這跟我們認識的哪件樂器相似？引出我們可
以把它叫做橡皮筋琴。 

3. 老師彈起橡皮筋琴，請幼兒聽聽它的聲音；再製作另一把用鉛筆
墊著橡皮筋的琴，讓幼兒聽兩把琴的聲音有什麼不同？引出因為
空間的不同，裡面的空氣的多少也不同，彈橡皮筋時的聲音聽起
來就不同，盒子內的空間越大，空氣越多，聲音越接近音樂。彈
橡皮筋會有聲音是因為空氣的振動。 

4. 再用不同大小的盒子和不同尺寸的橡皮筋製作橡皮筋琴，分組請
幼兒來試彈橡皮筋琴。 

教學反思 
 

     幼兒認識橡皮筋，都知道橡皮筋有彈性，但日常接觸不多，所以
在彈橡皮筋琴是也顯得小心翼翼，但興趣還是濃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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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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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四 

活動名稱 聲音的分貝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8.12.12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認識分貝儀； 
2. 知道可以用分貝來表示聲音

音量的大小； 
3. 注意聲音不能太大聲造成噪

音。 

基本學力要求：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3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
果，並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記錄； 
D-6-1 能觀察生活中常見的光、
熱、聲音、物體運動等科學現
象。 

教學分析 
 

重點：認識分貝儀，知道用分貝來表示聲音的大小。 
難點：高分貝的聲音容易造成噪音。 

 

教學準備 
 

分貝儀、各種樂器 

 

 

 

 

教學過程 
 

1. 出示木琴和鈴鼓，請幼兒先聽聽這兩種樂器發出的聲音，說說哪
種樂器的聲音比較大，我們可以很容易說出鈴鼓的聲音比較大。
老師再分別說兩句話，請幼兒分辨哪句話比較大聲一點。因為說
話聲音量大小不明顯，較難分辨，那對於差不多的音量，有沒有
儀器可以幫忙呢？ 

2. 出示分貝儀，分貝儀是用來測量聲音的大小的。請幼兒觀察分貝
儀，主要看上面的數字，它會隨著音量的高低而變化，數字越大
表示聲音越大。 

3. 用分貝儀來測量木琴和鈴鼓的聲音，分別讓幼兒記下數字，再比
較一下哪個數字大，就代表哪個樂器的聲音大。 

4. 請幼兒用分貝儀來測量各種樂器的聲音。 
5. 再用分貝儀來測量幼兒拍頭、跺腳、跳的聲音。 
6. 遊戲：誰最大聲，分別請每個幼兒測量自己的聲音，看誰的聲音

的分貝值最大。 
7. 請幼兒思考：聲音是越大越好嗎？如果你經常在聲音分貝高的環

境，你會感覺怎麼樣？引出：高分貝的聲音就會造成噪音，噪音
會對我們的聽力造成損害。 

教學反思 
 

   幼兒對分貝儀很感興趣，尤其在測量自己聲音的分貝值時，非常
興奮，也很快掌握了分貝儀的使用方法。分貝儀能把抽象的聲音的
大小用數值來表示，對幼兒來說很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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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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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五 

活動名稱 優美的樂曲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8.12.19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知道每種樂器因為材質的不

同，聲音也是不同的； 
2. 不同的樂器合奏可以組成優

美的樂曲； 
3. 享受演奏的樂趣。 

基本學力要求： 
D-4-4 積極參與科學活動，樂於
與人合作，並分享探索的收穫； 
D-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
學現象； 
D-6-1 能觀察生活中常見的光、r
熱、聲音、物體運動等科學現
象。  
 

教學分析 
 

重點：知道每種樂器因為材質的不同會發出不同的聲音，不同的聲
音可以組成優美的樂曲； 

難點：明白樂曲是由不同的樂器的聲音組成的。 
 

教學準備 
 

各種樂器、樂曲、分貝儀 

 

 

 

 

教學過程 
 

1. 請幼兒閉上眼睛，聽一段樂曲，說說你對樂曲的感受：你覺得這
首樂曲好聽嗎？嘗試說說樂曲的聲音是什麼樂器彈奏出來的？ 

2. 出示各種樂器，先觀察這些樂器，它們用什麼材料做成的？這些
樂器是用不同的材料做成：有鐵的、木的、竹子的┄┄不同材料
做成的樂器，彈奏是發出的聲音一樣嗎？ 

3. 請幼兒分別彈奏每種樂器，大家聽聽聲音一樣嗎？用分貝儀測量
一下每種樂器的音量。 

4. 很多種不同的樂器一起彈奏才能組成優美的樂曲，請幼兒再欣賞
剛才的樂曲。 

5. 讓幼兒選擇自己喜歡的樂器，嘗試彈奏樂曲。 

教學反思 
 

    這個課題對幼兒來說有點抽象了，幼兒在聽樂曲時，因為對樂器
的聲音聆聽的練習不多，很難發現樂曲裡面樂器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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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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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水 

教學活動一 

活動名稱 會上升的水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8.12.26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知道水可以沿著毛細管向上

運動； 
2. 會觀察並比較芹菜的不同； 
3. 嘗試運用觀察和比較這兩種

方法。 

基本學力要求： 
D-4-4 積極參與科學活動，樂於
與人合作，並分享探索的收穫； 
D-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
學現象； 
D-5-2 能嘗試比較自然環境中各
種現象和材料的異同。 
 

教學分析 
 

重點：知道水可以沿著毛細管向上運動並會觀察和比較芹菜的不
同； 
難點：嘗試運用觀察和比較這兩種方法。 

 

教學準備 
 

白花、芹菜、墨水、水瓶 

 

 

 

 

教學過程 
 

課前準備：上課的前一天 
1. 出示白花、芹菜、三個瓶子、藍墨水和墨汁，我們今天要準備三

瓶花。（普通水的、藍墨水的和墨汁的） 
 
 
 
 
 
 
 
2. 明天下午我們上課時再來觀察這三瓶花有沒有變化。 
3. 出示前天準備的三瓶花，請幼兒觀察這三瓶花，有沒有變化呢？

拿出在普通水裡的花和在藍墨水裡的花，並排讓幼兒觀察；再拿
兩個瓶子中的芹菜並排讓幼兒觀察。 

4. 請個別幼兒說說他們觀察到什麼？花的分別不大，而芹菜的葉子
能看到明顯的不同：藍墨水中芹菜，葉子邊有藍色；黑色墨水中
的芹菜葉子邊也可以看見黑色。為什麼白花沒有變化，而芹菜有
變化呢？ 

5. 拿出一根芹菜的莖，切開，觀察莖裡有什麼？可以看見裡面的小
管子，藍墨水或墨汁就是從這些小管子向上運動的，這些小管子
可以叫做毛細管，水可以沿著毛細管向上運動的。 

6. 總結：水可以沿著毛細管向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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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 
 

    因為這堂課比較抽象，幼兒只對前面部分感興趣，後面觀察毛細
管的部分就很難集中精神了，因而在課題的選擇上，老師要預設對
幼兒有沒有趣味性。 

 

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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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二 

活動名稱 會跳的泡泡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1.02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知道泡泡能在羊毛的織物上

停留； 
2. 能分辨羊毛材質的織物； 
3. 享受玩泡泡的樂趣。 

基本學力要求： 
D-4-4 積極參與科學活動，樂於
與人合作，並分享探索的收穫； 
D-5-2 能嘗試比較自然環境中各
種現象和材料的異同； 
D-5-4 能適當並安全地使用簡單
的科學用具和常見的材料，進行
簡單的科學實驗和製作。 

教學分析 
 

重點：瞭解不同的織物，知道泡泡能停留在羊毛的織物上； 
難點：分辨羊毛材質的織物。 

 

教學準備 
 

泡泡水、碟子、小毛巾、羊毛外套 

 

 

 

 

教學過程 
 

1. 出示泡泡水，我們都玩過吹泡泡，請個別幼兒嘗試抓住泡泡，能
抓住泡泡嗎？為什麼？ 

2. 我們用手不能抓住泡泡，泡泡一碰到手就破了，我們嘗試用一些
材料來幫助我們抓住泡泡。老師先示範用一塊布包住碟子，請兩
個幼兒來吹泡泡，看老師能否接住泡泡。老師可以接住泡泡，但
泡泡還是破了。 

3. 老師再出示一件羊毛外套，請幼兒感受羊毛外套跟布有什麼不
同，再用羊毛外套包住碟子來接泡泡，這一次，泡泡能停留在羊
毛外套上，而且沒有破，為什麼？ 

4. 解釋：羊毛材質上面有很多毛，這些毛能托住泡泡。 
5. 請幼兒拿出口袋裡的小毛巾，分組來嘗試用自己的小毛巾能否接

住泡泡。 
6. 總結，只有羊毛材質的織物能接住泡泡，因為羊毛材質的織物上

面有很多毛，能保持泡泡的彈性。 

教學反思 
 

   幼兒很興奮地用自己的小毛巾去接泡泡，但對於分辨羊毛材質還
是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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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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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三 

活動名稱 浮與沈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1.09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能說出生活中浮與沈的現

象； 
2. 掌握浮與沈這兩個概念； 
3. 能自己動手實驗並記錄實驗

結果。 

基本學力要求：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2 能嘗試比較自然環境中各
種現象和材料的異同； 
D-5-3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
果，並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記錄。 

教學分析 
 

重點：能分辨物體的浮與沈； 
難點：能自己動手實驗並記錄實驗結果。 

 

教學準備 
 

水盤、各種小物件、記錄表、鉛筆 

 

 

 

 

教學過程 
 

1. 出示大水盤和一些小物件，今天我們要玩跟水有關的實驗。先請
幼兒觀察：老師把木頭的積木和鑰匙分別放進水盤，請幼兒觀察
這兩個東西在水裡會怎麼樣？引出浮與沈這兩個概念。請個別幼
兒試試把小物件放進水盤，觀察浮與沈的現象。 

2. 請幼兒想想我們平時看到哪些浮的現象？哪些沈的現象？ 
3. 出示記錄表，講解記錄表，解釋怎樣記錄，學會運用符號來記

錄。 
4. 請幼兒自己進行試驗，並記錄實驗結果。 
5. 完成試驗後，一起逐一把小物件放進水盤，檢查幼兒的實驗結果

和記錄是否正確。 

教學反思 
 

    幼兒對自己動手的實驗都很有興趣，並能看懂記錄表並獨立完成
實驗，然後進行記錄。幼兒已具備初步的探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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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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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四 

活動名稱 水分子的運動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1.16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能自己動手折疊紙花並完成

實驗； 
2. 知道水分子會沿著毛細管運

動； 
3. 能認真觀察實驗的結果。 

基本學力要求： 
D-4-4 積極參與科學活動，樂於
與人合作，並分享塔索的收穫； 
D-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
學現象； 
D-6-1 能察覺生活中常見的光、
熱、聲音、物體運動等科學現
象。 
 

教學分析 
 

重點：能自己動手折疊紙花並完成實驗並能說出自己的發現； 
難點：知道水分子會沿著毛細管運動。 

 

教學準備 
 

已裁好的紙花、 水盤 

 

 

 

 

教學過程 
 

1. 出示一盤水，請幼兒觀察水，思考問題：水會動嗎？ 
2. 老師用手捧起水，水因為我們用手來玩而動，但如果我們不用手

來玩水，讓水就留在水盤裡，水裡面的水分子有沒有動呢？ 
3. 我們可以做一個小實驗來看看水分子有沒有動？出示一塊紙巾，

先讓幼兒摸摸紙巾，這是一塊幹的紙巾，然後老師展開紙巾，把
紙巾的一邊放進水裡，另一邊在外面，請個別幼兒觀察：紙巾有
沒有變化？ 

4. 請幼兒也來做紙巾沾水的小實驗，讓他們說說紙巾有什麼變化？
水會沿著紙巾向上，紙巾慢慢變濕了，為什麼呢？ 

5. 請幼兒說說為什麼紙巾每沾到水的那一邊也濕了？證明瞭水分子
會運動，它們會沿著紙巾運動。 

6. 出示已裁好的紙花，讓幼兒先把紙花的花瓣向內折好，在輕輕地
把紙花放在水面上，觀察花瓣的變化。 

7. 請幼兒說說花瓣怎樣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 
8. 總結：因為水分子會運動，它們沿著花瓣運動，濕了的花瓣就好

像打開，形成開花的樣子。 

教學反思 
 

    幼兒非常有興趣，並能自己發現水分子會運動這個結果，因為有
了紙巾這個小實驗，他們在做紙花這個實驗時就非常清晰了，都能
說出其中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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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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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五 

活動名稱 可愛的浮水印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1.23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感知墨水在水中的運動； 
2. 鼓勵幼兒發表自己的看法； 
3. 提高幼兒的動手能力，促進

審美能力的發展； 

基本學力要求： 
D-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樂於
提出問題及試圖尋找答案； 
D-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
學現象； 
D-6-1 能察覺生活中常見的光、
熱、聲音、物體運動等科學現
象。 

教學分析 
 

重點：感知墨水在水中的運動； 
難點：提高幼兒的表達能力和動手能力，促進審美能力的發展。 

教學準備 
 

宣紙、墨水、水盤、棉簽 

 

 

 

教學過程 
 

1. 出示墨水和宣紙，介紹今天要做的活動：浮水印。 
2. 老師先把墨水滴進水裡，請幼兒觀察墨水的運動：墨水會在水裡

散開，為什麼墨水會散開呢？引出墨水的分子會在水裡運動。 
3. 老師滴多幾滴墨水在水裡，然後拿棉簽在頭髮上掃幾下，再用棉

簽輕點水面上的墨水，這時墨水會散開形成一個個圓圈。為什
麼？請幼兒猜猜並發表自己的看法。這是因為在頭髮上掃了幾下
的棉簽會有頭油，墨水與油不能混在一起，所以墨水會散開形成
圓圈。 

4. 再用宣紙蓋在水面上，拿起宣紙，請幼兒觀察宣紙上的墨水印，
宣紙上會有一個個圓圈，介紹這是浮水印。 

5. 幼兒輪流嘗試做浮水印，並把自己的作品展示給其他小朋友看。 
6. 總結：製作浮水印的原理：墨水分子在水中會運動，墨水和油不

能混在一起。 

教學反思 
 

    幼兒非常有興趣，而且也容易明白墨水分子與墨水不能混在一
起，做出來的浮水印都很漂亮，只是濕了的宣紙很容易爛，幼兒在
拿起來展示時就弄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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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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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五：光 

教學活動一 

活動名稱 影子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2.20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知道光線與影子的關係； 
2. 能說出光線的方向與影子的

方向的關係； 
3. 享受遊戲踩影子的樂趣。 

基本學力要求： 
D-4-1 喜歡親近大自然，並對自
然環境表現出興趣和好奇； 
D-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樂於
提出問題及試圖尋找答案； 
D-6-1 能察覺生活中常見的光、
熱、聲音、物體運動等科學現
象。 

教學分析 
 

重點：知道光線與影子的關係； 
難點：能說出光線的方向與影子的方向的關係。 

 

教學準備 
 

太陽圖片、棍子 

 

 

 

 

教學過程 
 

1. 帶領幼兒到戶外，觀察太陽的位置。 
2. 出示太陽的圖片，請幼兒想想太陽的光線是怎樣照射的？出示棍

子，用棍子來表示陽光，引出太陽的光線是直線傳播的。如果太
陽光線照到物體上，光線能穿過物體嗎？ 

3. 請一個幼兒上來，用棍子模擬陽光射到幼兒的身體，光線會穿過
幼兒的身體嗎？如果不能，會形成什麼？引出光線穿不過物體，
在地上會出現影子。 

4. 請幼兒做出不同的動作，觀察影子會有什麼不同？引出影子會跟
物體一樣。 

5. 利用太陽圖片，顯示太陽不同的位置，影子的位置也不同：太陽
在前面，影子會在後面；太陽在左邊，影子會在右邊… 

6. 遊戲：踩影子 
請幼兒兩兩配對，互相踩對方的影子。 

教學反思 
 

   因為影子是幼兒比較熟悉的，所以在理解影子的形成上，幼兒很
容易接受，也因為在陽光下上課，能很直觀地看見自己跟影子的位
置，在玩遊戲時，都玩得非常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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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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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二 

活動名稱 彩虹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2.27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明白有顏色的玻璃紙只會讓

相同顏色的光通過； 
2. 能自己動手快樂探索； 
3. 培養初步的探索能力。 

基本學力要求： 
D-4-4 積極參與科學活動，樂於
與人合作，並分享探索的收穫； 
D-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
學現象； 
D-6-1 能察覺生活中常見的光、
熱、聲音、物體運動等科學現
象。 
 

教學分析 
 

重點：明白有顏色的玻璃紙只會讓相同顏色的光通過； 
難點：培養初步的探索能力。 

 

教學準備 
 

彩虹畫、各種顏色的玻璃紙、水彩筆 

 

 

 

 

教學過程 
 

1. 出示彩虹的圖片，瞭解彩虹的色彩排列，簡單講述彩虹的形成是
因為雨後大氣裡有很多水汽，太陽光照射在水汽裡，各種顏色的
光會被水汽折射，把白光分成彩虹的樣子。 

2. 出示不同顏色的玻璃紙，玻璃紙是半透明的，可以讓光通過。老
師先不把結果告訴幼兒，只是把操作步驟教給幼兒： 

（1） 先把彩虹塗上顏色； 
（2） 用不同顏色的玻璃紙分別蓋在彩虹上，觀察彩虹的顏

色有什麼不同； 
（3） 思考每次拿不同的玻璃紙看彩虹，看到的顏色一樣

嗎？ 
（4） 跟旁邊的幼兒討論自己的發現。 

3. 讓幼兒自己探索，老師巡迴指導。 
4. 分別請幼兒說說自己的發現，老師再總結：因為玻璃紙只會讓相

同顏色的光通過，所以只有跟玻璃紙相同的顏色能看清楚，其它
的顏色變得模糊。 
 

教學反思 
 

   幼兒基本能按步驟去自己探索，而且興趣比較濃厚，但因為材料
的限制，實驗的結果不明顯，因此幼兒很難發現只有跟玻璃紙相同
顏色的部分能看清楚這個結果，而且對這個原理的理解也比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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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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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三 

活動名稱 彩色的陀螺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3.06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能自己發現彩色的陀螺轉動

時，顏色消失了，圓盤看起
來就像白色一樣； 

2. 明白不同色彩的光會混在一
起； 

3. 享受實驗的樂趣。 

基本學力要求： 
D-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樂於
提出問題及試圖尋找答案； 
D-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
學現象； 
D-5-4 能適當並安全地使用簡單
的科學用具和常見的材料，進行
簡單的科學實驗和製作。  

教學分析 
 

重點：能自己發現彩色的陀螺轉動時，顏色消失了，圓盤看起來就
像白色一樣； 

難點：明白不同色彩的光會混在一起。 
 

教學準備 
 

已裁好的圓紙皮、小木棍、水彩筆 

 

 

 

 

教學過程 
 

1. 老師今天要教幼兒做一個以前老師小時候的玩具——陀螺，出示
材料，介紹材料，示範製作的步驟：（1）用水彩筆按照彩虹顏色
的排列，把圓紙皮塗上顏色；（2）把小木棍插進圓紙皮中間的小
洞裡；（3）拿著做好的小陀螺在地上轉動，觀察圓紙皮上的色彩
有什麼變化。 

2. 老師示範如何轉動小陀螺，但不告訴幼兒上面的色彩會有什麼變
化。 

3. 幼兒自己動手完成小陀螺，老師巡迴指導。 
4. 請完成的幼兒轉動小陀螺，觀察顏色的變化，老師逐個請幼兒說

說自己的發現。 
5. 總結：當小陀螺轉動時，本來不同的顏色，會因為快速轉動，合

成白色，不同顏色的光會混合。 

教學反思 
 

    幼兒對自己動手製作小玩具都非常有興趣，都能獨立完成，但由
於實驗的效果不明顯，因此都很難說出顏色有什麼變化，而對於不
同顏色的光會混合，理解起來也有一定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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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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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四 

活動名稱 凹凸透鏡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3.13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認識凹凸透鏡； 
2. 知道凹凸透鏡的成像原理； 
3. 能自己動手探索凹凸透鏡的

不同。 

基本學力要求： 
D-4-4 積極參與科學活動，樂於
與人合作，並分享探索的收穫；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跟人看法； 
D-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
學現象。 

教學分析 
 

重點：認識凹凸透鏡； 
難點：知道凹凸透鏡的成像原理。 

 

教學準備 
 

凹凸透鏡、報紙、太陽圖片 

 

 

 

 

教學過程 
 

1. 引入：有個老爺爺，他的年紀很大了，眼睛也看不清楚了，但是
他每天都要看報紙，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助他呢？引出老年人都會
使用放大鏡來讀報紙。 

2. 出示放大鏡，請幼兒試一試透過放大鏡來看報紙，會發現什麼？
引出透過放大鏡，報紙上的字變大了。告訴幼兒放大鏡其實是由
凸透鏡做成的，它的鏡面是凸出來的。 

3. 出示另一個透鏡，請幼兒也用它來看看報紙，會發現什麼？會發
現報紙上的字變小了。這個透鏡的鏡面跟凸透鏡不一樣，他的鏡
面是凹進去的，它叫凹透鏡。 

4. 指出凹凸透鏡看報紙上的字好像變小或變大，是因為報紙上的字
離透鏡非常近，但如果報紙上的字離透鏡比較遠，那就不能相應
地變小或變大了。 

5. 以平衡光通過透鏡為例，分別講述光線通過凹凸透鏡會發生的變
化。 

6. 請幼兒觀看野外利用凸透鏡生活的影片，進一步理解平衡光通過
凸透鏡聚在一起的原理。 

教學反思 
 

    幼兒對放大鏡是比較熟悉的，但對光線通過凹凸透鏡的原理就難
以理解，切凹凸透鏡的放大和縮小也跟物體距離透鏡與焦距有關，
所以理解不了也是正常的，但並不影響幼兒自由運用透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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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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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五 

活動名稱 照相機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3.20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明白照相機是利用了光的原

理； 
2. 初步懂得針孔成像的原理； 
3. 培養初步的愛問為什麼的科

學精神。 

基本學力要求： 
D-4-5 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3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
果，並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記錄； 
D-6-1 能察覺生活中常見的光、
熱、聲音、物體運動等科學現
象。 
 

教學分析 
 

重點：知道照相機是利用了光的原理並初步瞭解針孔成像； 
難點：培養初步的愛問為什麼的科學精神。 

 

教學準備 
 

電筒、蠟燭、打火機、積木、兩塊紙板 

 

 

 

教學過程 
 

1. 請幼兒想想我們是用什麼來照相的？引出照相機，大家想想照相
機是跟什麼科學有關呢？跟學過的空氣、聲音、水或光哪一種有
關呢？引出照相機是利用了光的原理。 

2. 今天我們也來做一個實驗，做一個簡單的照相機。介紹材料，並
展示如何擺放材料。 

3. 主要請幼兒留意兩塊紙板上面的小孔，並注意看光線是如何通過
小孔的，光線又有什麼變化？ 

4. 老師示範如何操作實驗，並請幼兒先觀察，再嘗試說說發現了什
麼？ 

5. 請幼兒嘗試自己操作實驗，並說說什麼時候會看見另一塊紙板上
有光線。分別用電筒和蠟燭做實驗，看看結果有什麼分別，因為
光線的不同，成像也有不同。 

6. 總結：照相機就是利用了針孔成像的原理，這跟光有關。 

教學反思 
 

    幼兒對針孔成像的實驗非常有興趣，也很積極自己動手操作，也
能明白光線是如何通過小孔形成像的，也能自己口述說出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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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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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六：運動 

教學活動一 

活動名稱 重力：降落傘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3.27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知道物體是因為重力的緣故

才會下落； 
2. 會自己製作小降落傘； 
3. 享受科學探索的樂趣。 

基本學力要求： 
D-4-4 積極參與科學活動，樂於
與人合作，並分享探索的喜悅；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4 能適當並安全地使用簡單
的科學用具和常見的材料，進行
簡單的科學實驗和製作。  
 

教學分析 
 

重點：會自己製作小降落傘並探索降落傘的下降； 
難點：知道物體是因為重力的緣故才會下落。 

教學準備 
 

彩色玻璃紙、繩子、泥膠 

 

 

 

 

教學過程 
 

1. 我們上星期學了重力，都明白物體會掉下來是因為受到了重力的
作用，今天我們就做個小降落傘來感受一下重力。 

2. 出示材料，先介紹材料：玻璃紙、繩子、泥膠和雙面貼，老師先
示範如何運用材料來做小降落傘。 

3. 完成後，老師展示如何測試小降落傘是否受到重力：從高處放下
降落傘，會看見降落傘徐徐下落。提示：如果繩子下面的泥膠的
大小會影響降落傘下落的速度。 

4. 請幼兒自己製作降落傘，老師巡迴幫忙。 
5. 帶幼兒到遊樂場，請幼兒自由感受降落傘的下落，可以選擇高一

點的地方來放下降落傘。 
6. 總結：因為重力，降落傘會下落。 

教學反思 
 

    降落傘是幼兒熟悉的東西，對能自己製作降落傘，幼兒都非常興
奮，製作時也很認真，尤其到了戶外，大家都很專注地去測試自己
的降落傘，因為感興趣，所以道理也很容易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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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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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二 

活動名稱 重力的測量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4.03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認識彈簧稱和體重秤； 
2. 會使用彈簧稱和體重秤； 
3. 知道彈簧稱或體重秤測量的

是物體受到的重力。 

基本學力要求： 
D-4-4 積極參與科學活動，樂於
與人合作，並分享探索的收穫；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3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
果，並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記錄； 
 

教學分析 
 

重點：認識彈簧稱和體重秤並會使用彈簧稱和體重秤； 
難點：知道彈簧稱或體重秤測量的是物體受到的重力。 

 

教學準備 
 

彈簧稱、體重秤、小斜坡、車子 

 

 

 

 

教學過程 
 

1. 出示小斜坡和車子，讓小朋友挑選自己喜歡的車子玩一個遊戲：
把車子放在斜坡上，放開手，看看車子會怎麼樣？ 

2. 請小朋友們想想：為什麼一放手，車子會自己跑下來了？請小朋
友們發表自己的看法。 

3. 再請小朋友試一試，跳起來，看看跳完後身體會怎麼樣？為什麼
跳起一會，我們馬上就掉回地面呢？請小朋友們發表自己的看
法。 

4. 其實，小車在斜坡上自己會滑下來，我們跳起來一下子就掉回地
面，都是因為我們受到了重力的作用，重力是地球對物體的引
力，地球上所有的東西都會受到重力的作用。 

5. 出示彈簧稱，我們受到的重力也有大小的不同，為了測量重力的
大小，可以用不同的測量工具，介紹彈簧稱、體重秤，請幼兒嘗
試用彈簧稱稱東西或用體重秤來測量自己的體重。 

6. 總結：彈簧稱或體重秤測量的都是物體的重力的大小。 
7. 分組玩斜坡和車子的遊戲，感受重力。 

教學反思 
 

    幼兒能通過斜坡和車子的遊戲，感知有個力量在拉車子下來，但
地球對所有物體的引力因為是比較虛的，理解起來有點困難，但大
家對體重秤的使用還是很感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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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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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三 

活動名稱 摩擦力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4.10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認識摩擦力； 
2. 知道摩擦力的重要性； 
3. 能自己動手進行實驗，並能

說出實驗的結果。 

基本學力要求：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
學現象； 
D-5-4 能適當並安全地使用簡單
的科學用具和常見的材料，進行
簡單的科學實驗和製作。 
 

教學分析 
 

重點：認識摩擦力並知道摩擦力的重要性； 
難點：能自己動手進行實驗並能說出實驗的結果。 

 

教學準備 
 

書本、毛巾、積木、小車 

 

 

 

 

教學過程 
 

1. 出示書本和積木，搭建兩個小斜坡，然後分別放上小車，請小朋
友們觀察兩輛小車的速度有什麼不同？再把毛巾鋪在其中一個斜
坡上面，再把兩輛小車放上去，觀察兩輛小車的速度又有什麼不
同？為什麼兩次的結果不一樣？ 

2. 請小朋友們說說自己的看法，鋪了毛巾和不鋪毛巾的斜坡對小車
會有什麼影響？ 

3. 請個別小朋友摸摸鋪了毛巾的斜坡和沒鋪毛巾的斜坡，有什麼感
覺？這是因為鋪了毛巾會讓斜坡的摩擦力增加了，所以車子下滑
的速度變慢了。 

4. 學習摩擦力，摩擦力的作用可大了，我們能站在地面上，是因為
鞋底與地面的摩擦力的作用，如果摩擦力不夠，我們就會滑到。 

5. 請小朋友們再列舉一些摩擦力的例子，摩擦力是存在於我們的生
活中，是很常見的現象。 

6. 分組操作小斜坡的實驗，感受摩擦力的作用。 

教學反思 
 

    幼兒基本能自己發現毛巾的粗糙面會阻礙小車的下滑，也理解越
光滑的面摩擦力越小的道理，但要舉出生活中摩擦力的例子就顯得
有點困難，需要老師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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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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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四 

活動名稱 彈力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4.17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認識彈力； 
2. 能發現有彈力的物體； 
3. 能大膽實驗並能說出自己的

發現。 

基本學力要求： 
D-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樂於
提出問題及試圖尋找答案；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6-1 能察覺生活中常見的光、
熱、聲音、物體運動等科學現
象。  
 

教學分析 
 

重點：認識彈力並能找出有彈力的物體； 
難點：能大膽嘗試各種物料，發現實驗的結果。 

 

教學準備 
 

各種體育用品 

教學過程 
 

1. 出示各種物料的東西，請小朋友們觀察，各種東西從高處拋下
後，有什麼不同？請個別小朋友說說自己的發現。有些物品會彈
跳起來，有些不會，為什麼？引出彈力這一概念。 

2. 東西從高處掉下會彈跳起來是因為這個物體受到地面的碰撞力發
生形變，但當它離開地面後，這個物體會回復原來的形狀，這是
彈性力，這個彈性力的作用讓這個物體再向上運動，形成它彈跳
起來。而沒有彈力的物體因為沒有彈性力，所以不能再彈跳起
來。 

3. 請小朋友去找找其他的體育用品，試試有沒有彈力。 
4. 小全體小朋友自己去找有彈力的物品，並提醒他們注意安全。 

教學反思 
 

    幼兒能很容易知道彈力，但對彈力的原理就不能理解，他們都是
把彈力跟材料結合在一起，但是都很有興趣去找物品進行實驗，也
能說出實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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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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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五 

活動名稱 反作用力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4.24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知道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2. 能與同伴一起操作，感受作

用力與反作用力； 
3. 能舉出生活中作用力與反作

用力的例子。 

基本學力要求：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4 能適當並安全地使用簡單
的科學用具和常見的材料，進行
簡單的科學實驗和製作； 
D-6-1 能察覺生活中常見的光、
熱、聲音、物體運動等科學現
象。 
 

教學分析 
 

重點：認識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並能自己動手操作實驗； 
難點：能舉出生活中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例子。 

 

教學準備 
 

彈簧稱、氣球、三輪車 

 

 

 

 

教學過程 
 

1. 老師出示兩個氣球，請小朋友們留心觀察：當老師用綠色氣球去
擠壓紅色氣球時，綠色氣球會怎麼樣？紅色氣球又會怎麼樣？而
當用紅色氣球去擠壓綠色氣球時，兩個氣球又怎麼樣？請小朋友
們說說自己的發現。 

2. 出示兩個彈簧稱，彈簧稱除了可以測量物體的重力，也可以用來
測量拉力的大小。老師把彈簧稱鈎在一起，用橙色彈簧稱拉綠色
彈簧稱，請小朋友們觀察兩個彈簧稱上的指針，說說哪個彈簧稱
測量到的拉力大一點， 

3. 通過氣球的擠壓，兩個彈簧稱的互相拉動，我們可以發現：用任
何一個氣球去擠壓另一個氣球，兩個氣球都會同時變形，用任何
一個彈簧稱拉動另一個彈簧稱，兩個彈簧稱的指針都會動，這證
明瞭兩個氣球或兩個彈簧稱都受到同樣的力，這就是作用力與發
作用力。 

4. 生活中還有很多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例子，請小朋友們嘗試舉出
相關的例子。 

5. 遊戲：感受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每兩個小朋友各坐一輛三輪車，伸出手，一個小朋友推另外一個
小朋友，感受兩個人都會向後退，這就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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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 
 

    小朋友們能理解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並能舉出用手打其他人，別
人感覺痛，自己的手也會感覺到痛，而在玩三輪車遊戲時，也能兩
兩實驗。 

 

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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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七：磁學 

教學活動一 

活動名稱 磁鐵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5.08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認識磁鐵； 
2. 知道磁鐵的特性； 
3. 享受動手操作的樂趣。 

基本學力要求： 
D-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樂於
提出問題及試圖尋找答案； 
D-5-4 能適當並安全地使用簡單
的科學用具和常見的材料，進行
簡單的科學實驗和製作； 
D-6-5 會說出與生活相關的重要
自然資源的重要性。  
 

教學分析 
 

重點：認識磁鐵並知道磁鐵的特性； 
難點：享受自己動手操作的樂趣。 

 

教學準備 
 

各類磁鐵、有鐵的物品 

 

 

 

 

教學過程 
 

1. 出示圓形的磁鐵，先讓幼兒感受磁鐵：把圓形磁鐵先後放進圓柱
子，分正面和反面，看看每一次有什麼不同？為什麼會有不同的
情況？ 

2. 認識磁鐵，讓小朋友根據已有的生活經驗，說說磁鐵會對什麼物
品有作用？讓幼兒拿磁鐵去試試，看什麼物品可以粘在磁鐵上。 

3. 磁鐵對鐵的物品有作用，我們可以把這種作用稱為磁力，分別出
示鐵環和鐵粉，讓小朋友們感受磁鐵的磁力。 

4. 請小朋友們分別用磁鐵來感受磁力，並自己操作，看看磁鐵對那
些東西有磁力。 

5. 磁力就算是隔開一段距離也會起作用，分別用白紙隔開磁鐵，然
後讓小朋友們看看隔著白紙的兩塊磁鐵仍然可以粘在一起，證明
磁力是存在的。 

6. 總結：磁鐵的特性是對鐵的物品有磁力。 

教學反思 
 

    磁鐵是幼兒在生活中常見的物品，所以他們基本都認識，也瞭解
磁鐵的特性是可以粘住鐵的東西，但因為是初步認識磁鐵，所以老
師並沒有解釋磁鐵相斥的現象。 

 

 

 



2018/2019 

J052 

 64 

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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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二 

活動名稱 磁鐵的兩極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5.15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認識磁鐵有南極和北極； 
2. 知道相同極的磁鐵會相斥，

不同極的磁鐵會相吸； 
3. 能感受相斥和相吸。 

基本學力要求：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2 能嘗試比較自然環境中各
種現象和材料的異同； 
D-5-4 能適當並安全地使用簡單
的科學用具和常見的材料，進行
簡單的科學實驗和製作。 
 

教學分析 
 

重點：認識磁鐵的兩極並知道同極相斥，異極相吸； 
難點：能說出相斥或相吸。 

 

教學準備 
 

各種形狀的磁鐵 

 

 

 

 

教學過程 
 

1. 出示不同形狀的磁鐵，先複習磁鐵的特性，再請小朋友們觀察今
天的磁鐵跟上一節課的磁鐵有什麼不同？今天要用的磁鐵，上面
都分開了紅色跟藍色的部分，先讓小朋友們試試用相同顏色的磁
鐵碰在一起會怎麼樣？不同顏色的磁鐵碰在一起又會怎麼樣？ 

2. 讓小朋友們自己發現並說出：相同顏色的磁鐵不能粘在一起，不
同顏色的磁鐵會吸在一起。 

3. 介紹磁鐵的兩極：紅色的是北極，藍色的是南極。經過剛才的實
驗，我們都發現，相同極的磁鐵不能粘在一起，不同極的磁鐵才
會吸在一起，這也是磁鐵的特性。 

4. 地球也是一個巨大的磁鐵，簡單介紹地球的兩極。 
5. 讓小朋友們自由選擇磁鐵來感受磁鐵的相斥和相吸。 

教學反思 
 

    幼兒普遍能理解磁鐵的兩極，也能通過實驗，發現同極相斥，異
極相吸的道理，但對於地球的兩極會難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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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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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三 

活動名稱 指南針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5.22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認識指南針； 
2. 知道指南針的工作原理； 
3. 培養對科學的興趣。 

基本學力要求： 
D-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樂於
提出問題及試圖尋找答案；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4 能適當並安全地使用簡單
的科學用具和常見的材料，進行
簡單的科學實驗和製作。 
 

教學分析 
 

重點：認識指南針並知道指南針的原理； 
難點：對科學探索活動充滿興趣。 

 

教學準備 
 

指南針 

 

 

 

 

教學過程 
 

1. 故事引入：在一個狂風暴雨的海上，一艘大船迷路了，它找不到
回去的方向，怎麼辦？請小朋友們幫它想想辦法，大海上四面都
是白茫茫的水，它怎樣才能分辨方向呢？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助它
呢？引出指南針。 

2. 介紹指南針：圓圈裡分開了東南西北四個方向，中間有指針，請
小朋友們談談對指南針的瞭解，並嘗試想想指南針指針的工作跟
什麼東西相似呢？ 

3. 講述指南針的工作原理跟磁鐵一樣，紅色的指針會永遠指向南
方。 

4. 請個別小朋友拿著指南針，轉換位置和方向，觀察紅色的指針是
否每次都指向南面。 

5. 請小朋友們分組觀察指南針及其指針。 

教學反思 
 

    由於有了磁鐵的學習，幼兒都能理解指南針的工作原理。 

 

 

 

 

 



2018/2019 

J052 

 68 

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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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四 

活動名稱 磁鐵畫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5.29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對磁鐵畫產生興趣； 
2. 明白磁鐵畫是利用了磁鐵的

特性：能吸住鐵的物品； 
3. 享受磁鐵畫的創作。 

基本學力要求： 
D-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樂於
提出問題及試圖尋找答案；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4 能適當並安全地使用簡單
的科學用具和常見的材料，進行
簡單的科學實驗和製作。 

教學分析 
 

重點：明白磁鐵畫是利用了磁鐵的特性：能吸住鐵的物品； 
難點：享受磁鐵畫的創作。 

 

教學準備 
 

磁鐵畫板、膠板、小兔圖片、磁鐵、鐵粉 

 

 

 

 

教學過程 
 

1. 出示膠板，小兔和蘿蔔圖片，邊展示邊講述故事：小兔子覺得非
常餓，它想吃蘿蔔，可是蘿蔔到處移動，抓不到，小朋友們知道
為什麼蘿蔔會移來移去嗎？猜猜老師運用了什麼東西來做這個移
動的蘿蔔？引出可以利用磁鐵來製作玩具。 

2. 出示磁鐵畫板，請小朋友回憶自己玩這個玩具時的情景，猜猜磁
鐵畫板下麵是什麼？並出示磁鐵和鐵粉，讓小朋友們猜猜磁鐵畫
板的原理。 

3. 磁鐵畫板下面就是鐵粉，它的原理是利用了磁鐵能粘住鐵的物品
的特性。 

4. 請小朋友們分組進行磁鐵畫創作，並感受磁鐵的特性。 

教學反思 
 

    因為磁鐵畫板是幼兒平時經常玩的玩具，他們都很熟悉，而且在
學習了磁鐵後，他們都能說出磁鐵畫的原理，並且玩得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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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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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五 

活動名稱 會動的毛毛蟲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6.05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複習磁鐵的特性：同極相

斥，異極相吸； 
2. 能自己製作會動的毛毛蟲； 
3. 培養自己動手的能力。 

基本學力要求： 
D-4-4 積極參與科學活動，樂於
與人合作，並分享探索的說活；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
學現象。 
 

教學分析 
 

重點：複習磁鐵的特性並能自己製作會動的毛毛蟲； 
難點：自己動手，完成製作。 

 

教學準備 
 

彩紙、膠板、磁鐵 

 

 

 

 

教學過程 
 

1. 出示材料，今天我們也來做一個小玩具：會動的毛毛蟲，老師示
範如何製作毛毛蟲：先用彩紙剪幾個小圓，用固體膠把小圓粘成
毛毛蟲，再為毛毛蟲畫上眼睛和嘴巴；拿一塊膠板和兩塊磁鐵，
一塊磁鐵用雙面貼粘在毛毛蟲背面，另一磁鐵先找出能跟毛毛蟲
吸在一起的一面（異極），然後可以隔著膠板操作毛毛蟲。 

2. 請小朋友們自己製作毛毛蟲，老師巡迴指導。 
3. 協助小朋友找到兩塊磁鐵的不同面（異極）：能吸在一起就代表

是異極。 
4. 完成的小朋友自己玩會動的毛毛蟲。 
5. 總結：會動的毛毛蟲就是利用了磁鐵同極相斥，異極相吸的特

性，並且隔著膠板，磁性也不受影響。 

教學反思 
 

    因為對磁鐵很熟悉，對磁鐵的特性也很瞭解，幼兒基本很容易就
能找出會動的毛毛蟲的原理，並能自己完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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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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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八：科學家的趣事 

教學活動一 

活動名稱 牛頓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6.08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知道牛頓是一位著名的科學

家； 
2. 知道牛頓從蘋果的下落發現

了萬有引力； 
3. 培養對科學家的崇敬之情。 

基本學力要求： 
D-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樂於
提出問題及試圖尋找答案； 
D-4-5 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3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
果，並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記錄。 
 

教學分析 
 

重點：知道牛頓是發現萬有引力的科學家； 
難點：培養尊重科學，尊敬科學家的情懷。 

 

教學準備 
 

蘋果、PPT 

 

 

 

 

教學過程 
 

1. 出示牛頓的圖片，介紹牛頓：他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是一位非
常著名的科學家，解釋科學家的概念，科學家就是創造一些以前
沒有的東西，對我們的生活帶來方便的人。 

2. 出示蘋果，講述牛頓關於蘋果的小故事：有一天，牛頓在蘋果樹
下讀書，突然一個蘋果掉下來，砸到他的頭，牛頓開始思考：為
什麼蘋果會掉下來，而不是掉到天空上去呢？ 

3. 請小朋友們想想為什麼蘋果會掉到地上而不是掉到天空上呢？請
大家發表自己的想法。 

4. 學習：蘋果掉下來，掉到地上，是因為蘋果受到了地球的引力，
所以它肯定向下掉而不會飛到空中，地球對任一個物體都有引
力，這種引力成為萬有引力，是牛頓發現的。 

5. 牛頓通過蘋果的下落發現了萬有引力，這說明我們遇事只要多想
為什麼，肯定也會越來越聰明，科學家就是因為多動腦筋才能成
為科學家的。 

教學反思 
 

    幼兒在發表為什麼蘋果會掉下來時，都發表了天馬行空的猜想，
證明孩子的想像力還是很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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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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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二 

活動名稱 愛因斯坦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6.12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認識愛因斯坦是著名的科學

家； 
2. 理解愛因斯坦的小板凳這個

故事的內容； 
3. 培養尊敬科學家的情懷。 

基本學力要求： 
D-4-4 積極參與科學活動，樂於
與人合作，並分享探索的收穫；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4 能適當並安全地使用簡單
的科學用具和常見的材料，進行
簡單的科學實驗和製作。 
 

教學分析 
 

重點：理解愛因斯坦的小板凳這個故事的內容； 
難點：培養尊敬科學家的情懷。 

 

教學準備 
 

積木、PPT 

 

 

 

教學過程 
 

1. 今天我們來講述一位非常著名的科學家小時候的故事，引出科學
家愛因斯坦。 

2. 講述愛因斯坦的小板凳的故事：愛因斯坦小時候經常被老師說他
很笨，有一次，老師讓小朋友們用積木做一張小板凳，但是愛因
斯坦做了一張三隻腳的小板凳，老師批評了他，為什麼呢？ 

3. 請小朋友們也嘗試用積木來做一張小板凳。 
4. 請小朋友麼想想：三隻腳、兩隻腳、一隻腳的小板凳可以嗎？小

板凳一定要是四隻腳的嗎？為什麼？請小朋友們發表自己的看
法。 

5. 愛因斯坦是真的笨嗎？請小朋友們討論一下，並說說自己的想
法。 

6. 小板凳不一定是四隻腳的，愛因斯坦能從多方面嘗試自己的想
法，正是這種敢於創想的勇氣，讓他創立了相對論。 

7. 鼓勵小朋友們敢於有自己的想法，並為自己的想法進行實驗。 

教學反思 
 

    幼兒的思維還沒有被定型，通過這個故事，教給小朋友們多從不
同角度想問題，對於日後挑戰權威也有啟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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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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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三 

活動名稱 愛迪生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6.19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認識科學家愛迪生； 
2. 知道鏡子可以改變光線的方

向； 
3. 培養不怕失敗，堅持嘗試的

意識。 

基本學力要求：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
學現象； 
D-6-1 能察覺生活中常見的光、
熱、聲音、物體運動等科學現
象。 
 

教學分析 
 

重點：認識科學家愛迪生並知道鏡子可以改變光線的方向； 
難點：培養不怕失敗，堅持嘗試的意識。 

 

教學準備 
 

PPT、鏡子若干 

 

 

 

 

教學過程 
 

1. 出示 PPT，今天我們要講科學家愛迪生的故事。 
2. 愛迪生發明瞭燈泡，經歷了 6000 多次的失敗，他不斷總結實驗

經驗，最後終於發明瞭電燈。 
3. 講述愛迪生小時候的故事：有一天，愛迪生的媽媽生了重病，請

了醫生到家裡，醫生說，媽媽需要馬上做手術。大家馬上準備做
手術的東西，但是醫生說，光線太暗了，做手術時會看不見。這
時，小愛迪生突然想到一個方法，他讓人拿來很多鏡子，每個人
拿著鏡子，圍在手術床旁，利用鏡子把光線反射在手術床上。 

4. 出示鏡子，老師展示如何把太陽光反射到桌子上。 
5. 請小朋友們自己拿鏡子嘗試把太陽光反射到課室中間的桌子上，

並提醒小朋友們如何觀察陽光的方向和反射的方向。 
6. 總結：就算是科學家，他們在發明創造時都會經過無數次的失

敗，失敗並不可怕，只要堅持下去，總會有成功的一天。 

教學反思 
 

    幼兒對鏡子能反射光線並不陌生，但在實驗的時候，不能掌握光
線的方向，不會把陽光反射到指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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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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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四 

活動名稱 達爾文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6.26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認識達爾文及其著作《物種

起源》； 
2. 明白科學研究都是需要長期

不懈的觀察、整理和思考
的。 

3. 培養敢於質疑權威的勇氣。 

基本學力要求：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3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
果，並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記錄； 
 

教學分析 
 

重點：認識達爾文及其著作《物種起源》； 
難點：明白科學研究都是需要長期不懈的觀察、整理和思考的。 

 

教學準備 
 

PPT 

 

 

 

教學過程 
 

1. 提問小朋友：很久很久以前的人是什麼樣子的？讓小朋友們說說
自己的看法，引出人是從類人猿進化而來的，也引出今天的科學
家：達爾文。 

2. 達爾文沒有發明創造了什麼東西，但是他寫了一本非常著名的書
《物種起源》，在這本書裡，他的學說顛覆了當時人們的認知，
引起了很大的思想變革。 

3. 觀看視頻，瞭解類人猿，講述類人猿進化的過程。 
4. 觀看視頻《達爾文》，瞭解達爾文創作的過程，達爾文經過了五

年，走遍很多地方，觀察了很多物種，記錄了很多資料，經過後
來的整理、分析、總結、思考，最後終於寫成了《物種起源》一
書。 

5. 總結：達爾文當時的社會都信奉上帝造人的學說，但達爾文敢於
挑戰權威，通過自己大量的實際的觀察，客觀地提出自己的學
說，這在當時是非常大膽的，這份勇氣也是科學家必須具備的。 

教學反思 
 

    在幼兒的認知裡，他們對類人猿並不陌生，但對進化的過程就難
以理解，畢竟是非常漫長的時間，才能進化成今天人類的樣子，但
是在理解敢於挑戰權威時，就不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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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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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五 

活動名稱 貝爾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7.03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認識貝爾及其發明：電話； 
2. 知道早期的發明都是為瞭解

決生活所需的。 
3. 培養多觀察，多動腦的能

力。 

基本學力要求： 
D-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樂於
提出問題及試圖尋找答案；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3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
果，並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記錄。 
 

教學分析 
 

重點：認識貝爾及其發明：電話； 
難點：知道早期的發明都是為解決生活所需的。 

 

教學準備 
 

電話、PPT 

 

 

 

 

教學過程 
 

1. 出示 PPT，今天我們要講科學家貝爾的故事：在沒有電話前，人
們要互通消息時，要請一個人從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把口訊
講給別人聽，這樣做有什麼不方便呢？如果要去很遠很遠的地方
傳消息，那怎們辦呢？請小朋友們談談自己的看法。 

2. 貝爾因為看見這種不方便，於是苦思冥想，試驗了無數次，終於
發明瞭電話。 

3. 介紹電話機的構成：話筒、電話線、電話座。但隨著科學技術的
發展，現在的電話機已慢慢被手機替代。 

4. 觀看視頻《貝爾》，看看早期的電話機，說說跟我們現在的電話
機有什麼不同？ 

5. 總結：科學家都是從生活中的需要開始，以前的科學家都是為解
決生活中的需要而發明創造的，因而我們要多觀察，嘗試找出可
以改善生活的方法，就是發明創造了。 

教學反思 
 

    因為做過紙杯電話的手工，因此幼兒對於電話的工作原理還是很
容易理解的，只是對於以前電話機的撥號方式很好奇，但這樣的電
話機已不多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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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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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六 

活動名稱 魯班 學習領域 科學 主題 
K2：玩轉科
學，快樂探索 

年齡 4-5 歲 年級 K2 日期 2019.07.10  

教學目標 
 

活動目標： 
1. 認識魯班及其發明鋸子； 
2. 知道魯班是受葉子邊沿的鋸

齒的啟發而發明鋸子的； 
3. 知道大自然可以給予我們啟

發去發明新東西。 

基本學力要求： 
D-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樂於
提出問題及試圖尋找答案；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
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
表個人看法； 
D-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
學現象。 
 

教學分析 
 

重點：認識魯班及其發明鋸子； 
難點：知道魯班是受葉子邊沿的鋸齒的啟發而發明鋸子的。 

 

教學準備 
 

葉子、鋸子、積木、PPT 

 

 

 

 

教學過程 
 

1. 出示 PPT，介紹魯班：魯班是我國古代的一名木匠，他的手藝非
常出色，能建造出非常牢固的木房子。有一天，他要去尋找珍貴
的木材，在爬上山坡時，突然手指被東西割了，他低頭一看，手
指有一條口子，還流著血，他看看周圍只有草，是什麼東西割到
手指呢？請小朋友們猜猜。 

2. 出示幾種葉子，請幼兒用手指摸摸葉子的邊沿，感受不同的葉
子，它的邊沿有什麼不同？ 

3. 出示竹葉，讓小朋友們感受邊沿的鋸齒。 
4. 魯班也是被類似竹葉這種邊沿有鋸齒的草割到了手指，因為草邊

沿的鋸齒啟發了魯班，他發明瞭鋸子，以後砍樹就方便多了。 
5. 觀看視頻《魯班》，瞭解魯班發明鋸子的故事，知道魯班其他的

發明。 
6. 出示鋸子，感受鋸子的鋸齒，展示鋸子怎樣鋸積木，提醒小朋友

們注意安全。 
7. 總結：大自然中的動植物，只要我們用心觀察都可以啟發我們發

明創造。 

教學反思 
 

    在感受葉子邊沿的鋸齒時，部分幼兒顯得害怕，擔心也會像魯班
那樣割到手指，在老師的鼓勵下才能嘗試，老師也趁機鼓勵幼兒，
大膽嘗試也是科學家的特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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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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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一）試教評估 

一．小實驗簡單有趣，符合幼兒的學習特性。 

 

    做科學實驗，就好像變魔術，玩遊戲，而幼兒階段的學習，注重玩中

學，習得而來的知識往往比學得的知識掌握得牢固。本課程選取的小實驗對幼

兒來說，就好像一場場的魔術表演，幼兒興趣盎然，非常專注，也急不可待地

猜測實驗結果，當實驗結果跟自己的猜測相符時，幼兒都獲得很大的成功感，

而當實驗結果並不如猜測，他們的求知慾也往往大大增強。在一次又一次猜想

─驗證的遊戲中，幼兒玩得不亦樂乎，他們的認知能力也悄悄地提高了。 

 

二．科學小實驗蘊含的科學道理都跟生活息息相關。 

 

    生活中許多複雜的問題都可以通過簡單的科學原理去求解，許多高新技

術都可以用簡單的原理去解析。雖然幼兒的生活經驗不夠豐富，但是在學習了

相關的科學原理後，大部分幼兒都能舉出跟該原理有關的生活實例。如：在做

完熱空氣的實驗時，幼兒能馬上提出熱氣球就是利用了熱空氣的原理；而在講

到光，有顏色的玻璃紙只能讓相同顏色的光通過時，幼兒也能馬上聯想到太陽

鏡；而在提到牛頓被蘋果砸到了頭，幼兒也能提到是跟重力有關┄┄幼兒在學

習了這些科學原理後，在日常學習中，對老師提出的問題，也開始從科學的角

度去思考問題了。 

 

三．引起了幼兒對科學的興趣，幼兒各方面的能力突飛猛進。 

 

（1）幼兒的語言能力明顯提高。 

    因為每次實驗前，老師都讓幼兒發表自己的猜測和看法，幼兒都能爭先

恐後地發言，而且語言的組織也嚴密了，能連續說一段話，能使用：因為┄所

以┄，我覺得┄，可能┄，是┄的緣故，┄┄。而最主要的是幼兒不懼怕發

言，也不擔心會說錯被人嘲笑，能在課堂上暢所欲言。 

 

（2）動手能力大大提高。 

操作實驗是幼兒每堂課最大的期待，他們能專注地聆聽老師的步驟講解，

牢記注意事項，然後自己動手操作，非常投入，而在運用一些用具如：凹凸

鏡、釘子、鏡子┄┄時，他們也會互相提醒，小心翼翼地操作。 

 

（3）知識面拓寬，觀察力細緻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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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本課程的進行，幼兒的知識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拓寬，他們知道了體檢

中的體重是測量每個人重力的大小；老師每次使用凸透鏡，幼兒都會提醒老

師，小心著火；也能輕易指出哪個物品會被磁鐵吸住；哪個物品能浮在水面上

┄┄這些知識就在一次一次的操作實驗中不知不覺地習得了。而在玩找不同的

遊戲中，幼兒也能很快找出答案，這得益於每次實驗細緻入微的觀察，讓幼兒

在潛移默化中學會比較、學會找出答案。 

 

（4）幼兒的耐心與合作能力也有所提高。 

每次的實驗，都是先觀察、聆聽要求，再自己動手，這大大培養了幼兒的

耐心，而部分實驗由於材料的限制，不能每人一份，幼兒學會了輪候與合作，

也學會了禮讓，這是本課程意外的收穫。 

 

（5） 創新能力得到培養。 

每次的實驗，老師都強調：科學家的偉大正在於他們發明了以前沒有的

東西，是創新思維的結果。老師鼓勵幼兒天馬行空的想像，肯定幼兒的每一個

想法，這在幼兒的繪畫中有很好的體現：幼兒會畫古靈精怪的怪獸、會飛的汽

車、一隻腳的小板凳、聲音的傳播路線┄┄老師鼓勵幼兒畫出跟日常生活中不

一樣的東西，也表揚不同的想法，這讓幼兒樂此不彼地努力想出與別人不同的

東西，很好地啓蒙了他們的創造性思維。 

 

（6） 抗壓能力也提高了。 

每次實驗都有一部分的幼兒沒能成功，幼兒從最開始的不開心都後來的

坦然接受，重新實驗，不知不覺中他們接受失敗的能力也提高了，而科學家無

數次的實驗才能發明一樣東西，這讓幼兒明白失敗失誤並不可怕，這是生活中

必然存在的，只要我們堅持實驗，找出失敗的原因，終有一天會成功的。受挫

抗壓的訓練也是幼兒必不可少的。 

 

四．拉近了科學家與幼兒的距離，消除了科學的神秘感。 

 

以前，幼兒對科學家的認識並不深，有很大的陌生感，但是在學習了科學

家的趣事後，幼兒明白了科學家也是普通人：愛迪生因為做出了三隻腳的小板

凳被老師認為很笨；達爾文也是經過了五年走遍很多地方，一絲不苟地觀察、

記錄、思考才能寫出《物種起源》；牛頓因為蘋果砸到頭上這件小事發現了萬

有引力┄┄科學並不深奧，科學家並不神秘，只要我們多觀察、多思考、不怕

失敗，持續不懈地努力，我們也會成為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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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思建議 

一．部分科學小實驗的選取不夠精準，道理的理解對幼兒來說有一定的難

度。 

 

科學實驗存在不確定性，部分實驗的結果並不明顯，這影響了幼兒的判

斷。如在彩虹這一教學活動中，幼兒把彩虹塗好顏色後，用不同顏色的玻璃紙

蓋住彩虹去觀察，不同顏色的部分都能看見而不是實驗前的設想：只有跟玻璃

紙相同顏色的部分能看見，這大大影響了幼兒對這一原理的理解。而部分實驗

的原理太抽象，幼兒也不好理解：如看見聲音這一教學活動中，幼兒能清楚看

見保鮮膜上的麵粉因為鈴鼓的巨大聲音而顫動，但在解釋麵粉的顫動是因為鈴

鼓的聲波使麵粉周圍的空氣振動，因而引起麵粉的顫動，這幼兒還是理解不

了。 

 

二．因部分材料對幼兒存在安全問題，因而不是所有的實驗都可以讓幼兒

獨立操作。 

 

部分的實驗或製作，因為材料的安全問題需要老師的協助：如在製作小風

車時，需要用大頭釘把風車固定在吸管上，需要老師幫每一個幼兒完成，以確

保幼兒不會被大頭釘刺破手指；而在鋸子的使用上，也僅僅讓幼兒觀察老師如

何使用，不能讓幼兒自己體驗；在凸透鏡聚焦陽光時，老師也需要小心翼翼地

關注每個幼兒的操作，以防意外┄┄這些都大大限制了幼兒的自由探索。 

 

三．幼兒對科學家的趣事非常感興趣，但是只選取六個科學家顯然不足

夠。 

 

科學家的趣事能拉近科學家與幼兒的距離，僅僅六位科學家的故事遠遠不

能滿足幼兒的需要，應該在每主題都選取該主題該領域著名的科學家的故事，

這會讓幼兒更好地理解該主題的內容，也會學到更多科學家的特質。 

 

四．在運用學到的科學道理方面，應該更多地列舉出生活中相同科學原理

的應用。 

 

幼兒的學習最後都要回歸生活，因為學習是為了解決生活中的問題，科學

尤其如是。每個科學發明都是生活的需要，因而在每一堂科學活動後，如果能

留幾分鐘跟幼兒談談這一科學原理在生活中還有什麼應用，這會讓幼兒更好地

理解科學原理，也會對科學如何改變生活有更好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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