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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科学：“空”中玩宝 
赵书一 

（江苏省启东市和睦幼儿园） 

科学探究是引领儿童进入到科学世界，感受了科学魅力的主要

途径，大班幼儿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动手能力，具备基本的科学探究

思维，因此教师可以适当地组织科学活动，帮助幼儿接触科学知识，

进一步掌握生活现象背后的本质。“空”中玩宝的科学学习活动开

展，其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科学原理，从科

学探究活动中体会到合作学习、实验探究的乐趣，进而获得科学素

养的发展。 

【简案】 

活动目标： 

1.在操作中发现磁铁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 

2.能主动参与小磁人游戏，并巩固对该原理的认识。 

3.体验合作游戏的快乐，享受科学探究的乐趣。 

活动准备： 

教具准备:磁环玩具一份、自制大爱心服一件、爱心磁铁 2 块、

自制磁性原理和游戏闯关 PPT 课件。 

学具准备:磁环玩具人手一份、自制小爱心服人手一件、人手两

块爱心大磁环、红蓝颜色标记人手一份。 

活动重难点：学习运动磁铁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原理，准确

贴标记和进行“小磁人”游戏。 

活动过程： 

一玩：磁环小玩具 

1.出示磁铁玩具，激发幼儿的探索兴趣。 

2. 幼儿自由玩磁环。 

3.介绍自己的玩法。 

二玩：磁环贴标记 

1.按指示玩磁环： 

任务一：把磁环在主轴上全都悬浮起来。 

任务二：把磁环在主轴上全都吸合起来。 

任务三：把磁环在主轴上两个两个悬浮起来。 

2.抛出问题：为什么有时磁环会吸合在一起，有时会悬浮起来

呢？ 

发现磁铁原理：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3.为磁环颜色标记： 

（1）找出有红蓝颜色标记的磁环，玩一玩。 

（2）给大磁环贴颜色标记。 

三玩：小磁人游戏 

介绍游戏规则。 

第一关：面对面两两吸在一起。 

第二关：背靠背两两吸在一起。 

第三关：站一排全部吸在一起（不准翻磁铁）。 

第四关：围成一个圆全部吸在一起。 

四、结束活动 

闯关成功，跟着老师去领奖品。 

【详案】 

活动目标： 

1.在操作中发现磁铁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 

2.能主动参与小磁人游戏，并巩固对该原理的认识。 

3.体验合作游戏的快乐，享受科学探究的乐趣。 

活动准备： 

教具准备:磁环玩具一份、自制大爱心服一件、爱心磁铁 2 块、

自制磁性原理和游戏闯关 PPT 课件。 

学具准备:磁环玩具人手一份、自制小爱心服人手一件、人手两

块爱心大磁环、红蓝颜色标记人手一份。 

 
（吸合）（悬空）   （爱心大磁环）       （爱心装备） 

活动重难点：学习运动磁铁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原理，准确

贴标记和进行“小磁人”游戏。 

活动过程： 

一玩：磁环小玩具 

1.出示操作材料，让幼儿发现磁铁，激发幼儿的探索兴趣。 

师：小朋友们，看这是什么？ 

幼：玩具，圆片... 

师：（通过放在黑板上一吸的动作） 

幼：这是磁铁。 

师：老师这儿有很多磁环，你们拿去玩吧！ 

师：我发现你们玩出了许多有趣的玩法，谁来介绍一下？ 

(个别幼儿介绍自己的磁环玩法) 

二玩：磁环贴标记 

1.提出任务一： 

师：请你们把磁环一块一块悬浮起来。 

（纠错：把错的翻转） 

 
1.提出任务二： 

师：接下来，请你们把磁环全都吸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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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出任务三： 

师：最后请你们把磁环两个两个悬浮起来。 

 
3.抛出问题： 

师：为什么有时磁环会吸合在一起，有时会悬浮起来呢？ 

师：因为我们的磁环有两个不同的面。（出示贴好红蓝颜色标

记的磁环） 

师：请你们找出和我手里一样，有红蓝颜色标记的磁环，现在

我们就来玩一玩这两块磁环，看看有什么发现?引导幼儿纠错：发现

颜色不同的面会出现异性相吸、相同颜色的面会出现同性相斥。 

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出示 PPT 图片，通过幼儿发现的秘密揭示

磁铁原理。 

（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师：我这里有颜色标记的小磁环和没有颜色标记的大磁环，请

你们给这块大磁环也贴上颜色标记，你们可以用这个贴好的小磁环

去试一试，看看应该怎么贴？ 

师：现在我来检验一下，检验合格的才能用这块磁铁做游戏。

（如果有小朋友贴正确，请他一起检验。） 

三玩：小磁人游戏 

（此游戏旨在玩中巩固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磁性原理。） 

师：我们来玩一个“小磁人”的游戏，把你们的磁环放进爱心

服透明口袋里，再把你们的装备穿起来。 

师：听好游戏规则，你们现在都是小磁人，身上有两块磁铁，

当两个小磁人吸在一起，你们才是好朋友。 

观看 PPT 上第一关 

师：好，小磁铁闯关啦，来看第一关，两个小磁人是怎么站的？

音乐停，第一关就结束了哦！ 

 
观看 PPT 上第二关 

师：恭喜你们第一关闯关成功！来看第二关，两个小磁人是怎

么站的？音乐停，第二关就结束了哦！ 

 
观看 PPT 上第三关 

师：真棒，请看第三关，看这些小磁人是站在...？现在也请你

们站成一排。 

 
听好指令闯第四关 

师：你们实在是太厉害了，现在就剩最后一关了，请你们围成

一个圆圈，全部吸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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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活动 

师：恭喜你们闯关成功！现在我们一起去领奖品吧！ 

(师幼相互吸着开火车走出活动室) 

【说课】 

玩转磁环 乐探奥秘 

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说过：“儿童是天生的科学家。”是

的，每个孩子都生来具有一颗好奇之心，我们要做的便是保护好孩

子的求知欲，培养孩子的探索创新能力。玩是孩子的天性，更是儿

童的生命。结合科学的魔力，孩子们能在玩中不断激发其探索、思

考的欲望。本次活动我从三次玩磁环出发，层层深入设计教学内容，

把孩子带入了一个无比奇妙的“磁环乐园”。 

一、以玩激趣，初试磁环的玩法 

我们常说，生活处处有科学，而“玩”则是儿童生活不可缺少

的部分。同样，在孩子们的“玩”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内涵。如

果能善于挖掘孩子们玩中的科学内涵，并巧妙利用孩子们爱玩的心

理，引导他们在“玩”中探索和学习科学，我们的科学启蒙教育就

会呈现出一个良好的状态。 

为了营造神秘感，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我课前搜索网购了一

种孩子从未见过的磁铁新玩具。上课时，我直接拿出磁环：“小朋

友，你们看这是什么呀？”当我把它往黑板上一吸，“磁铁！”几个

玩过磁铁的孩子迫不及待地叫起来，唤起了孩子对磁铁的已有经

验。然后我让他们自己去玩一玩这个小磁环。最后我请他们分享有

趣的玩法，于是孩子们你一句我一句地介绍自己的玩法，如“能一

个追着一个跑、能隔着东西吸、能像弹簧一样……”等，出现了多

种玩法。 

二、玩中有思，探究磁环的奥秘 

“探究”之所以“探”字当头，是因为其结果具有难以预测性。

因为不知道结果到底会怎么样，所以才要“探”。而探究式教学中

的汇报环节,不仅是孩子展示探究成果的过程 ，同时也是反映孩子

实验中出现一些不可预料的问题的环节。很多老师容易在这个环节

跟着孩子的差错而犯教学上的错误。比如，当孩子探索的结论出现

差错时，老师总是急于指正，甚至表现出一种权威来迫使孩子们接

受所谓正确的结论。其实，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孩子出错是非常

重要和难得的教育契机，教师多次抓住纠错理念，引导还发现“错

在哪里？”从而自主纠错巩固正确的概念。在第二个环节贴红蓝颜

色标记的过程中，当孩子出现意外的差错时，我带领着他们一起去

检查、反思再尝试着重新粘贴，直至检验正确。我们应该切记：科

学不相信权威，只尊重事实。教师学会退一步，把探究纠错的机会

让给孩子，这样才能培养孩子勇于探索、寻求真理、体验成功的科

学精神。 

三、玩出创新，体验磁铁的乐趣 

探究是思考着玩，玩让孩子们的生活充满童趣，玩也为科学启

蒙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引导学生在玩中增加一点思考，

玩又何尝不是一种科学探究的方式？ 

在第三个环节，结合孩子探索到的磁铁“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的性质，我带着他们一起玩“小磁人”的闯关游戏。让孩子前后“背”

着磁铁玩“贴人”游戏，因融入了科学的元素，孩子的游戏更有意

义，也更富有挑战。第一关：面对面吸住，第二关：背靠背吸住，

第三关：站一排吸住和最后一关：围成圆吸住中。孩子们在玩中有

思，思后再玩。当发现“障碍”时，不时有孩子自主地翻转磁铁，

在游戏中很好地巩固了“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知识点，玩耍中

很好地运动到了这一科学概念。玩前、玩后启发他们多进行一些思

考，让平时那些随意的“玩玩而已”，变成有目的、讲方法、有思

考地玩，引导他们学会边思考边玩——在玩中思考，在思考中尝试，

在尝试中改进、发现和创新。让小朋友不仅能享受到游戏给他们带

来的快乐，也在“动”中提高了幼儿的思维能力、科探能力，让每

一位小朋友都能在磁铁摆弄中和小磁人游戏中做个科学小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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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依然是“乖”的，理应得到和小朋友一样的奖励。幼儿对于“乖”

的阐释，不正是班级公约的雏形吗？抓住了这个契机，笔者鼓励幼

儿进一步深入思考，通过更具体的行为来完善“乖”的范畴。“刚

才文文说他吃饭乖，你们吃饭乖吗？”幼儿纷纷回答“乖的”。“你

们做了什么事情，觉得自己吃饭很乖。”笔者追问。“我吃饭很快的。”

“嗯，吃得快是乖。”“我先洗洗小手再吃饭的，没有细菌。”“对呀，

饭前便后要洗手，你有好习惯，真乖”；“我吃饭饭的时候不说话”

“你说得真好，吃饭饭的时候要保持安静；”“老师，我不挑食的，

我饭饭菜菜都喜欢吃。”你真是个不挑食的乖孩子。“老师老师，我

也乖的，我吃饭饭很干净”“是的，你能保持桌子和衣服都干干净

净，好乖，”……孩子们纷纷举起了自己的小手，迫切地表达着自

己最“乖”的一面。他们倾听同伴的分享，然后寻找更多不同的角

度来证明自己也很乖。简单一句“我吃饭很乖”在他们不断深入的

思考过程中，变得具体、生动起来。《3-6 岁发展指南》中指出幼儿

需要走上日常化的深度学习之路。孩子们已经适应了舞台的节奏，

带来了精彩的演出。 

总结： 

幼儿的学习生活才刚刚开始，还有无数未知在前方等待。幼儿

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每一次提问、每一

次思考、每一次突破，似乎都是独立存在的部分，并没有太多的联

系，但是随着课程游戏化的不断深入，不远的将来，当他们将这些

点线有机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面的时候，就会呈现出他们作为课程

主体的风采。成长这个舞台，小新星们未来可期。 

参考文献： 

[1]冯晓霞.幼儿园课程[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3）:12-13. 

[2]朱家雄.俗话幼儿园课程(二)[J].幼儿教育,2011，(34)：

4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