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实践报告(精
选7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
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班科学活动教案篇一

2、孩子自个儿动手探究，幼儿教师巡视来回指导予以准确的
协助、

3、深入体会

请孩子述说动手操作方式并演示，启发孩子观测和察看与体
会这一些物品是怎么样教学的?(手电筒左右挪动时，影子也
左右挪动，手电筒上下挪动时，影子也上下挪动)

小班科学活动教案篇二

各校要高度重视小学生科技节活动，通过各种形成进行宣传
发动。努力营造小学科技教育的浓厚氛围，掀起小学科技教
育活动的高潮，确保活动落到实处。围绕“探索、创新”的
主题，发动广大师生主动参与，扎实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二）组织实施阶段

在前期广泛宣传发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好暑假时间，做好
活动部署安排，积极组织和引导广大小学生扎实开展科技节
系列活动。

1、科普知识宣传教育和竞赛活动



要通过办黑板报、科技画廊、科普知识讲座和向学生推荐科
普书籍等形式宣传科普知识，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人类社会
科学发展史和古今中外科学家的有关知识，了解科学技术对
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了解科技进步与教育发展
的关系，激发学生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
培养学生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要在广泛开展科普知
识宣传教育的基础上，组织各种形式的科普知识竞赛活动。
竞赛内容包括：科学发展史（古代、近代、现代科技）、古
今中外科学家的知识和各年级教科书中的知识。中心校届时
将组织“小学生科普知识竞赛”。

2、小学生创造活动。

主要包括四类：

（1）发明创造类：指小学生运用有关的科学理论知识做出的
新颖独特、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即通常人们所说
的“小发明”、“小创造”、“小制作”。

（2）创意设计类：指小学生因原材料、工艺等限制未能做出
发明创造的实物，但根据科学原理和发明创造方法完成的创
新设计。

（3）科学幻想画类：指小学生着眼于新世纪人类生产、生活
因科技的发展可能呈现的巨大变化，通过科学幻想，绘出未
来科技、生活的美丽画卷。作品要求：作品可用油画、国画、
水彩画、水粉画、铅笔画、蜡笔画、版画、粘贴画等绘画技
巧、风格及使用不同材料表现（不包括非画类的其它美术品
与工艺品）；作品规格一律为400mm×600mm，横竖均可；
要求装镜框或装裱，便于现场展示。

（4）科学论文类：指小学生源于科技活动撰写的科学成果论
文。如：实验报告、考察报告、观察（观测）报告、调查报
告、研究报告等。



3、小学生电脑制作活动

主要包括五类：

（1）电脑绘画：运用各种绘画软件或图形、图象处理软件制
作完成的绘画作品，包括主题性单幅画或表达统一主题的组
画、连环画，或者是针对一定目的和用途制作的`计算机辅助
设计美术作品。单纯的摄影画面不属于此项作品范围。

（2）电脑动画：运用各类动画软件，通过角色（鼓励原创角
色）绘制、音效处理与动画制作，完成的二维或三维的电脑
动画作品。作品可以是表现一定故事情节的动画小品，也可
以是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动画节目。作品容量应不大于20mb
（非压缩文件）。基于数码录像方式制作的写实画面不属于此
项作品范围。

（3）电子报刊：运用各类文字、动画、图形、图象处理软件，
创作的电子报或电子刊物。电子报应该有（真实或虚拟的）
报名、刊号、出版单位或出版人、出版日期、版面数（最少
在4个版面以上）、导读栏等报纸类刊物所包含的要素。在导
读栏中应设置超级连接。电子刊物应有刊物封面、封底、目
录页、（真实或虚拟的）刊名、刊号、主办单位、主编和编
委、出版日期等刊物所包含的要素。除封面和封底外应有4页
以上正文页，在目录页应设置超级链接。

（4）网页：使用语言或网页制作工具编制的阐述某个主题或
传递某类信息的作品。作品容量应不大于50mb（非压缩文
件）。

以上各类作品制作，要求小学生独立进行创意、设计并自己
动手实现创作，指导老师可以给予指导，但不能直接参加制
作。

4、开展读书活动



要充分利用暑假期间组织引导学生开展以“读名著、颂名诗、
看名片、学名人”为主要内容的校园读书活动，以强化培养
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科学态度，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和逻辑能
力，完善学生的思维方式，同时在学习中开阔视野，掌握科
学知识。各校自行组织，并将组织情况书面报告中心校。

小班科学活动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使用玩沙工具装沙游戏。

2.用不同工具装沙子。

3.感知沙子的特性。

4.能积极地与同伴交流自己的发现，激发进一步探索事物变
化的愿望。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活动准备：

玩沙桶若干，玩沙工具(铲子、勺子)，律动音乐。

活动过程：

一、导入

出示小桶，装满沙子。

装沙注意事项：不要把沙子弄到小朋友身上;不要用手揉眼睛。

二、探索活动



1.认识工具。

观察幼儿工具使用情况，适时指导。

2.相互交流。

请幼儿坐下来，请装满的孩子说说用什么装的，再请没装满
的孩子说说用的什么，比较两种工具的大小。

3.选择合适的工具再次装沙。

三、创造活动

师幼一起律动，边做动作边说：“桶宝宝，吃饱饱，高高兴
兴蹦又跳。”

小班科学活动教案篇四

该园教师在提交报告中提到：园内教师通过观察、询问和引
发幼儿提出问题进行讨论来了解幼儿需求和兴趣。在经过与
幼儿讨论探究某种内容后，教师和幼儿一起设计，准备所需
要材料。通过让幼儿自己来选择材料和决定用材料干什么，
有利于幼儿运用原有经验澄清自己想法，按照自己想法和方
式解决问题。

幼儿科学素养建立不仅要在培养幼儿健康生活习惯，更重要
是让幼儿具备科学态度和价值观，能够分辨和判断对自己有
益事物，并能够做到对异事物保持一定警惕与戒备，至少能
够达到保护自己目。

科学态度培养是建立在全面化教育升级上，将无用认知性知
识内容减少，将实用，与幼儿息息相关或者是幼儿即将迎接
未来生活所必须具备能量储备应该第一时间传递给幼儿。



小班科学活动教案篇五

一、目标:

1、引起幼儿对落体现象的兴趣，激发幼儿的探索欲望。

2、初步尝试记录。

二、准备：

1、已玩过落体游戏。

2、羽毛、塑料积木、纸条、树叶、自制降落伞若干。

3、五张记录表。

三、过程：

1、出示准备好的材料，引起幼儿兴趣。

2、摆弄落体进行感性探索。

(1)、请幼儿选择一样物体玩一玩，观察这个物体落下来的情
景。

(2)、进行讨论。请个别幼儿描述自己所玩的物体落下来的样
子，并用动作表示。

3、落体的方法记录。

(1)、请一位幼儿选择一样物体，先观察它落下来的样子，再
尝试用画画的方法记录。

(2)、让幼儿自己玩玩、试试其余物体，观察不同物体下落时
的有趣观象，并尝试用画画的方法记录。



(3)、逐一出示记录表，请个别幼儿说说自己记录的样子是怎
样的。

3、集体交流。

四、延伸活动：

玩一些落体游戏，如“托气球游戏”“吹鸡毛游戏”等，启
发幼儿观察落体运动现象，并想办法吹起下落的鸡毛，托起
下落的气球。

小班科学活动教案篇六

互动问题：“请介绍一下你为哪个活动区物品设计了标识？
我们应该怎样识别与使用呢？”

该活动设计主旨就是帮组幼儿掌握解决问题策略，但是从该
活动设计整体来看，其设计过于以认知为目，让幼儿按照一
定规律对活动区进行整理。缺乏对活动区整理多方式多途径
探索，在策略选用上略显单一。

活动后急于制作标识，而在整理意义上以及整理策略应用上
以及对探索过程重视程度不够，不能够更好凸显本节活动课
主旨。且，授课内容稍显陈旧缺乏新意。

小班科学活动教案篇七

1、继续了解水果的外形特征和果味特点，知道水果含有丰富
的维生素。

2、尝试按不同标准进行水果分类，能大胆说出自己的分类理
由。

有重点地感知几种水果，注意与小班经验的衔接。



也可以以任务的形式让幼儿带水果，如带红色、壳是硬的水果
（荔枝）；弯的、果肉是白的（香蕉）等。有利于幼儿更好
理解水果的特征，帮助他们对水果进行分类。

幼儿可以自己制作水果拼盘、水果色拉，在操作过程中感受
不同水果的特点。

小班科学活动教案篇八

1、知道一些水生的名称及其生活习性。

2、知道要保护水的清洁环境。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充分体验“科学就在身边”，产生在生活中发现、探索和
交流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