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科学领域的研讨活动方案
幼儿园科学领域活动方案(通用5篇)

为了确保事情或工作有序有效开展，通常需要提前准备好一
份方案，方案属于计划类文书的一种。方案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方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方案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幼儿园科学领域的研讨活动方案篇一

物体的上抛、下落现象是幼儿在日常生活活动中经常遇见的，
如何引导幼儿运用已有的经验去探索问题，我选择和设计
了“物体的上抛、下落”活动让幼儿通过操作、观察、分析、
探索主动获得物体上抛、下落的经验。在制作玩具的同时，
为了让不同水平幼儿都在各自基础上获得发展，我为幼儿提
供了难易不同的操作材料，让幼儿自己动手动脑自制玩具，
获得成功的喜悦。

1.感知不同质量的物体上抛、下落的不同现象，培养幼儿探
索精神。

2.激发幼儿自制玩具的兴趣，培养动手、动脑能力和克服困
难的精神，体验成功的喜悦。

1.塑料袋、沙包、纸张、夹子若干

2.难度不同的半成品材料，降落伞范样

一、操作、探索

1.探索塑料袋与沙包上抛的不同现象

2.让孩子运用已有的经验说出易抛与不易抛的物体



3.探索纸与夹子上抛不同现象

4.探索纸与夹子从同样高度下落的'不同现象

5.探索怎样使纸能快一点落下的方法

6.留下余兴：让幼儿思考用什么办法能使夹子下落的速度慢
一些

二、幼儿自制玩具

1.讨论：怎样能使夹子下落的速度减漫

2.鼓励幼儿通过观察探索自己制作玩具

3.幼儿制作玩具，教师个别指导

三、玩玩具，体验成功的喜悦

1、第一个环节没有让幼儿充分体验物体都是下落的，示范的
时候关于如何抛和最终结果这两个指令不明确。这个环节只
作为初步感知，不应该占活动的大部分时间。

2、第二个环节比较时，应让幼儿在五中材料中随意选择两者
进行比较，如果五种比较则很难有明确结果，也浪费时间。
在幼儿操作之前我引导幼儿应该在同一高度松手来比较，但
是幼儿实际操作过程中并没有都这么做，有的根本没有两两
比较就凭感觉写结果，幼儿较乱，应该让幼儿上来分享他是
怎么比较的，也可以让幼儿将下落的过程画下来。

3、材料选择：用纸来做实验每次都受空气阻力会导致速度不
同，而且形状不固定。应选用重量相同形状不同、形状相同
重量不同的材料来比较，这样更加能控制变量，要先从幼儿
最易认同的经验来探究。材料投放的时候应随着环节的递进
一步步投放，不应所有的都放好。



4、科学活动目标应该是让幼儿学会怎样探究，而结果并不是
很重要。

5、第三环节应该让幼儿操作之后再得出结论，挑战幼儿原有
经验。

幼儿园科学领域的研讨活动方案篇二

1、理解故事，了解各种热乎乎的事物。

2、结合生活经验，探索日常生活中各种热乎乎的事物。

3、参与猜测和讲述自己了解各种热乎乎的东西。

【教案准备】

1、小熊、小狗、小麻雀、老狼、小公鸡玩具或图片。

2、大树、小屋、石头桌面道具或图片背景。

【教案过程】

1、出示教具讲故事，引出主题。

教师：夏天的天气真热，森林里的小动物们聚在大树下乘凉，
聊天，它们在聊什么呢?出示道具或背景图片，然后边讲述故
事边操作。

教师：动物在聊什么?它们说什么东西是最热的，为什么?根
据幼儿的讲述，再次操作图片，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教师：世界上最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2、启发幼儿探索各种热乎乎的东西。



教师：除了小动物说的`热乎乎的东西外，你在家里、在幼儿
园、在你去过的地方，你还知道哪些东西是热乎乎的?带领幼
儿到户外，让幼儿抬头看一看太阳，感知太阳的热的光芒。
引导幼儿到阳光照射的地方，摸一摸，在火辣辣阳光下热乎
乎的东西。例如：热乎乎的滑梯、玻璃、墙壁等。鼓励幼儿
说一说，在夏天阳光照射下火辣辣的感受。

幼儿园科学领域的研讨活动方案篇三

1、认识红、黄、蓝三原色，知道红、黄、蓝两两混合分别变
成橙色、紫色和绿色。

2、探究红、黄、蓝三种颜色两两混合的变化，并尝试实验。

3、喜欢探究颜色的变化，感受探究颜色奥秘的乐趣。

兔子图片、染缸图片、颜料、瓶子、宣纸、盘子

一、开始部分

1、故事《会变色的兔子》

小兔妈妈有三个孩子，一个叫小红、一个叫小黄，还有一个
叫小蓝，这三个孩子都非常淘气，有一天，他们和妈妈一起
去熊猫大叔的染坊里去玩，小红不小心摔倒了黄色的染缸里
去了，当他爬出来的时候，兔妈妈问小红，“你是谁
呀”，“我是小红呀”小红说，可是妈妈不相信，小黄摔倒
了蓝色的染缸里去了，当他爬出来的时候，妈妈问“你是谁
呀”“我是小黄呀”，可是妈妈不相信，小蓝掉在红色的染
缸里去了，当他爬出来的时候，妈妈问“你是谁呀”小蓝着
急的说“我是小蓝呀”，可是妈妈也不相信。

2、教师提问：为什么妈妈认不出小红、小黄和小蓝了呢?让
我们做一个小实验吧!



二：基本部分

1、小实验：颜色变变变

给幼儿提供红、黄、蓝三种颜料瓶，让幼儿进行实验

红色颜料和黄色颜料混合，有变化吗?(橙色)

黄色颜料和蓝色颜料混合，有变化吗?(绿色)

蓝色颜料和红色颜料混合，有变化吗?(紫色)

2、制作花手帕

教师演示：将三角形宣纸的.三个角放入三种不同的颜料盘里，
渲染一会儿，两种颜料的交界处形成另一种颜料，即橙、绿、
紫色，然后就变成漂亮的花手帕了。

幼儿操作，教师适当指导

三、结束部分

作品展示

本次活动中，幼儿的积极性都非常高，激发了幼儿对颜色的
探索欲望，让幼儿在自己动手操作的过程中，发现颜色变化
的规律。在幼儿动手操作颜料瓶时，颜料准备的不够合理，
导致颜色有的深有的浅，在结束环节，由于幼儿存在个别差
异，个别幼儿不能主动地参加到展示中去，有了这次的经验，
希望在以后的教学中能够表现的更好!

幼儿园科学领域的研讨活动方案篇四

1、体验听诊器可以使声音放大的现象，产生操作兴趣。



2、产生探索科学的兴趣。

活动准备听诊器1—3个。塑料漏斗，像皮管，酸奶杯，线，
回形针。

一、听听说说

1、引导幼儿把手放在胸膛上，感觉心脏的跳动。

2、指导幼儿趴在同伴的胸前听一听心脏跳动的声音。

3、让幼儿戴上听诊器听一听同伴，老师心脏的跳动声。

教师：用听诊器听到心脏的跳动声和趴在前用耳朵听到的心
脏跳动声有什么不同？

二、小实验

1、观察桌上的材料

塑料漏斗，像皮管，酸奶杯，线，回形针。

2、教师提问：

我们能运用桌上的材料来做一个传递声音的'实验吗？”

3、教师示范制作方法：

在俩个酸奶杯低各挖一个小洞，用线穿过，再用回形针卡住。

4、幼儿制作，教师巡回指导。

三、游戏—打电话

1、用自制电话通话。



教师引导幼儿用手握住线。

2、教师：你发现了什么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3、教师小结：声音是通过线来传播的，如果把线握住，声音
就传不过去了。

四、幼儿讨论：动听的声音和烦人的噪音

幼儿园科学领域的研讨活动方案篇五

活动目标：

1、了解瓢虫的外形特征，初步了解瓢虫的命名方式。

2、学习用目测撕的方法撕出瓢虫的外形特征，锻炼手部动作
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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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活动准备：

各色手工纸，糨糊，抹布，瓢虫图片若干。

活动重难点：

活动重点：学习制作瓢虫。

活动难点：瓢虫的命名方式

活动过程：



(一)图片导入

出示图片

1、提问：你们看，今天老师请来了谁(瓢虫,先出示7星，介
绍完之后再引出它还有很多朋友，我们来看看它们长的什么
样?)

2、你们仔细看看，他们长得哪些地方是一样的，哪些地方是
不一样的?(形状一样，背上的花纹不一样)

3、小结：瓢虫是一类非常漂亮的甲虫，圆圆的身体，鞘翅光
滑或有绒毛，通常黑色的鞘翅上有红色或黄色的斑纹，或红
色、黄色的鞘翅上有黑色的斑纹，但有些瓢虫，鞘翅黄色、
红色或棕色，没有斑点;体长通常在1-15毫米之间。

4、逐一介绍瓢虫：这只背上的花纹是怎么样的----它叫__瓢虫
(7星是益虫，其它都是害虫)。

5、教师小结：我们见到或捉到瓢虫时,往往会数一数鞘翅上
的斑点数,随后会说几星瓢虫，有时这种方法真的管用。因为
瓢虫的种类很多，不易记住名字。一般只要数一数鞘翅上的
斑点或条纹,说几星或几条瓢虫就可以对69.2%。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到瓢虫时，还是要数一数它的星点数。

(二)制作瓢虫

1、讲解方法：

(1)教师出示范例作品：

――“看看这只是什么瓢虫?”

“这张作品看上去和平时的剪纸作品有什么不一样?”



(2)幼儿议论，教师告诉答案是用目测徒手撕的作品，所以瓢
虫的边线不像用剪刀剪出那样光滑。

2、尝试新方法：

(1)教师讲解目测徒手撕瓢虫的方法：

可以将纸对折撕出完整瓢虫身体。

可以将瓢虫的身体分开表示在飞。

撕贴完成后，添上瓢虫的花纹、眼睛、触角。

(在粘贴瓢虫时，要呈现瓢虫的不同方向，使画面生动。为表
示瓢虫在飞时，可以粘住瓢虫一半的翅膀，另一半翅膀向外
翻折。)

(2)幼儿操作练习，教师巡回指导。

3、展示欣赏

幼儿介绍自己作品，欣赏同伴作品。

(这只是谁做的，这叫什么瓢虫，哪里最可爱，我们给他取个
好听的名字)

幼儿园科学活动方案4

活动目标：

1、能大胆观察蜗牛，学习用多种方法来观察。

2、敢于探索，发展观察能力。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学习用语言、符号等多种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5、激发幼儿乐于探索科学实验的乐趣。

活动准备：

1、每组观察工具若干：小棒、玻璃片、瓶子、木片等

2、记录纸笔若干

活动过程：

1、谈话：春天的小动物

――让孩子们讲讲自己对春天的动物的认识

2、户外：找蜗牛

3、观察蜗牛

a：引导孩子们观察蜗牛。

――让孩子们用眼睛看，用各种工具来观察，并把自己的发
现及时的记录。

b：分享个自的经验

4、介绍“我知道的关于蜗牛的知识”

5、讲讲“我对蜗牛一些的问题”

6、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