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科学的活动方案(大全5篇)
为确保事情或工作顺利开展，常常要根据具体情况预先制定
方案，方案是综合考量事情或问题相关的因素后所制定的书
面计划。方案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
方案。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策划书范文，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科学的活动方案篇一

1、明白黄豆发芽所需要的条件

2、明白手工种植黄豆的步骤及原因

泥土、黄豆、纸铲、果冻壳、演示图

1、引入。

师：“今天我们要上什么内容呢？我先不告诉你们。但是我
要先来给大家看一张画，请你们来告诉我，你们看见了什
么？”

师：“这个图上有……，是一颗发芽的黄豆。”我现在手上
就有一颗黄豆，我们就来学习怎么种黄豆，好不好？”

2、讲解。

师：“种黄豆种黄豆，我们是不是先要给黄豆找一个小花盆
呢？我现在先在纸上画一个小花盆，等一下我们就用这个当
花盆（出示果冻壳）。”

师：“我们花盆有了，接下来怎么办呢？是放土还是放黄豆
呢？”（黄豆宝宝直接睡在硬硬的`果冻壳里，舒服吗？我们
要放一点土，给他铺一层床垫，这样子它睡得才舒服。）



师：“床垫铺好了，我们现在就把黄豆放进去，然后再给它
铺上泥土棉被。这个泥土是铺的越厚越好吗（不舒服，易倒
翻）？”

师：“最后再给它浇浇水。”

3、小朋友操作。

科学的活动方案篇二

1、让幼儿了解地球上常见的几种水，初步了解水源。

2、让幼儿知道水的用处，培养幼儿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1、地球仪一个、金鱼缸、盛满清水的盆。

2、图片：河流、大海、湖泊、雪山等景。

每组桌上摆放一盆水。

1、出示地球仪和图片，幼儿讲讲图片上画的是大海、湖泊、
河流。

2、问：“们看到的盆里面是什么？鱼缸里也是水。但请小朋
友想一想，这些水从哪里来的？”“除了从自来水管里流出
来的水以外，还有什么地方也有水？”

3、引导幼儿讲讲地球上常见的`水。

4、这些水都有些什么用处呢？

幼儿泛讲后，师补充讲解。

5、引导幼儿了解水的用处，养成爱惜水节约水的习惯。



6、延伸活动：

讨论：“我们平时看到水龙头没有关紧，怎么办？”

“如果看到有人往河里倒垃圾，怎么办？”

科学的活动方案篇三

1、结合已有资料及生活经验，大胆谈论对云的认识。

2、运用合适的材料、方法表现云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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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道幼儿观看幼儿活动材料中云的'图片。

2、谈论集中云的外形和相关天气。如积云，胖胖的，又浓又
厚，像一座山，形状易变；卷云，像羽毛，一行行，一群群；
厚云，宽大，灰色，位置很低。

3、这些又大又白、一簇簇在天空中到处浮动的东西究竟是什
么呢？

4、他们不是棉花，不是肥皂泡，不是软糖，他们是成千上万
吨水漂浮在高空中。

1、引导幼儿在蓝色纸上用棉絮或白色油画棒表现出自己看见
的雪白、柔软的云，鼓励幼儿为自己的作品说一小段话，教
师帮助其记录。如；云像一座座山，云连起来像蘑菇等。

2、将幼儿的画一张张贴在墙壁上，供幼儿相互欣赏云彩壁画。

1、教师说"白云"，幼儿边做蝴蝶飞的动作，边念"白云飘飘
天气好"。教师说"乌云"，幼儿边做蹲下的动作，边念"乌云



滚滚要下雨，快快停下避避雨"。

2、根据幼儿的兴趣，游戏进行若干次。

科学的活动方案篇四

1、认识相邻数，感受10以内数中每一个数都比它前面一个数
大1，比它后面一个数小1。

2、探索发现一个数与前后两个相邻数之间的关系。

3、激发幼儿与人合作，体验与同伴合作带来的快乐。

1、红圆点1个，绿圆点2个，蓝圆点3个；1-9的竖长条点卡1
套。数卡2套。

2、幼儿人手一份《找朋友》题卡，贴画是幼儿人数的一半。

（一）、复习10以内的数序。

1、出示点卡幼儿读出数。

2、看数拍手。

3、问答歌：复习数的形成。

（二）、认识2的相邻数。

2、用数字表示圆点数目，请个别幼儿在每种圆点下面用数字
表示它们的数目。

4、小结：2比1多1，所以2应排在1的后面，2比3少1，2应排
在3的前面，2的好朋友是1和3。

（三）、体验相邻3个数之间的关系。



1、教师出示1-9的点卡引导幼儿观察，并匹配数字。

2、教师出示4的点卡：卡片上有几个点请找出比它少1的小朋
友和比它多1的大朋友。

3、教师：1个数字有几个朋友是两个什么样的朋友？

4、引导幼儿找数字8的朋友。提问：8有朋友吗？它的朋友是
谁？你是怎么知道的？

5、小结：一个数总比它前面的多1，比它后面的一个数少1。

（四）、游戏

1、找朋友

发给每位幼儿1张题卡（如图一），请幼儿按老师提供的图形
的数目，用贴画贴出相邻数。对找的快又好的幼儿贴“红
花”以资鼓励。

2、数字找朋友

老师将1-9的数卡发给幼儿，老师举起2-8任意数卡说：我是x，
我的朋友在哪里拿相邻数的幼儿答：嗨，嗨，你的朋友在这
里。游戏反复进行。

科学的活动方案篇五

科学概念

1、磁铁能吸引铁制的物体，这种性质叫磁性。

2、磁铁隔着一些物体也能吸铁。



过程与方法

1、用实验方法研究磁铁能吸引什么，不能吸引什么。

2、用磁铁识别物体是不是铁材料制作的。

3、根据材料设计实验，研究磁铁隔着水能不能吸铁。

情感态度价值观

认同认真实验，获取证据，用证据来检验推测的重要性。

【教学重点】通过实验，认识到磁铁具有吸引铁制品的性质。

【教学难点】知道并理解用磁铁可以辨别出不易辨认的铁制
品。

【教学准备】

为小组准备:

1、磁铁和被测试物品:铜钥匙、铁钥匙、回形针、铁钉、铝
片、铜导线、玻

璃珠、木片或木块、纸片、弹簧、布条等物品(材料的种类多
一些，铁材料制品要有多种，要有铜、铝等非铁的金属物品，
学生的学习用品，如:橡皮擦、铅笔、塑料尺等也可用作测试
材料)。

2、橡胶皮(气球皮)、杯子和水。

3、铁盒(如罐头盒)、铝盒(如易拉罐)、茶叶筒(底和盖是铁
制的，筒身是纸制的)、圆珠笔。

4、几种不同材质的硬币，如一元的钢币，5角的铜币和钢芯



镀黄铜币，1角的铝币和钢币，分值铝币。

【教学过程】

一、问题导入：

1、我们认为磁铁能吸引什么?学生交流，师适当板书。(如：
金属?铁?······)

2、怎样检验我们的观点?(做实验)

二、磁铁能吸引的物体：

1、老师准备了这些材料，请看(实物投影出示材料小样)。我
们先预测一下物体会不会被磁铁吸引，然后再做实验进行检
验吧。(预测时说说理由或根据)

2、我们小组的桌子上就有这些材料，一会儿就要请大家来做
做小小检验员了。实验可不要忘了做记录啊。(投影出现记录
表)检测后把被测试物体按“能被磁铁吸引的物体”和“不能
被磁铁吸引的物体”分类填写好，然后小组讨论记录下两类
物体在材料上的各自特点。(学生实验并记录填写好表格)

3、交流汇报。

4、小结。

(1)、能被磁铁吸引的物体和不能被磁铁吸引的物体有什么不
同的特点?

(2)、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磁铁可以吸引什么物体?

(3)、与我们刚上课时的观点相比较，原来的观点是得到了确
认，还是需要做一些修改呢?(回顾板书，修正板书。)



5、辨认铁制品。

(1)、这些物体中，哪些是铁材料做的?(实物投影出示：主要
是硬币、茶叶筒等)

(2)、学生观察判断并交流。

(3)、对于自己的判断有十足的把握吗?想想辨认铁制物体用
什么方法可以更可靠呢?(用磁铁)

(4)、那我们就用磁铁来检验一下刚才的判断吧!学生实验。

(5)、两次判断结果一样吗?哪一次判断更能使人信服呢?从中
我们收获了什么呢?学生汇报、交流、小结(教师小结：磁铁
都能吸引铁一类材料做的物体，我们可以把磁铁的这种性质
叫作磁铁的磁性。)。

三、隔物吸铁：

1、引入研究。

(2)、学生猜测，教师演示。看到了什么现象?学生交流汇报。

(3)、原来隔着纸的磁铁也能吸铁啊!那搁着别的物体行不行
呢?想研究哪些物体呢?学生列举。

2、实验设计。

老师给大家准备了这些物体(实物投影出示)，怎么做实验呢?
哪个小组先设计好了哪种物体的研究计划，并口头交流汇报
获得了我们的认可，就可以先领走该种物体了。(特别关注隔
水实验的设计)

3、学生实验并做记录。(相应的物体后面做好记录)



4、汇报交流。

5、小结。

(1)、通过实验，你知道了什么?

(2)、教师补充介绍并演示：磁铁隔着铁片吸铁。(让学生领
悟到书中结语中“一些”所表示的意思。)

四、总结延伸：

1、今天的课，对我们的知识增长有什么帮助?你有什么收获?

2、老师的钥匙不小心掉到了井里，不把衣服弄湿，怎样才能
把钥匙成功捞上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