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小班科学领域工作计划表(大全5
篇)

计划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步骤和时
间安排。怎样写计划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计划应该怎么制
定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计划范文，仅供参考，大家
一起来看看吧。

幼儿园小班科学领域工作计划表篇一

通过观察和实验，知道糖和盐的名称、特点及用途。

能比较出糖和盐的简单相同点和不同点。

活动准备：

糖、盐、杯子

活动过程：

导入活动，引起幼儿兴趣。(通过尝的方法让幼儿了解里面装
的是什么水)

1、出示两杯水问：你们知道这两个杯子里放的是什么?

2、请幼儿来尝一尝，并说一说杯子里的是什么水?

二、引导幼儿观察糖和盐。(通过操作培养幼儿善于动手动脑
解决问题的能力)

1、请幼儿根据生活经验，说说糖和盐是什么样子的。

2、请幼儿打开纸包，看看纸包里是什么?想想用什么办法知



道?那一包是糖，那一包是盐，糖是什么样子的，盐是什么样
子的?你们想方法自己去试一试用自己的方法来知道。

请幼儿将糖和盐倒在水里，用筷子轻轻搅拌，待糖和盐溶化
后。问：糖和盐到那里去了?

三、了解糖和盐的用途。(培养幼儿的表达能力)

你们知道糖和盐有什么用吗?(家家户户烧菜离不开它们。工
厂很多地方也要用到盐。)

四、比较糖和盐。(培养幼儿对事物的观察能力)

糖和盐什么地方是一样的?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小结：糖和
盐都是白颜色的，一颗一颗亮晶晶的它们都能溶化到水里，
它们都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糖和盐的味道是不同
的因此它们的用途也是不一样的。

幼儿园小班科学领域工作计划表篇二

小班幼儿的嗅觉感官经验较少，他们对气味的概念停留在好
闻与不好闻、香与臭的水平上，即便有也是潜意识里积累的，
很少有探索各种物品气味的机会。通过这次探索活动“气味
瓶”，旨在给幼儿提供一个积累嗅觉经验的机会，让幼儿了
解各种物品的气味。

【活动目标】

1、学会用鼻子闻物体的气味，发展感知能力。

2、知道鼻子可以闻气味，要爱护自己的鼻子。

【活动准备】



每组一套深色的瓶子，里面分别装有：香水、香油、臭豆腐、
酱油、醋、酒、蜂蜜等，尽可能的提供有各种气味的物品。

【活动过程】

1、激发幼儿对气味的感知兴趣。师：“小朋友你们知道鼻子
有什么用吗?”(呼吸、闻气味)拿起一只瓶子，“假如我想知
道瓶子里有什么东西，应该怎么办呢?”(看或闻)

2、引导幼儿感知各种各样的气味。

(1)“桌子上有很多的瓶子，你们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吗?”

(3)幼儿交流自己刚才闻到了什么气味。

(4)老师请每组一个小朋友找出醋的气味?(或其它气味)的瓶
子，看谁先闻出来。

3、引导幼儿讨论、扩展经验。

1朋友你在家里或别的地方还闻到过什么气味?请你告诉大家。

2最喜欢闻什么气味?不喜欢闻什么气味?为什么?幼儿讨论交
流。

教师小结：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气味，鼻子能告诉我们各种
各样的气味，帮助我们辨别不同的东西。

4、总结

讨论怎样保护鼻子启发幼儿回忆以往碰伤鼻子或感冒的感觉，
进行讨论，谈谈保护鼻子的方法。

【活动延伸】



在娃娃家的厨房里放上一套深色的瓶子，里面分别装有：香
水、香油、臭豆腐、酱油、醋、酒、蜂蜜等，制成“气味
瓶”，让幼儿辨别各种气味，并用语言讲述自己的发现。

幼儿园小班科学领域工作计划表篇三

1、感知冰的各种特性。

2、尝试利用工具积极探索，感受探索的乐趣。

活动准备

1、课件-观察冰块

2、教具：吹风机、锤子、餐刀、热水。

3、冰块(内含一颗糖果)若干。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出示大冰块，激发孩子参与的热情，初步感知冰块的特性。

提问：你们看这是什么?摸摸看，你有什么感觉?

(教师手持冰块让每个小朋友先摸一摸，进行初步感知)

你们能看见大冰块里有什么呢?

(糖果)

2、教师小结：原来冰块是透明的。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一颗
糖。



提问：你们想吃冰块里的糖吗?怎么才能把糖果取出来吃呢?

(幼儿自由发言。说说自己的办法。)

二、介绍工具

教师：老师帮你们准备了很多工具，我们来看一看都是些什
么。

(重点介绍电吹风及各工具的使用安全。)

三、观察冰块，幼儿尝试。

1、幼儿自己取冰块，教师引导孩子观察冰块，进一步感知其
特性。

提问：你拿的冰块摸起来有什么感觉啊?

(冰冰的、凉凉的、硬硬的、滑滑的)

2、幼儿取工具，尝试将冰块中的糖块取出。

提问：你是用什么方法把糖果取出来的?

(对已经取出糖的小朋友进行鼓励，请其再拿一块冰换一种工
具进行尝试。)

四、幼儿集中分享经验

1、提问：小朋友都很努力试过了，你们都吃到糖了吗?

谁愿意来介绍一下自己取糖的经过?

2、教师小结：小朋友们很聪明，都利用工具从冰里取出了糖，
我们来给自己鼓鼓掌。



幼儿园小班科学领域工作计划表篇四

1。能说出几种秋天常见水果的名称，通过各种感官感知其特
征。

2。能够自己剥桔子和香蕉，喜欢吃多种水果。

【活动准备】

1、剥掉皮的橘子一个，用消过毒的手帕包好

2、桔子，苹果、梨、香蕉等水果

3、篮子若干。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一样东西，请小朋友
用鼻子闻一闻，看看是什么？（出示用手帕包好的桔子，引
导幼儿用鼻子闻出桔子。）

二、引导幼儿观察几种常见水果的典型特征。

2、共同观察其它水果。

3、教师小结：苹果、梨、桔子、香蕉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水
果。水果很有营养，请小朋友们多吃水果，身体会很健康。

三、游戏《送水果宝宝回家》。

请幼儿将苹果、桔子、香蕉、梨等按名称分类，并放在相应
的盘子里。

四、鼓励幼儿练习剥香蕉皮、橘子皮，并品尝多种美味的水
果。



1、说说水果的吃法。

这些水果怎么吃？请幼儿说出苹果、香蕉、桔子、梨的吃法。
（香蕉、桔子要剥皮才能吃，苹果，梨要洗干净或洗干净后
削皮吃。）

2、教师和幼儿一起洗手。

3、幼儿自己动手练习剥香蕉，桔子，教师将剥好的桔子，香
蕉等做成水果拼盘让幼儿品尝。

（4）鼓励幼儿说一说自己品尝了什么水果？是什么味道的？

五、结束部分：表演《苹果歌》

幼儿园小班科学领域工作计划表篇五

一、活动目标：

1、让幼儿了解豆芽的外型特征及生长过程，知道豆芽是蔬菜，
有营养。

2、学习给两种豆芽进行分类并品尝豆芽，养成爱吃蔬菜的好
习惯。

3、通过幼儿自己亲自种植豆芽，掌握一些基本的种植方法，
培养幼儿参与种植活动的兴趣。

二、活动重难点：

了解豆芽的外型特征及生长过程。

三、活动准备：

1、黄豆芽，绿豆芽若干，小脸盆，每人一个，人手一把小铲



子，黄豆种，绿豆种若干。

2、多媒体课件。

3、烧熟的豆芽每人一份。

四、活动过程：

（一）导入激趣：

演示画面“豆芽宝宝在跳舞”，激发幼儿的兴趣。

（二）了解豆芽的特征。

1、洗豆芽。

请小朋友帮豆芽宝宝洗澡，提醒幼儿一边洗一边仔细观察豆
芽宝宝是什么样子的？

提问：“你洗的豆芽宝宝是什么样子的？”幼儿自由讲述，
老师出示电脑画面，帮助幼儿了解黄豆芽和绿豆芽的特征。

2、分豆芽。

请幼儿把脸盆里的黄豆芽和绿豆芽分在两个点心盆里，然后
送它们回家，边送边说：“黄（绿）豆芽，我送你回家。”

（三）了解豆芽的生长过程。

提问：“你知道豆芽宝宝是怎样长出来的吗？“幼儿自由回
答

演示电脑画面，让幼儿了解豆芽的生长过程

（四）了解豆芽的作用。



“你们知道豆芽有什么作用？”

出示烧好的豆芽，让幼儿看一看，闻一闻，尝一尝，让幼儿
知道豆芽是有营养的，要多吃豆芽。

（五）师幼合作种豆芽。

教师带领幼儿到自然角种豆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