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科学活动方案及流程(模板6
篇)

“方”即方子、方法。“方案”，即在案前得出的方法，将
方法呈于案前，即为“方案”。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方案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方案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班科学活动方案及流程篇一

一、指导思想

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校教育和
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在本册教学内容中不仅注重了拓展幼
儿的视野，也丰富了幼儿的知识经验，更强调了幼儿在学习
中展开丰富的联想，促进了幼儿的积极思考和表达能力，同
时将幼儿的生活经验与学习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以巩固和
深化教育活动的成效，实现幼儿内在素质的全面升华。

二、教育教学方面

1、拜访动物单元：通过引导幼儿观察小虫子，使幼儿了解了
部分小虫子各自的特点，培养了幼儿的观察能力。

2、五彩植物单元：通过引导幼儿观察各种植物，探索了种子
的秘密，了解了植物生长的环境。

3、可爱的动物单元：通过让幼儿了解小动物的生活习性，培
养了幼儿对观察小动物的兴趣。

4、探索自然单元：通过引导幼儿亲近大自然，培养了幼儿探
索自然的兴趣。



5、身边科学单元：通过引导幼儿探索身边的物品和材料，从
而发现物品和材料的多种特性和功能，培养了幼儿对科学探
索的兴趣。

总之，这学期来，我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但在工作中也难免
存在不足，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扬长避短，继续
努力，把工作做到更好，力争更上一层楼。

小班科学活动方案及流程篇二

活动目标：

1.认识“新型冠状病毒”名称、形状、危害。

2.熟练说出预防病毒的方法和会按照洗手七步法洗手。

3.有安全自护的常识和讲究个人卫生的好习惯。

活动重难点：

1.活动重点：认识“新型冠状病毒”名称、形状、危害，了
解预防病毒的常识方法。

2.活动难点：熟练说出预防病毒的方法和会按照洗手七步法
洗手。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幼儿认识并初步了解新型冠状病毒，并且在疫
情的影响下延迟开学，居家隔离。

2.物质准备：ppt、口罩、洗手液

活动过程：



一.导入(问题导入)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今年为什么开学这么晚呀?它的名字叫
什么?

幼儿：因为今年寒假期间出现了一种特别可怕的病情，传染
速度非常快，减少接触可以防止病毒扩散，我们就延迟开学
了。这个病毒的名字叫做新型冠状病毒。

二.认识新型冠状病毒。

(1)名称由来(形状)

教师：新型冠状病毒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它长什么样子?

幼儿：科学家们发现的这种病毒它长得像戴着很多花冠的样
子，而且是新发现的病毒，于是叫做新型冠状病毒。

(2)病毒的危害

教师：这种病毒怎么传播的?

幼儿：它可以通过人的口鼻进入人体，如果不戴口罩，就会
呼吸到别人传递出来的病毒。

教师：这种病毒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危害呢?

幼儿：病毒进入后会伤害人的肺部和呼吸道，降低人的免疫
力。

教师小结：病毒也是需要繁殖长大的，它会在人体不断繁殖，
壮大队伍，病毒进入人体后会伤害人的肺部和呼吸道，降低
人的免疫力，所以人会越来越虚弱、呼吸功能衰竭，如果不
能快速就医，就会病死。所以对于老人和孩子这种抵抗力不
行的人群更加危险。现在针对这种病毒的有效疫苗还没有研



究出来，所以就算开学了，也不要放松警惕，做好预防。

(3)如何预防病毒

教师：你们知道病毒喜欢什么样的人吗?

幼儿：不讲卫生、不勤洗手、不戴口罩的人都是病毒喜欢传
染的人群。

教师：那你知道怎么样可以预防病毒，做病毒不喜欢的人吗?

幼儿：

1.勤洗手。

2.洗手用洗手液，洗手七步法帮助彻底消灭病菌。

3.戴口罩。

4.不与他人共用一套餐具、杯子和毛巾。

5.自己的东西自己用。

6.咳嗽捂住口鼻，然后手部消毒。

7.勤剪指甲、洗澡、洗头、换洗衣物，保持个人卫生。

8.定期洗晒被子。

9.保持距离。

教师小结：预防病毒、保持个人卫生，是需要长期坚持的，
因为任何的病毒都会从手、口、鼻传播。

教师：刚才我们小朋友都说了很多的预防病毒的方法，最重



要的还是保持个人卫生、勤洗手和戴口罩，那么我们来玩三
个游戏，比一比谁的预防病毒技能大，是病毒最不喜欢、最
不容易伤害的人。

游戏1：比比谁的指甲最干净

小朋友两两一组，互相观察手指甲长短和干净程度，十分满
分，给对方打分。

游戏2：戴口罩比赛

小朋友以一组为单位，同时比赛，比比谁的口罩戴的又快速、
又标准、又卫生。

(教师在比赛前再次示范戴口罩标准步骤以及结束后普及取口
罩方法。)

游戏3：洗手比赛

小朋友四人一组，比一比谁洗手七步法最标准，还最节约。

活动延伸：小朋友洗完手要擦手，怎么样擦手才是最卫生，
不容易传播细菌的呢?来比一比。今天最讲卫生的朋友放学可
以奖励积分卡一分。

小班科学活动方案及流程篇三

.通过不同感官探索鲜花和花茶，比较它们的不同。

.了解沏茶的过程，品尝并表达对花茶的感受。

.能用较清楚的语言讲述自己的观察和发现。

.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玫瑰花、菊花、茉莉花。

.玫瑰花茶、菊花茶、茉莉花茶。

.玻璃茶壶、热开水、杯子。

形式：小组

1、出示玫瑰花、菊花和茉莉花，向幼儿介绍这三种花的名称。

2、请幼儿看一看、闻一闻和摸一摸花朵，并说说他们的发现，
例如花的质感、香味、形状和颜色等。

3、教师告诉幼儿花朵除了可以用来做书签，还可以做成花茶，
供人饮用。

4、出示玫瑰花茶、菊花茶和茉莉花茶，请幼儿看一看、闻一
闻、摸一摸花茶，然后说说他们的发现，比较鲜花和花茶的.
区别。

5、教师把花茶分别放进玻璃茶壶，然后倒入热开水，请幼儿
看看花茶的变化。

6、花茶放凉后，请幼儿闻一闻、尝一尝其中一种花茶的味道，
然后分享感受。

活动评价

.能比较鲜花和花茶的区别。

.能通过不同感官探索花茶的特点。

.能说出喝花茶的感受。

活动建议：



.提醒幼儿在观察时，要小心热水和茶壶烫手。

.活动前，教师宜先向家长了解幼儿对喝花茶是否过敏。

小班科学活动方案及流程篇四

3月12日是植树节，让幼儿了解一些简单的.环保知识并建立
初步的环保意识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根据小班幼儿年龄特
点，我们结合劳动教育，组织幼儿自己动手美化环境，保护
环境，使他们把初步的环保意识转化为自己的行动，并在活
动中巩固这种意识。

二、活动目标

1、知道“3月12日”是植树节。

2、通过活动的开展，让幼儿懂得保护植物就是保护环境的意
识。

3、活动中培养幼儿的耐心、爱心，体验同伴间相互劳动的喜
悦。

三、活动准备

1、介绍植树节的相关准备。

2、浇水用的水壶等工具。

四、活动过程

2、交代具体要求，告诉幼儿今天我们将为幼儿园里的植物浇
水，为环保出自己的一份力。

3、师提出要求，在浇水的同时注意不要踩在植物上面。



4、幼儿开始给植物浇水，教师巡回观摩并给予指导，引导幼
儿用正确的方法。

5、和小树合影。

6、互相交流体会，师总结活动。

小班科学活动方案及流程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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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沙桶若干，玩沙工具(铲子、勺子)，律动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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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科学活动方案及流程篇六

1.通过操作发现糖在水里会慢慢变小慢慢消失，水会变甜。

2.愿意探索发现不同的糖在水里的变化，并愿意与别人交流
自己的发现。

3.积极主动参与活动，对探索性活动感兴趣。

1.方糖大量、人手一只杯子、搅拌棒若干。

2.大的透明杯子一只、搅拌棒一支、温开水大量。

(一)探索性话题引起幼儿讨论。

出示方糖。

提问：

1.这是什么?你们吃过吗?吃起来是什么味道的呀?

2.请幼儿品尝小块的`糖。

提问：糖放到嘴巴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变甜、变小等)



3.请你猜一猜，把糖放在水里会怎样呢?

(二)做试验证实幼儿的推测。

1.教师：糖放到水里到底会怎样呢?让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吧。

老师把糖放到透明的大杯子里，注入适量的开水，引导幼儿
观察。

提问：

(1)看一看，糖发生什么变化了?(变小)

(2)猜一猜，糖到哪里去了呢?

(3)刚刚还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现在会变成什么味道了呢?

2.幼儿猜测回答后请个别幼儿上前品尝糖水，并把自己品尝
的结果告诉大家。

小结：糖在水里会变小，慢慢地融化到水里面去了，水会变
甜。

(四)集体操作，观察糖在水里的变化。

1.幼儿人手一粒糖一杯温开水操作观察。

2.提醒幼儿注意不把水泼掉，提醒幼儿有耐心。

(五)集体品尝糖水。

第一次讨论意见：

1.在导入环节，怎样能够更好地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符合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



2.幼儿品尝糖果的时候最先注意到的是糖果产生的甜味。教
师应当在糖果的变化上适当的提醒幼儿感知糖果大小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