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科学创新月活动方案(精选5篇)
方案是从目的、要求、方式、方法、进度等都部署具体、周
密，并有很强可操作性的计划。写方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方案应该怎么去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科学创新月活动方案篇一

一、活动设计意图：

幼儿科学教育活动是指教师的支持和引导下，运用各种感官，
通过主动、亲历的动手动脑的活动，对周围事物、现象进行
感知、观察、操作，发现问题，寻找答案的探究过程。糖对
于小班幼儿来说，是非常喜欢的，而这次的“做中学”实验
是在一次偶然的幼儿生活环节中，孩子将糖掉进了水里，老
师抓住了此次教育契机，不仅引发了幼儿主动思考，主动探
索糖的变化，激发幼儿观察的兴趣，提高幼儿的动手操作能
力。

这次活动属于现象观察类活动。对小班幼儿来说，“溶解”
现象既无法理解的，又是容易观察的。该活动立足于观察溶
解现象的发生过程，而不是讲解糖为什么溶解，符合小班幼
儿的年龄特点。在活动中，教师引导幼儿自由讨论溶解现象，
允许他们通过自己的想象来寻求解释，对于维护幼儿的好奇
心以及养成其思考的习惯是有益的。

二、活动方案及修改意见：

小班科学《糖消失了》(第一研)执教：陈梦娇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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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

1.方糖大量、人手一只杯子。

2.大的透明杯子一只、温开水大量。

活动过程：

(一)探索性话题引起幼儿讨论。

提问：1.小朋友，你们吃过糖吗?喜欢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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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小结：糖在水里会变小，慢慢的没有了，水会变甜。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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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幼儿注意不把水
泼掉，提醒幼儿有耐心。

2.集体品尝糖水。

第一次讨论意见：

1.教师在提问的设计，提问的时机上需不断改进。

2.有幼儿提出糖为什么会化时，应该让幼儿对这个问题作出
猜测，激发探索的欲望。

小班科学《糖消失了》(第二研)执教：赵青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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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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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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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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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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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创新月活动方案篇二

知道除了家里人以外，还有很多不同职业的人为我们创造了
生活的便利，懂得感激他们的劳动。会用简单的话语表达对
身边劳动者的感恩之心。知道身边有很多为大家默默奉献的
人，因为他们的付出，我们的生活才越来越美好。

二、活动准备：

经验准备：幼儿听过或者唱过歌曲《感恩的心》。

材料准备：有关环卫工人、服务员、警察、农民、司机、快
递员等不同职业的工作视频(可以挑选1～2个)，歌曲《感恩
的心》。

三、活动过程

(1)提问(比如看环卫工人清洁街道的过程)：小朋友，你们看，
他是谁?他在做什么?

总结：环卫工人在扫地，在清理垃圾桶。

总结：环卫工人叔叔阿姨们为了让街道、社区干净整洁，每
天都在辛苦地工作，我们都应该感谢他们。

生活中，还有哪些为了大家而辛勤工作的人?

幼儿自由地讲述自己的理解。然后教师对幼儿的讲述做总结
点评：要感谢他们，尊重他们，珍惜他们的劳动。

四、欣赏音乐《感恩的心》

请会唱的幼儿跟着唱，不会唱的幼儿跟着用手掌打节拍。



五、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向爸爸妈妈了解他们的职业，知道爸爸妈妈不
单为自己的家庭付出，也为其他很多人提供了帮助。

幼儿园感恩创新活动方案

科学创新月活动方案篇三

为了适应课程改革的要求，促进小学科学教学质量的提升，
进一步提高我区小学生动手实践、发明创造的能力。根据区
教育局的统一安排，本学期将举行主题为小学生“学科学，
爱创新”学科系列活动，具体事宜如下：

1、参赛对象：

三~六年级学生。

2、参赛作品：

科学小制作、小发明或自制教科书上的`实验器材均可（要求
配有说明书）。

3、参赛名额：

各中心校和直属小学每单位各1名。

4、活动程序：

第一阶段：（3月——4月）基层组织比赛，选拔参赛选手。

第二阶段：（5月中旬）区教研室组织评比。（具体形式、时
间另行通知）

5、比赛要求：



（2）各单位要将活动方案及具体安排（纸质）在2月29日之
前上交区教研室。依据各单位活动安排，区教研室要下去巡
视，了解有关情况。

（3）基层组织比赛要求学生人人参与，学校对参赛的学生及
辅导教师要给予奖励。活动要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要留有
痕迹，如相片、录像等，作为年终考核内容之一。

（4）比赛结果设团体奖、个人奖。

希望各单位严格按照安排事宜组织比赛，发现人才，培养人
才。

小店区教育局教研室

xx年2月

科学创新月活动方案篇四

1、大胆讲述豆芽的生长过程及外形特征。

2、学会用绘画的方式记录种子生长的过程。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贯彻能力，激发对科学探索的兴趣。

4、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活动过程

一、讲述豆子生长过程及外部特征。

1、“上星期小朋友都种了一些豆子，谁来说说你种的豆子现



在怎样了?”

2、“谁来说说你的豆子是怎样发芽的?”

3、“你种的豆芽长的是什么样的?”

4、“你种的豆芽和别人一样么?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和小伙伴
说一说。”

5、“谁愿意把你的发现告诉大家?”

6、教师总结：“今天小朋友观察上午豆芽是生长在水里的，
其实豆芽在土里、沙里也可以发芽，你们回去可以再试一试。
”

二、记录豆芽生长过程。

1、出示豆芽生长照片

2、幼儿用画的方式记录豆芽生长过程。

3、教师总结。

幼儿园科学创新活动方案

科学创新月活动方案篇五

目前我们进行的正式“学本领”的有关小动物的主题。从小
班幼儿的年龄特点来看，越小年龄段的孩子越是喜欢那些可
爱的小动物。同时，小年龄段的孩子对生动有趣的童话故事
也是喜爱有加。于是，从这两个角度思考出发，我预设了本
次小班科学活动《小兔过生日》。通过活动，孩子们可以在
看、听、说、玩的过程中，在故事的情景中，进一步感知和
了解几种常见动物的特征，包括外形特征和声音特点，从而



激发孩子喜爱动物的情感。

【内容与要求】

1、在小兔过生日的情景中，通过看、听等途径判断来参加生
日派对的动物是谁，进一步了解几种常见动物的明显特征。

2、喜欢小动物，愿意模仿动物的动作。

【活动重点】

了解几种常见动物的明显特征。

【活动难点】

通过局部特征和声音判断出常见动物。

【材料与环境创设】课件

【活动流程】谜语倒入——感知体验——生日庆祝——活动
延伸

【活动过程】

一、谜语导入

二、感知体验

(一)小鸡和小鸭

1、提问：来的朋友都穿了一件黄黄的衣服。他们会是谁呢?

2、看课件，验证猜想。

3、小结：是的，小鸡和小鸭穿的都是黄黄的衣服，可是他们



的嘴长得不一样。小鸡的嘴尖尖的，小鸭的嘴扁扁的。

(二)小猫

1、提问：门铃又响了，这次会是谁呢?

3、课件验证。

4、小结：对的对的，小猫叫起来就是喵喵喵的。

5、教师：你们想不想和小猫一起唱?

(三)大灰狼

1、提问：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来的是谁呢?

4、听大灰狼唱歌。

5、课件验证。

6、小结：看来，我们真的可以用看一看、听一听的好办法来
知道来敲门的是谁。

7、提问：小兔能给大灰狼开门吗?要是开了门会发生什么事
啊?

三、生日派对(情景表演，庆祝生日)

1、教师：孩子们，你们想不想学学这些动物表演一下这个故
事呢?

四、活动延伸

将故事的录音和胸饰放在表演区供幼儿区角活动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