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科学活动设计要点 幼儿园科
学活动设计方案(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幼儿园科学活动设计要点篇一

1、通过幼儿的观察与动手探索，发现不倒翁不倒的原因是：
一是上重下轻，二是底面大圆滑。

2、简单了解物体重心，物体底面面积的大小与稳定性之间的
简单科学道理。

3、萌发幼儿对科学的探索欲望。

不倒翁数个；木板、锥体等物体若干。

一个老爷爷，别看年纪大，走路左右摆，就是不倒下。

（1）、教师让不倒翁动起来，并提出问题，不倒翁为什么怎
么推它也不倒下？

（2）、幼儿分组，带着问题去操作、探索和发现不倒翁的不
倒的原因。

（3）、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参与者，引导者。

（2）、不倒翁为什么不倒？

（3）、教师小结：不倒翁不倒的原因一是它的身体上重下轻，
底部有一块较重的铁块；二是底面面积较大并且圆滑，向一



边倾斜时，重力的作用使它摇摆起来。

（1）、幼儿分组操作木板，锥体，让操作物体站立，教师在
这个过程中进行引领。

（3）、操作不倒翁，让它左右大摇大摆，发现重心与重力作
用之间的简单的关系。

（1）、通过木板的站立的不同方式，发现底面面积越大，物
体越稳定。

（2）、通过操作不倒翁，当不倒翁倒向左边时，重心和重力
作用线在接触点的右边，反之相同；不倒翁倾斜的程度越大，
重力产生的作用就越大，摆动就越大。

不倒翁，真好玩，样子长的也很独特；

头儿小来，脚儿大，头儿轻来，脚儿重；

左推它不倒，右摇它不倒；

倾斜的越大，摆动的越大；

往左倒，重心和重力作用线（接触点）在右边；

往右倒，重心和重力作用线（接触点）在左边；

摇摇摇，摆摆摆，不倒翁是我的好玩伴。

幼儿园科学活动设计要点篇二

1.初步了解人与环境的依存关系，逐渐形成保护环境的意识。

2.能用连贯的语言表述自己的见解，愿意与同伴和老师进行
积极的交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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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通过观察、交流与讨论等活动，感知周围事物的不断变化，
知道一切都在变。

5.学会积累，记录不同的探索方法，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有
很多种。

1.图片若干

2.录像带(录有美丽大自然的风景)

3.录音带(地球的自述)

4.被污染和美丽的地球。

(一)观赏美丽的家园

1.师：前些天，我们小朋友已经一起讨论过关于地球和人的
关系，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关于地球上美丽风景的电视
片。

2.你们刚才看了电视：感受到地球上那些地方是很美的?

3.你们去过那些地方，也感受到地球的是很美的?

(二)了解地球正在遭受的种种危害

1.请个别幼儿说说地球上的哪些地方生病了?

2.幼儿向客人老师介绍并分散贴图片，自由交流。

3.听录音：我是一个生病的地球，最近几年，我身上的病越
来越多了，我的空气中有许多细菌，使空气受到污染，我的



海水、湖水、都变了颜色，不再是蓝蓝的大海，清洁的河流，
我的森林变得光秃秃了，有的树叶也长不出来了，鸟儿没有
了自己的家，唉，我真难过呀!

(三)接龙游戏：寻找为地球治病的方法(出示生病的`地球)

师：我们有什么办法让地球的病好起来呢?

幼儿分两组竞赛，说出一个方法，教师拿掉一块被污染的地
球，露出美丽的地球。

(四)小结：

在如何保护环境的问题上，很多小朋友都能想出很多的方法，
有的甚至超越现实说要发明一些东西来保护地球。

幼儿园科学活动设计要点篇三

活动由来及设计思路：

近一段时问，来园的孩子越来越少，有的家庭甚至不再送幼
儿来，我向家长和孩子们询问不来园的原因，他们告诉我怕
感染甲流。看到长们对甲型流感的认识抱有恐慌的态度并影
响着身边的孩子，我设计“关于预防甲流”的系列活动，希
望通过活动的开展，能够让家长和孩们客观地认识甲流，减
少对甲流的恐慌，并引导家长积极配合幼儿园好主动预防甲
流的活动。

活动目标：

1、关注甲型流感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知道预防甲流和自
我保的方法。

2、会用多种方法、多种形式让幼儿园里的伙伴和家长了解甲



流的防方法，感受、体验关心他人的自豪感。

活动准备：

关于甲流的新闻视频(自制)、各类色彩笔、宣传纸、照相机、
涝六步法图片。

活动过程：

1、观看“新闻播报”，引导幼儿讲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教师：看了刚才的新闻，你想说些什么?

幼儿：甲型流感是一种传染病，如果得了要马上去医院治疗。

幼儿：小朋友得了甲流不能再上幼儿园，要不会传染更多的
小朋友

幼儿：甲流会发烧、流鼻涕、咳嗽。

幼儿：甲型流感可以传染自己身边的人，身边的人还可以再
传绐多身边的人，所以得了甲流的人不要到外边玩，要不会
传染更多的人。

幼儿：小朋友到商场买玩具，如果看到流鼻涕、咳嗽的人动
了自喜欢的玩具，千万不能再去摸这个玩具，要不会被传染
的。

幼儿：妈妈总说，吃药、吃药，要不会得甲流，得了甲流就
要打针很疼。

幼儿：妈妈总说，洗手、洗手，手脏了会得甲流。

幼儿：和好朋友玩的时间少了，大家因为怕得甲流都不出来
玩了。



教师小结：甲型流感是一种传染病，如果小朋友发现自己和
别人在身体上出现不适的症状：如发烧、咳嗽、流涕，就千
万不要再到人多的地方去玩，应该马上到医院治疗，这样既
不会延误病情也不会影响他人的正常生活。

2、讨论：预防甲流的好方法。

幼儿：小朋友不能到人多的地方玩。

幼儿：如果看到生病的人就离他远一点。

幼儿：在人多的地方要戴口罩。

幼儿：吃东西前和大小便后要认真洗手。

幼儿：打喷嚏时用手捂上嘴和鼻子。

幼儿：将吐出的痰用卫生纸包上扔到垃圾桶里。

幼儿：吃预防甲流的药。

幼儿：多喝水，多吃菜，不挑食。

幼儿：经常去操场运动，如踢球、跳绳、打羽毛球。

3.鼓励幼儿用多种方法、多种形式让大家了解预防甲流的方
法，感受助人为乐的自豪感。

教师：刚刚我们知道了许多预防甲流的好方法，你们想把这
些好方法讲给谁听?

幼儿：我要讲给妈妈爸爸、爷爷奶奶听。

幼儿：我要讲给哥哥姐姐听。



幼儿：我要讲给弟弟妹妹听。

教师：我们怎样让他们知道预防甲流的这些方法呢?

幼儿：我们教弟弟妹妹正确的洗手方法，告诉他们如果用这
些方法洗手，就不会得甲流。

教师：弟弟妹妹这么小，教一次要是不会怎么办?

幼儿：那我们天天去教他们洗手。

幼儿：我们给弟弟妹妹画张正确洗手的画，让他们自己看着
画洗手

幼儿：如果他们看不懂你们画的画怎么办?

幼儿：老师你把我们洗手时正确的方法照下来，给弟弟妹妹
做成照片，把照片送给他们，让他们的老师把照片贴在盥洗
间，弟弟妹妹洗手时，一看照片就会学着我们的样子去洗手
了。

教师：这个方法真不错，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幼儿：我们用画画把我们知道的关于甲流的预防知识都送给
幼儿的弟弟妹妹和哥哥姐姐。

教师：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幼儿：我们给自己的妈妈爸爸写个纸条，告诉他们预防甲流
的方法。

教师：这个方法真好，如果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更好了。

幼儿：我们把写好的信多印些送给幼儿园所有的家长，让他
们看我们的信后告诉自己的孩子有哪些预防甲流的好方法。



教师：你们的这些方法真的很棒，现在让我们一起去完成这
些好方法吧。

活动延伸：

幼儿绘制甲流预防卡，和老师一起拍摄洗手照片等。

个人反思：

甲型流感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刚开始大家对它的关注
不是很强，后来由于甲流的传播越来越广，得病的人也越来
越多，家长、老师社会群体对甲流的看法逐渐恐慌起来，这
种恐慌直接影响了身边的孩子们。孩子们受家长情绪、行为
的影响，对此病也有了自己的认识，有的幼儿受自己消极情
绪的影响，不敢出门游戏、不敢上幼儿园。针对孩子们的各
种表现及当前的社会现实，我们开展了“关于预防甲流”的
多种活动，孩子们在对甲流预防有较深的认识和一定的经验
后，知道了甲流是可以提前预防的。此次活动的设计是为了
进一步丰富幼儿预防甲流知识，并通过运用这些知识、经验
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活动还进行了关心、关爱的情感教育，
通过运用多种方式、方法帮助身边的人去预防疾病，孩子们
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感受着助人为乐的快乐和自豪感。

主要内容：

1、活动设计思路清晰，将培养目标与当今的社会形势结合，
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活动内容的选择来源于幼儿的生活体
验，能有效调动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2、教学活动采用电教的手段，利用影像等形式吸引幼儿参与
活动的兴趣，幼儿参与积极并能主动地想办法解决问题，促
进了幼儿语言及思维能力的提高。

3、建议老师更多地引导幼儿将学到的方法与其实际行为相结



合，在生活中不断坚持自己好的卫生行为习惯，并用自己的
言行影响身边的人。

综合评析：

1、活动来源于生活，又走向生活。活动内容与幼儿的生活结
合，选择了幼儿关心且需要帮助幼儿解决的问题，因此幼儿
能够积极参与其中。而且教师能够把幼儿的社会性活动内容
带出班级，引导幼儿带着关爱、关心弟弟妹妹和哥哥姐姐的
情感走进幼儿园的整个大群体，给予幼儿关爱别人、帮助他
人的广阔空间，使社会性教育生活化、社会化、情感化。

2、活动的操作性、参与性强。活动采用的教学方式符合幼儿
特点，多媒体教学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参与的热情，使其能
够直观感受身边的事件，并在帮助他人、关爱他人的氛围中
培养了幼儿的成就感。

3、小组合作反思是教师提升专业水平的重要方式，因此在活
动后要给予教师充分思考与讨论的空间，对于活动中存在的
问题不仅仅是点到，还要引导教师一步步深入分析其背后的
原因与规律，如就教师提出的：“怎样更加有效又快捷地帮
助弟弟妹妹和哥哥姐姐掌握预防甲流的正确方法”这一问题，
可以层层深入地进行思考：教师在这一环节希望幼儿对什么
产生情感体验?幼儿可能会产生什么情感体验?情感体验在这
个社会性活动中的意义何在?是什么原因使幼儿的情感体验不
够充分?如何调整使幼儿获得充分的情感体验?这样多方面的
剖析才能使教师学会反思，学会正确地解决教学实践问题。

幼儿园健康领域活动设计方案

幼儿园科学活动设计要点篇四

活动目标：



1、知道白开水是儿童的饮品。

2、鼓励幼儿多喝白开水，促进身体健康。

3、初步学习设计和制作表格的方法。

4、充分体验“科学就在身边”，产生在生活中发现、探索和
交流的兴趣。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活动准备：

电脑、搜集短片(世界各地、生命之源―水)图片、粘贴版、
纸、笔。

活动过程：

(一)欣赏短片世界各地

师：你们看到短片中各地区和各民族的人们都喜欢喝什么饮
品

幼：蒙古人―奶茶，藏族―青稞酒、酥油茶，西方人―咖啡、
可乐、啤酒，东方人―茶

师：你们最喜欢喝什么?

幼：果汁、可乐、雪碧、杏仁露、椰汁、茶、牛奶、豆浆、
酸奶……

游戏：阳光饮料站“幼儿自取图片进行分类摆放，师生共同
统计出饮品人数，贴在粘贴板上”

(二)白开水，益处大



师：户外活动和剧烈活动后会出很多汗，应该喝什么?

幼：喝白开水

师：让幼儿了解为什么喝白开水?请幼儿再次欣赏短片：“生
命之源―水”

教师小结

a：白开水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b：能帮助人身体进行代谢

c：白开水也是一种营养素

儿歌“多喝水好处多”

(三)引导幼儿制作饮水表格

1、游戏“阳光饮料站”第一次游戏统计人数与第二次游戏统
计人数进行对比

2、对比人数表贴在粘贴板上(喝白开水人数居多)

3、幼儿设计并制作饮水记录表格

4、鼓励幼儿日常多喝白开水促进身体健康

幼儿园科学活动设计要点篇五

1.通过活动了解环境污染，并逐渐形成保护环境的意识。

2.能用连贯的语言表述自己的见解。



3.能积极地参与活动。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地球的头饰一个，挂图两张(干净的地球和被污染的地球)，
风光图四张

(一)导入：

出示挂图直接导入：“小朋友们，前些天我们认识了地球，
今天我想请你们看一看这些图，想一想地球上哪些地方是美
的?”

(二)讨论

“你们去过哪些地方也是很美的?”

请幼儿讲述自己见到美的东西

(三)了解地球正在遭受的种种危害

1.请幼儿来说说地球上的哪些地方生病了

2.出示头饰，

讲述“我是一个生病的地球爷爷，最近几年，我身上的病越
来越多了，我的空气中有许多的'细菌，使空气受到污染，我
的海水、湖水都变了颜色，不再是蓝蓝的大海，清洁的河流，
我的森林变得光秃秃了，有的树叶也长不出来了，鸟儿没有
了自己的家，唉，我真难过呀!”

(四)寻找为地球爷爷治病的方法(出示生病的地球挂图)



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地球爷爷的病好起来?

幼儿分两组进行比赛。

“每个人想一种，最好和前面的小朋友说得不一样，你们每
说一种，老师就拿掉一块被污染的地球，看哪一组的小朋友
为地球爷爷治好的病多。”

(五)总结，自然结束

1.总结

2.自然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