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科学区角活动方案(精选5篇)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需要设定明确的目标，并制定相应
的方案来实现这些目标。方案能够帮助到我们很多，所以方
案到底该怎么写才好呢？以下是小编给大家介绍的方案范文
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班科学区角活动方案篇一

1.学习运用感官感知西兰花的外形特征及构造特点。

2.能积极参与探索和讨论活动。

活动准备

1.动画片：水果串(西兰花)

：西兰花

动画片

活动过程

一、观看动画片，激发幼儿兴趣。

1.动画片：水果串

2.提问：

--水果串漂亮吗?

--漂亮的水果串是用什么做成的呢?

--有哪些蔬菜和水果?



--中间插水果的想花朵一样的花叫什么花呀?

教师：看出来了吗?它是什么?

二、运用自己的感官，探索西兰花的特征。

1.探索西兰花的外部特征。

(1)出示西兰花，引起幼儿观察的兴趣。

教师：今天，我把这神秘的东西带来了，看，这是什么?

小结：它是一种蔬菜，它的名字叫西兰花，像花朵一样的蔬
菜可不多，

你还看过神秘蔬菜像花朵的呢?

(2)认真地观察，看看它长得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吧自己的发
现告诉大家。

引导幼儿看看、摸摸、捏捏、闻闻、掂掂，多方面感知。

叫师：你发现了什么?(鼓励幼儿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大家)

小结：西兰花看上去有点像球，，闻一闻有点清香，掂一掂
还有点重。

2.感知西兰花的内部特点

(1)认识西兰花

教师：西兰花的身体长什么样子呢?

小结：西兰花是绿色，我们看到的`西兰花是身长满小棵粒组
成花状，整体很像一个大花朵。



(2)幼儿动手剥西兰花。

教师：你发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小结：原来西兰花身体都是小颗粒似小球组成的。

3.感知吃蔬菜的好处。

(1)讨论蔬菜的好处。

教师：你还吃什么蔬菜?我们为什么要吃蔬菜呢?

小结：每一样蔬菜里面都有很丰富的营养，多吃西兰花，青
菜、菠菜……身体可以健康，

还可以防止感冒哦。

(2)欣赏用西兰花做成的菜。

ppt图片演示

三、活动结束

请幼儿中午吃饭时仔细品尝清炒西兰花。

(活动前教师以了解食堂中午的食谱里有清炒西兰花。)

中班科学区角活动方案篇二

1、用英语认读数字1—10，感受数字的丰富变化，数字的用
处大。

2、从周围生活中发现多种有趣的`数字，初步了解数字在生
活中的实际意义。



1、幼儿收集的有数字的物品。

2、电脑课件（打电话的情景）。

3、英语儿歌。

一、英语儿歌引出。

提问：说说这首儿歌里有哪些数字？

二、介绍生活中有数字的物品。

你收集的材料上有哪些数字，它们有什么作用？

（在此进行提升幼儿对数字的认识，如：食品袋上的数字代
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药瓶上不仅有保质期，而且还有剂量
等。我们生活中处处有数字，数字用处很大。它可以表示顺
序、日期、时间等。如果没有数字，生活就会变得乱糟糟，
甚至还会出事故呢！）。

三、给“哆啦a梦”打电话，引出不同数字的排列方式。

（出示三组数字相同但排列不同的电话号码，说说它们有什
么秘密吗？怎么知道哪个是“哆啦a梦”的？）

四、和“哆啦a梦”交朋友。

写下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大声告诉“哆啦a梦”（人机互动）。

中班科学区角活动方案篇三

1、了解豆子的生长过程，学习用图画的方式进行记录。

2、仔细、耐心地进行观察，养成做事有始有终的习惯。



3、通过种植观察活动，激发幼儿关爱植物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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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观察豆子成长的.记录

一、开始部分。

教师：小朋友们，你们在家里的时候有没有和爸爸妈妈一起
种植豆子呀?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回答)

二、基本部分。

1、教师陈列幼儿种植的豆子，引出观察兴趣。

(幼儿回答)

2、幼儿拿出自己的记录，互相说一说观察结果。

请幼儿展示自己的记录表，相互介绍豆子的成长过程。

教师:请你和同伴说说自己种的豆子是怎样慢慢长大的。

3、集体交流，帮助幼儿归纳豆子的生长过程。

请幼儿按照自己的记录介绍豆子的生长过程。

教师帮助幼儿归纳豆子的生长过程。

豆子——长出两瓣小芽——长出叶子——长高——开花。



4、引导幼儿找出豆子生长情况不一样的原因，激发幼儿关爱
植物的情感。

引导幼儿发现豆子叶子长得不一样。

教师：仔细看看，你们的豆子长得都一样吗?哪里不一样?

(幼儿回答)

5.讨论原因。

(2)请几个幼儿说说自己是怎样种的，为什么他们的豆子长得
不一样?

6.激发幼儿爱护植物的情感。

教师：我们应该怎样照料它呢?

(幼儿回答)

三、结束部分。

教师总结：豆子就像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每天都要来看它。
发现它干了应该给它浇点水，但水不能太多，否则会淹死。

中班科学区角活动方案篇四

1、观察光透过布或透明玻璃纸和皱纹纸形成的彩色光团及光
团重叠的变化。

2、能表达自己的发现及疑问，和同伴互相合作玩游戏。

3、培养幼儿对自然科学的兴趣。

1、红、黄、蓝、绿的玻璃纸、各色布、皱纹纸若干，大小能



覆盖手电筒口。

2、手电筒幼儿人手一个。

3、一段节奏强烈的音乐。

一、引发幼儿对活动的兴趣。

师：“小朋友，今天我要和你们玩一个很好玩的你们从没玩
过的游戏，好吗？”

教师打开手电筒，将光照射到活动室墙面上。

师：“小朋友，你们看到了什么？”

幼儿自由讲述。

师：“现在请你们猜一猜，如果在手电筒前面蒙上一块红布，
会怎么样？”

幼儿自由讲述。

二、幼儿尝试制作彩色灯。

师：“现在，请小朋友也来大胆地试一试。”

小朋友每人选择一张自己喜欢的彩色透明玻璃纸或一块布或
皱纹纸，覆盖在手电筒的镜面上。

幼儿尝试自己制作彩色灯，教师根据情况给予适当的帮助，
尤其是帮助能力稍差的幼儿也能尝试到成功的快乐。

幼儿可将自己的彩色灯打开，射到白墙面上，观察光团的.色
彩。



师：“小朋友，你们刚才是怎么玩的？发现了什么？”

引导幼儿大胆地自由地玩一玩，并可随意找好朋友讲讲自己
的新发现。

师：“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现用透明玻璃纸用布用皱纹纸
制作的彩色灯有什么不同？”

引导幼儿再次玩的兴趣和观察的兴趣。

师：“小朋友，你们想不想再玩一个新的游戏？”

教师装着神秘的样子：“色彩娃娃还有两个好朋友呢，它和
好朋友在一起时还会变成另一种颜色，你们相信吗？不信，
你们随便去找两个和你不同颜色的在一起玩一玩。”

引导幼儿两个或三个一组进行合作游戏。

启发幼儿移动各自的彩色光团，让三个光团互相交叉，部分
重叠，仔细观察光团重叠后发生的色彩变化让幼儿自由讲述，
请个别幼儿谈谈自己的发现和感受。

三、结束游戏。

最后，在一段节奏强烈的音乐声中，幼儿模仿舞台灯光师，
制造出活动、变化的灯光效果，全体幼儿跟着音乐的节奏和
灯光效果进行创意舞蹈的自编，也可请愿意上台表演的小朋
友进行表演，最后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本次活动。

中班科学区角活动方案篇五

蔬菜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有气味的菜孩子们都很
挑食，所以我特意选《认识洋葱头》生和熟进行计较，尝一
尝。让孩子们知道有气味的菜也这么好吃，营养一样的丰富。



【活动目标】

1.认识洋葱头。

2.通过多种感官刺激，感受洋葱头的气味。

【教学重点、难点】

1.认识洋葱头的形状、颜色、味道。

2.区分洋葱头生和熟的味道。

【活动准备】

1.菜刀、菜刀板各一个，篮子4个。

2.全班分成4小组，每组一份已经分好的洋葱头，以及各种蔬
菜。

3.一份烧熟的“洋葱头炒鸡蛋”。

4.音乐《买菜》。

【活动过程】

开始环节：出现教师手提菜篮从菜市买菜回来，并向幼儿介
绍各种菜的名称，最后出示洋葱头，并出示课题。

基本环节：

形状——颜色——味道

1、出示洋葱头，小朋友们你们认识知识什么蔬菜吗？(洋葱
头)它是什么颜色呢？（紫红色）请你摸摸看它的表面是什么
样的？（圆圆的、滑滑的、亮亮的）



2、下面我们来切洋葱头，看看它是怎样形成的，它是由一片
片叶子紧紧包在一起形成的。

3、闻一闻洋葱头有什么味道？（有异味、刺鼻子、刺眼睛）

4、请小朋友一起来品尝《洋葱头炒鸡蛋》，并教育孩子不要
挑食，每一样菜都有它丰富的营养。

结束环节：歌曲《买菜》

1.今天的天气真呀真正好，我和奶奶去呀去买菜。

2.操作活动，剥洋葱头。

延伸环节：各小组相互交流说说每种菜的吃法，有的吃里、
有的吃外、有的吃叶、有的吃根。

【教学反思】

通过本节认识洋葱头的教学，在整个环节的设计中我按照目
标层层递进，通过活动基本达成了我预先设定的目标，在这
节课我的教学流程安排我觉得很合理，时间分配也适合中班
的教学要求。课的设计比较新颖，幼儿们都积极的参与到教
学中，所以整节课幼儿学习气氛浓。从认识洋葱头的形状、
颜色、味道，然后到从外到内，再到闻一闻，尝一尝。时间
安排紧凑，幼儿没有时间去做与课堂无关的事。在操作活动
环节每位幼儿都得到了动手动口，相互交流，从而培养幼儿
合作交流的习惯。但是我觉得延伸环节做的不够理想，达不
到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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