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科学领域活动设计 幼儿园
艺术领域活动方案(优质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幼儿园科学领域活动设计篇一

1、引导幼儿大胆地选用多种颜色在树干上添画树叶，继续培
养幼儿对色彩的兴趣。

2、发展幼儿的想象力。

1、人手一张图画纸，油画棒一盒。

2、带领幼儿欣赏秋季多彩的树叶，观察树叶的变化。

（一）通过故事《秋娃娃的礼物》启发幼儿的想象。

1、教师讲故事：秋娃娃带着七彩画笔来给树妈妈送礼物。它
飞呀飞呀，看见枫树妈妈，它拿出了红画笔，围着枫树妈妈
转呀转呀，枫叶变红了，枫树妈妈换上了红衣裳（出示红枫
叶）；它看见了银杏树妈妈，就拿出黄画笔，围着银杏树妈
妈转呀转，银杏树叶变黄了，银杏树妈妈换上了黄衣裳（出
示银杏叶）。绿衣服送给松树妈妈，桔黄色的衣服送给梧桐
树妈妈（出示桔黄色梧桐树叶）……。秋娃娃飞呀飞呀，大
树妈妈都换上了新衣裳。

2、教师提问：秋娃娃给大树妈妈的礼物是什么？你们愿意帮
助秋娃娃，给大树妈妈穿上彩色的衣裳吗？幼儿回答。



（二）引导幼儿通过添画彩色的树叶，给大树妈妈穿衣裳。

教师：我们怎样给大树妈妈穿上新衣服昵？你想让树叶娃娃
变成哪些颜色？（启发幼儿给大树妈妈画上各种颜色的树
叶）；给树叶娃娃涂颜色时要先画好树叶轮廓再均匀地涂色，
不要涂到线外面，涂好一片再换颜色。树叶要靠近紧大树妈
妈。比比看，谁给大树妈妈穿的衣服最漂亮。

（三）幼儿作业，教师巡回指导。

1、鼓励个别能力较差的幼儿大胆使用颜色及均匀涂色。

2、提醒能力强、速度快的幼儿多画些树叶娃娃，靠紧大树妈
妈。

（四）展览幼儿作业，供幼儿欣赏。

让幼儿看一看，说一说哪棵大树的衣裳颜色最漂亮，涂色最
均匀。

幼儿园科学领域活动设计篇二

1.使幼儿知道树木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懂得爱护树木。

2.教育幼儿爱护花草树木，促使其逐步养成环境保护的意识
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3.发展幼儿的观察、分析、判断、思维及语言表达能力。

：了解和掌握树木对人类的作用。

：懂得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养成爱护树木良好行为习惯。

(一)引导幼儿表演歌曲《大树妈妈》，引导幼儿讨论：



刚才小朋友表演的大树妈妈真好，小朋友们知道大树妈妈给
我们带来了什么作用吗?

以谈话的形式引出活动内容。

(二)教师出示表现环境的两幅图，请幼儿观察图片，认识树
的作用。

1.美化环境的作用。

(1)这两幅图你喜欢哪一幅?为什么?(有花草树木……)

(2)如果这两个环境不同的地方让你选择，你愿住在哪儿?为
什么?(环境美……)师：(指甲图)树木(花草)可以把周围环境
打扮得非常美丽，是人们心情舒畅、愉快，这是树的一个作
用。这种作用我们能用一句话说出它叫什么吗?(小朋友讨论、
发言)小结：这种作用我们叫它“美化环境”(幼儿学记)。

2.净化空气的作用。

(1)这两幅图片里的工厂的上空有什么不同?(乙图冒着许多黑
烟，甲图冒着淡灰色烟)

(2)(指乙图)如果你从冒黑烟的地方走，会有什么感觉?(呛嗓
子、咳嗽)

(3)一阵风吹来，黑烟灰随风飘落，周围的环境会变成什么样
子?你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吗?为什么?(幼儿讨论)。

师：是啊，如果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就会呛的咳嗽、
恶心。时间长了，还会生好多疾病呢。

(4)小朋友再看，(指甲图)树多的地方，空中冒的烟为什么不
黑呢?(幼儿讨论)师：原来，人们发现了一个秘密，树多的地
方，空气特别新鲜，经过科学家研究发现，树木可以吸收有



害气体和烟尘，排除氧气，使空气变得新鲜干净。于是，人
们就在工厂的周围种了好多树。小朋友，这又是树的一个作
用，你能说出这叫什么作用吗?(启发幼儿讨论)小结：树木能
吸收有害气体和烟尘，排除氧气，能使空气变得新鲜干净，
这种作用叫“净化空气”(幼儿学记)。

3.调节气候的本领。

(1)观察图上的人，在树下的人感觉会怎么样?(在树下的很凉
快)没在树下的人感觉又会怎么样?(这边没有树，太热了)

(2)为什么有树的地方就会凉快呢?这又是树的.一个作用
呢?(幼儿讨论)小结：原来夏天天气炎热，树木里的水分大量
蒸发，带走一部分热量，它像空调一样可以使温度有高度变
低，这种作用叫“调节气温”(幼儿学记)。

(三)防风、防沙、防洪的作用。

教师讲述《大森林的故事》：

聪明的小朋友，村子被风吹垮了吗?被洪水淹没了吗?被沙子
埋了吗?提问：村子被风吹到了吗?(没有)被沙埋了吗?(没有)
被洪水淹没了吗?(没有)那么，小朋友想想树还有什么更大的
作用?(防风、防沙、防洪)

(四)复习巩固树的作用通过启发提问，使幼儿加深印象，说
出树的几种作用。

(五)游戏：“我是小法官”看图片探讨人类对树的破坏与保
护。

(六)律动：学种树师：小朋友，我们知道树的作用那么大，
它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我们要多种树，让我们一起种树吧。



音乐起(律动)，幼儿随教师动作挖坑、栽树、浇水，小树发
芽长大，小朋友高高兴兴拍手、跳舞。

附故事：

幼儿园科学领域活动设计篇三

1、认识"株、兔"，理解"守株待兔"的含义，知道"不劳而获
是不会成功的"。

2、通过猜字的形式，初步感受玩字的'乐趣。

3、续编成语故事，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就会有所收获。

字卡、动画片"守株待兔"、勾线笔及白纸活动过程：

一、通过猜字，认识成语"守株待兔"教师出示画面，引导幼
儿猜测后面躲得是什么字?认识"株、兔""守株待兔"是什么意
思呢?我们一起来看动画片就知道了!

二、通过动画片结合具体的问题引导幼儿理解"守株待兔"的
含义。

1、谁在什么地方见到了野兔?

2、见到野兔以后他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3、他能等到野兔吗?为什么?幼儿猜想。

根据幼儿出现的情况分组讨论：

1、能等到

2、等不到双方说出自己的理由。



教师及时总结，突出重点：他坐在树桩旁等呀等终于等到了
野兔、他坐在树桩旁等呀等最后还是没有等到野兔他到底有
没有等到野兔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继续播放至结束)

3、他等到了吗?为什么等不到呢?

4、他没有等到野兔，反而怎么样了?

教师总结，重点突出：他坐在树桩旁边等呀等，庄稼也死了，
人也瘦了，最后一只野兔也没有等到。"守株待兔"这个成语
告诉我们不经过努力和辛勤劳动，是不会获得成功的。

5、你认为他应该怎么做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延伸活动：通过绘画续编成语故事"守株待兔"游戏：

幼儿园科学领域活动设计篇四

1能大胆的在竹筒上进行装饰。

2体验创作活动的乐趣。

3让幼儿体验自主独立创新的能力。

4激发幼儿感受不同的艺术美，体验作画的乐趣。

5喜爱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

颜料笔竹筒范例。

活动过程：

1谜语导入：空心树，实心芽，千年不结子，年不开花。

师：今天啊，老师要请小朋友来猜一个谜语，小朋友细细的



听好喽！（幼儿自由猜）

2出示旧竹子。

师：小朋友真棒。这么快就猜出来了。老师这里啊有一些竹
子，你们觉得好看吗？

“怎么让它变的好看呢？”（幼儿举手回答问题）

师：小朋友想了这么多办法，老师觉的都很好，今天呢我们
学习一种新的绘画方法——————竹筒画，就是在竹筒上
话画画。

3出示范例。

师：瞧，好看吗？你们知道老师用什么办法来装饰的吗？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竹筒（点线面）

——————这几个竹筒又是怎么装饰的呢？（风景房子春
天）

——————再来看看这个竹筒又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上下对称）

——————还有一个呢？我们看看（色块）

（欣赏过程中，有区别的引导幼儿进行比较观察）

师总结：哦，原来我们可以用我们画线描画的方法用点线面
来装饰，还可以把我们自己喜爱的图案风景关于春天的一些
故事画上去，也可以用对称大色块的方法进行装饰。

4幼儿构思作画，教师观察指导。



师：假如你来装饰的话，你打算怎么装饰呢？（个别幼儿进
行简单回答）

师：我知道每个小朋友都很想去尝试了，但在小朋友装饰前，
老师有几个要求：

竹筒画和在纸上画画不同，把它竖起来画，边画边转。

在装饰时，要注重颜色的搭配。

肃静的在自己的座位上画画，不要走来走去。

5作品欣赏。

师：你觉得哪个竹筒装饰的美丽？为什么？

6拓展活动。

师：竹子不但可以用来画画，还有很多用处，你们知道吗？
我们可以用她来演奏歌曲呢。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

幼儿园科学领域活动设计篇五

1.学习边念儿歌边玩手指游戏。

2.理解儿歌内容，感受儿歌的趣味。

3.体验与小朋友一起游戏的快乐。

1.准备一些幼儿在幼儿园游戏的照片。

2.活动前在班上反复插放儿歌录音，使全班幼儿熟悉儿歌内
容。

3.根据儿歌内容，与配班教师排练好动作，并制作好动作示



范图。活动过程

1.请教师和幼儿一起观察幼儿在幼儿园游戏的照片。：

请幼儿看一看小朋友在幼儿园游戏的'照片。

教师：照片里有谁?他们在干什么?谁是你的好朋友?

2.教师边有感情地朗诵儿歌边做示范动作。

说到“金钩钩，银钩钩，请你伸出小指头”时，主班教师和
配班教师分

别伸出左手和右手的小指动一动。

说到“结结实实勾一勾，勾一勾，点一点”时，两位教师把
小指互相勾

一勾，点一点。说到“一起唱歌又跳舞，我们都是好朋友”
时，两位教师互相拉手，拍手。

3.教师与幼儿边念儿歌边玩游戏。

教师边说儿歌边做动作，配班教师出示相应示范图，幼儿尝
试边说儿歌边

做动作。两个幼儿一组，说儿歌玩游戏。

鼓励幼儿互换好朋友，边说儿歌边玩游戏。

幼儿园科学领域活动设计篇六

1、认识中国地图和江西省地图，并能从中国地图上指认出江
西省的位置。



2、知道江西4-5个主要的市区名称及位置。

3、感受中国地图和江西省及其各地市地图轮廓像什么，发展
幼儿的想象力。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中国地图和放大的江西省地图，幼儿用书，练习册。

1、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江西的小朋友，你知道自己是江西哪
个地方的人吗?

2、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经验进行回答。

1、出示中国地图：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它是哪个国家的地图?
像什么?(不强调固定答案。)

2、有谁知道咱们江西省在什么地方?请上来指一指。请几位
幼儿依次上来指认江西省所在的位置，最后老师用手指描画
出江西省的轮廓。

3、江西的地图轮廓像什么呢?(启发幼儿大胆想像，幼儿在说
像什么的时候，还要请幼儿说清“从什么方位看，头在哪里，
身体、尾巴等在哪里?”)

1、出示江西省放大的`地图：刚才我们知道了江西是中国的
一个省份，是“鸡妈妈身体上的一个部分”，老师这里还有
一张放大的江西省地图请你们看一看。

3、幼儿尝试在地图上找出自己所在地的位置，并集体验证。

5、幼儿讲出自己知道的城市，并试着在地图上指一指。在幼
儿指认后，老师告诉幼儿正确答案，带领幼儿念一念地名，



如新余、景德镇、南昌、吉安、赣州等。

6、请你找一个你喜欢的地区，然后说说它的轮廓像什么?幼
儿根据自己的想像回答。

7、小结：刚才小朋友把各个地区的轮廓想像成各种各样的东
西，动物或植物，都很像，我相信，你们还会想象出更多的
东西。

引导幼儿打开幼儿用书，老师在大图上指出某一个地区，请
幼儿在幼儿用书上找到相应的地点，并回答出它叫什么地名。

幼儿园科学领域活动设计篇七

对于小班第一个学期的孩子来说，最明显的个性特点就是
以“自我为中心”。根据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他们还不懂
得去关心、帮助他人，更没有那种团结互助的意识。本次设
计的活动主要是通过故事、情景表演和游戏来激发小班幼儿
学习儿歌的'兴趣，跟老师学念儿歌，并在游戏中感受儿歌的
含义。在活动中同时培养幼儿团结互助的精神，并且让幼儿
初步懂得在遇到困难时怎样解决，同时学会关心他人、帮助
他人，初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小蚂蚁搬食物》

1．初步学习运用感官感知理解图片的内容，让幼儿能理解图
片中的相互关系，使幼儿在游戏中体验到学习儿歌的乐趣。

2．初步培养幼儿在活动中乐意与同伴交流，团结互助的精神。

1．两幅画图（蚂蚁搬运食物），设一个蚂蚁洞；

2．音乐磁带《蚂蚁》；



3．蚂蚁头饰若干，制作蚂蚁食物替代物：各类球。

1.出示图片引入课题

（1）教师出示小蚂蚁图片，并跟小朋友打招呼问好：小朋友
们好！你们知道它是谁吗？（幼儿：小蚂蚁）教师：对了，
今天小蚂蚁呀来跟我们一起玩游戏，你们欢迎吗？在玩游戏
之前小蚂蚁想请小朋友来看看这幅画。

（2）教师出示第一幅图让幼儿观察：一只小蚂蚁看到一颗很
大的豆，在想办法怎样搬回家。

教师：提问幼儿看到了什么？看到小蚂蚁干什么？请幼儿仔
细观察图片回答问题。

提问：“小蚂蚁在搬什么呢？它能搬起来了吗？为什么？”

幼儿园科学领域活动设计篇八

1、能在掌握诗歌内容的基础上初步理解诗歌的寓意。

2、能大胆地朗读诗歌。

3、激发幼儿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4、引导幼儿在诗歌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大胆的'猜猜、讲讲、动动。

1、户外散步时观察牵牛花，狗尾巴草，

2、教学挂图

1、谈话引入主题：“你知道的牵牛花，狗尾巴草是什么样子
你喜欢他们吗?为什么?



2、结合教学挂图，教师朗读诗歌，提问：

(1)、为什么“我”喜欢牵牛花，牵牛花是怎样的?

(2)、为什么“我”爱狗尾巴草，尾巴草是怎样的?

3、幼儿学习朗诵诗歌，鼓励幼儿有感情地朗诵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