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科学领域教育方案及措施(大
全8篇)

游戏策划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它需要考虑游戏的核心玩法、
剧情设定、关卡设计等方方面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
年会策划实战经验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大班科学领域教育方案及措施篇一

1、让孩子初步了解植物的生长离不开土壤，土壤中有水、空
气、腐烂物成分，能供植物茁壮成长。

2、引导幼儿不能乱扔垃圾，应保护土壤，树立环保意识。

二、活动准备

连根的干枯的白菜、花，一盆鲜艳的花，玻璃石棉网、酒精
灯、废塑料、废电池。

三、活动过程

（一）、植物离不开土壤

1、教师带幼儿用小铲在草地挖出一块带土的草，请幼儿观察
小草的根长在哪里？（土壤里）是谁养育了小草？（土壤）

2、教师出示连根的干枯的白菜、花，请幼儿观察：“白菜和
花怎样了？”（干枯了）“白菜和小花为什么会干枯？”
（因为它们的根离开了泥土）

3、教师出示盆花：“这棵小花为什么开放得这么鲜艳这么
好？”请幼儿观察，回答问题。（因为它的根长在土里）



4、小结：很多植物生长在泥土中，离开了泥土，植物就会干
枯死掉。

（二）、土中有什么？

1、教师出示刚取出的泥土，请幼儿摸一摸，是干土还是湿土？
（湿土）这说明泥土里有什么？（水分）

2、教师抓一把干泥土放入有水的玻璃缸中，边放边请幼儿仔
细观察，“水中出现了什么？”（有气泡上升）“这说明泥
土中有什么？”（空气）

3、教师抓一把干泥土，撒在石棉网上，然后在酒精灯上加热，
请幼儿观察：“你发现了什么？”（泥土冒烟了）“这说明
了什么？”教师把泥块掰开，发现泥土中有腐烂的树叶、草
等腐烂物，所以会燃烧、冒烟。

4、引导幼儿根据以上情况，讨论得出结果：植物能在土壤中
生长，是因为土壤中有水、空气和肥料。同时人类的衣、食、
住、行都和土地、植物密不可分，（例如：粮食、房屋、家
具、服装、交通工具等等）所以，土壤对植物和人类都很重
要，我们要保护土壤。

大班科学领域教育方案及措施篇二

1、引导幼儿感受发现风的大小、探究和判断风的方向，并尝
试制造风。

2、初步了解风的利与弊，引导幼儿从小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

活动准备

1、课件：图片—蓝天山的风筝



2、物品：吹风机、扇子、风车、棉花等。

活动过程

一、图片导入，激发兴趣。

1.出示图片：蓝天上的风筝

教师：小朋友，你们看看天上飞的是什么？（风筝）

谁能说说怎样才能让风筝飞上天呢？

（引导幼儿说出有风的情况下，风筝才能飞上天。）

教师：我们从哪儿可以看出有风呢？你怎么知道有风？

（教师用扇子在幼儿的面前扇一扇，感受风。）

二、展开

1、感受发现风力

教师：你们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

（1）在对微风进行探索的基础上，激发了孩子关注风力变化
的积极性。

（2）通过图片感受中级风、大风。

教师：风有风级，不同的风级表示风的大小不同，人的感受
也不同。

2、探索判断风向

（1）教师：天气预报说今天是北风，这是什么意思？



（北风就是从北边来，是风向。）

用什么方法判断？引发孩子的讨论。

（2）到户外进行观察活动。

如：观察旗杆上的国旗飘动；让孩子将羽毛、塑料球放在操
场中间，让它们随风滚动……

让孩子通过活动，真正明白“风真的从北边来”。

（3）了解风是有方向的这一特征后，鼓励孩子想办法把“风
向”记录下来。

展开讨论：怎样记录风向

可以标汉字，也可以标箭头，记录不求精确，只要初步学习
使用科学的记录方式。

3、尝试制造风的方法

教师：（出示风车）这些风车在活动室能玩吗？

怎样才能让风车转起来呢？

三、结束

让孩子逐步发现风能帮人类做许多事情，利用风可以发电、
传播种子等等，但也会给人类带来危害。

大班科学领域教育方案_幼师必备科学活动方案集锦

大班科学领域教育方案及措施篇三

1、引导幼儿认识、了解警服、医生等工作服。



2、了解职业服装的特点、用途，以及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活动准备】

1、趣味练习：职业和物品的连接游戏

2、课件：图片-警察，医生，运动员等。

【活动过程】

1、谈话引出话题

教师：今天你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感受怎么样?

(请幼儿互相交流。)

2、为什么要穿衣服?

教师小结：衣服不仅可以保暖，穿了漂亮，它还有一个很大
的本领，衣服会“说话”，

你看见有人穿了一件衣服，就知道他是做什么工作。

3、观察、了解不同职业服装。

(1)观察警察叔叔的服装，看看和一般的衣服有什么不一样。

(鼓励幼儿大胆讲述自己的发现。)

(2)观察、发现医生工作服的特点。

4、通过图片观察周围人们的工作服装。

厨师，教师，警察，军人，消防员，运动员，飞行员等。



5、趣味练习

看一看这些职业并把和职业相关的物品连接起来。

大班科学领域教育方案及措施篇四

活动目标：

1、学习清楚连贯的表达自己的见解，同时专心倾听同伴的讲
话。

2、在迁移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说出喜欢爸爸妈妈的理由。

3、主动关心自己的父母，逐步养成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

活动准备：

幼儿全家合影一张，实物展示仪。

活动过程：

1、幼儿人手一张全家福照片，介绍家庭成员。

——用实物展示仪放大幼儿的照片，请幼儿介绍自己的爸爸
妈妈，引导幼儿讲述父母的主要特征。

——你喜欢你的爸爸妈妈吗?为什么?

2、与同伴自由交谈。

——向朋友介绍一下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的?你喜欢爸爸、妈妈什么方
面?你为什么喜欢他们?



——鼓励幼儿清楚连贯的表达自己的见解，同时专心倾听同
伴的谈话。

3、启发幼儿在集体中进行交谈。

——教师引导幼儿讲述“我喜欢的爸爸妈妈”。

——教师用提问的方式引导幼儿谈论“我喜欢的爸爸妈妈”。

——鼓励幼儿按照教师提出的思路，大胆地讲述自己的爸爸
妈妈。

4、引导幼儿想象如何表达对爸爸妈妈的爱。

5、师生演唱歌曲《画妈妈》。

——引导幼儿替换歌词仿编歌曲唱一唱歌曲《画爸爸》。

在活动中，鼓励幼儿向同伴介绍自己的爸爸和妈妈、大胆地
将自己的甜蜜与他人分享。

大班科学领域教育方案及措施篇五

1.了解小手的功能，认识小手的多种作用。

2.探索双手活动的丰富性，提高手的活动能力。

3.体验双手活动的趣味性，增强相应责任意识。

4.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准备



1.布置娃娃家场景。

2.一幼儿在家、在园的劳动录像。

3.“我有一双小小手”的音乐等。

活动过程

一、通过问候、游戏，导入课题

师：小朋友，今天来了很多客人老师，请大家举起小手，跟
大家打个招呼吧!

幼儿一边挥手，一边说“客人老师好!”

师：咱们一起来玩个“五门开开”的手指游戏吧。

幼儿五指相对开始游戏：一门开开进不来，二门开开进不来，
三门开开进不来，四门开开进不来，五门开开请进来!

(评析：幼儿园是以游戏为主导活动，对小班孩子来说，突出
游戏尤为重要。老师一开始就请幼儿举起小手跟客人老师打
招呼，巧妙地与本活动的主题“能干的小手”相呼应。接着
在老师的提议下，师生一起玩对本责任培养的一种阐述，进
而再一次紧扣主题，彰显了手的能干。)

三、通过演示交流，了解“人人都有一双会说话的手”

教师边说边用手势表示：给整理玩具的小朋友送个大拇指，
你们能按颜色标记来分积木，真棒!给整理图书的小朋友送
个“ok”，你们能按大小标记把书分开来放，真好!给整理衣服
的小朋友送掌声，你们不但把衣服裤子分开来，而且还叠得
很整齐，真能干!



师：娃娃家妈妈说谢谢小朋友!

幼：不用谢!(边说边摆手)

师：刚才小朋友得到了大拇指、掌声，得到了“ok”，开心吗?
那老师的大拇指、掌声、ok表示什么呀?(真能干!真棒!)

师：原来老师的手还会讲话呢，你们的手会说话吗?

幼儿自主交流，并不断变换手势。

师：请小朋友用小手做个动作，摆个姿势，让老师猜猜，你
用小手说了什么。

游戏“我说你猜”。师：刚才，小朋友做，老师猜，现在老
师也来做一做，请小朋友猜一猜吧。

师：刚才，老师小手伸一伸——请进，小手按一按——
请“安静”，小手变一变就“ok”，手指举一举——耶!小朋友
一下子就猜对了，原来，我们的小手真神奇，我们都有一双
会说话的手，我们也一起来用小手学一学说话吧。

幼儿集体跟老师练习一遍，边说边用手势来表现。

(评析：本环节，教师先通过用不同的手势给予幼儿不同的表
扬，一方面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快乐，另一方面为老师承上启
下的自然过渡埋下了伏笔，使幼儿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一学、
说一说、动一动，体验了小手会说话的神奇效果。进而对手
的功能、作用进行了有效地拓展，丰富了孩子们的经验，让
幼儿轻松地理解并初步掌握了手势在生活中应用的广泛性、
多样性及趣味性。)

四、通过歌表演，了解“人人都有一双会表演的手”



师：小朋友的小手真能干，让我们一起来夸夸我们的小手
吧!(播放伴奏音乐)

幼儿歌表演：我有一双小小手。

师：小朋友们都有一双能干的手，会游戏、会劳动、会说话，
还会表演，会做的事情真不少，以后我们要多用自己的小手，
使自己变得越来越能干。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的活动该结束
了，举起我们的小手跟客人打个招呼吧。

幼儿边高高举起小手边说：“客人老师再见!”

课间活动时间到了，在教师的提议下，幼儿兴致勃勃地玩起了
“给小动物涂色”“折纸飞机”“拼图”等动手操作的区域
游戏。

(评析：通过歌表演再一次彰显了小手的能干，同时把本次活
动又一次推向了高潮。课间活动时，幼儿在操作区的继续探
索依然意犹未尽，“我们都有一双能干的小手”的意识已悄
悄地渗入了孩子们的心田。)

大班科学领域教育方案及措施篇六

活动目标：

1、懂得食物的味道有酸甜苦辣。

2、通过观察、探索、操作，让幼儿明白劳作的乐趣。

3、培养幼儿对家长协作的精神。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准备：

各式各样红色食物、电饭堡、电炒锅、榨果机等烹饪材料。

活动过程：

1、介绍红色食物以及烹饪道具、材料。

2、讨论：食物有哪些味道(酸甜苦辣)

3、学唱“酸甜苦辣”歌。

4、介绍简单的水果拼盘的制作。

5、请家长协助幼儿用各式各样的烹饪材料制作“红色食物”

6、品尝“红色食物”

7、记录卡

8、活动延伸：帮助家长在家共同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大班科学领域教育方案及措施篇七

教学目标：

1、在游戏活动中引导幼儿体验团结合作的重要。

2、帮助幼儿在游戏中获得合作的直接经验：培养合作精神。

3、参与集体活动，感受到集体力量大。

4、体会集体合作游戏的快乐。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教学准备：

1、悬挂果子的果树(果子有高有低)，水果篮两个，果盘8个。

2、各种易拉罐、塑料瓶、胶合板，彩旗两面。

3、录音带，背景图一幅。

教学过程：

一、合作的重要

1、教师：“秋天到了，教师带你们到果园里去摘果子。

2、幼儿随音乐进入场地摘果子，教师引导幼儿合作摘。

3、幼儿休息，教师提问：你们是怎样摘到高处的果子的?(引
导幼儿说出每组摘果子的方式)

二、集体的力量大

1、教师请一名男孩，几名女孩把各自摘到的果子分类。

2、提问：为什么男孩子分得慢，女孩子分得快?(男孩人少，
女孩人多)启发幼儿说出：“一个人的力量小，集体的力量
大”

3、教师提议为水果盖储藏室。提问：工人叔叔是怎样盖楼房
的?(引导幼儿说出大家一起干)

4、教师提供材料，启发幼儿商量怎样用这些材料来盖楼房

5、幼儿分成男、女两组合作盖楼房(体验合作成功的喜悦)

三、团结合作



幼儿游戏：抢救难民

方法：幼儿分组蹲下，一个搂一个腰形成一条船，向前行进
抢夺小红旗。

四、活动延伸

启发幼儿一起合作(拼、画、粘贴)。

大班科学领域教育方案及措施篇八

设计意图：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孩子都喜欢出去旅游，每次旅游回来都
希望把自己见到的、好玩的事情说给老师、小伙伴听。结合
孩子的需要和兴趣，我班开展了“快乐的旅行”这一主题。
随着活动的不断延伸，一次孩子们在进餐中窃窃私语，老师
蹲下身仔细倾听孩子的对话，才知道他们有一个新的“发
现”：食物在肚子里会“旅行”吗?多有趣的问题呀!孩子们
都关注着呢。

《纲要》指出：科学教育应密切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进行，
利用身边的事物与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生活中有多种
多样的食物，孩子们总是吃不够、说不完。为满足孩子们的
好奇心和探究愿望，“食物的旅行”主题活动由此生成展开。
为体现新课改精神，我们以整合的观念，目光短浅是让幼儿
在认识人体的消化器官，了解食物的消化过程的同时，重点
知道胃与身体健康的关系，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同时
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及合作能力。为使活动真正引发幼儿参与
的兴趣，我注意灵活采用教法：首先设置问题情境(从孩子们
好奇心入手——“吃下去的东西哪去了?”)观察法(用孩子的
眼睛去发现——食物在人体里的消化过程)操作法(以孩子喜
爱的操作形式展开——动手动脑拼图、“构建”消化系统图)
等等。为更好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我们充分发挥多媒体



教学手段的作用，亲手制作课件，使学习活动更为具体生动
且有趣味性。

教学目的：

1、认识人体的主要消化器官，了解食物的消化过程，重点知
道胃与身体健康的关系。

2、加深幼儿对身体的了解，提高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3、培养幼儿观察力及合作能力。

教学准备：

1、多媒体课件，人体消化系统卡片数套，小兔布偶一个，食
品、白板纸、油画棒、大小塑料软管等材料若干。

2、课前与爸爸妈妈讨论及查找有关资料。

3、主题环境创设(人体模型、人体各结构图等)

教学过程;

一、教师与幼儿每人吃一块萝卜片，谈话关提出问题让幼儿
猜测，引出课题“食物的旅行”。

1、讲述故事“萝卜的旅行”。

2、利用小兔布偶，重点提问：萝卜都经过了哪些地方?

二、幼儿自选食品(糖、饼、果等)，再次体验食物在身体里
的感受。

三、认识主要消化器官，了解食物的消化过程。



1、教师演示课件，帮助幼儿认识消化器官的名称。

2、重点讲解胃与身体健康的关系：让幼儿明白不良饮食习惯
对胃的伤害。

3、结合幼儿生活经验，引导幼儿讨论：辨别哪些是健康的饮
食行为?哪些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教育幼儿要有自我保护的
意识。

四、分组操作活动：加深对人体主要消化器官的理解。

1、分组玩拼图游戏。幼儿利用小卡片，合作拼成一幅完整的
人体消化系统图。

2、部分幼儿躺下将人体外形轮廓勾画出后，自主选择大小、
长短不一的塑料软管等材料(做食管、胃、小肠、大肠等)。

3、分享交流：教师与幼儿共同将做好的人体消化器官图布置
在室内主题栏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