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科学小制作活动方案(精选5篇)
方案是指为解决问题或实现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步骤和措施。
方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方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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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科学小制作活动方案篇一

生：黑色塑料袋。

师：不打开袋子，你知道它里面装的是什么吗?

生：不知道。

师：想一想，可以用什么方法知道这个袋里装的是什么?

生：可以用手摸。

生：用鼻子闻也应该可以。

生：我觉得还可以用舌头尝。

师：真聪明，如果老师现在就让你来确定这个袋子是什么的
话，你会怎么做?

生：先用手摸。

师：你为什么先选用用手摸这种方法?

生：我觉得比较简单。

师：可不可以先用鼻子闻或用舌头尝?



(学生自主的发生辩论)

师：对，不明的东西不能随便闻、随便尝，我们要注意安全。

师：我们每个组也有一个装有不明物的黑袋子，请小组长从
实验桌中取出来，组织小组同学闭上眼睛，用你们刚才想的
方法试试。

(小组成员在小组长的组织下进行闭眼摸物活动)

师：刚才同学们活动进行得非常认真，值得表扬。谁来说说
你用手摸准了哪些物体?

第2组：我们刚才用手一下子就摸出了荔枝，因为我们感觉到
荔枝比较小，而且表面很粗糙，。

生：还可以用鼻子闻。

(小组闭眼闻物活动)

师：闻到了什么?

第5组：我们这个组的小华特别喜欢吃苹果，一下子就闻出了
苹果的味道。

(其余各组各抒己见)

师：你的鼻子真灵敏。在用鼻子闻不清楚的物体时，鼻子离
物应该远一点，用手扇一扇，然后慢慢的吸气。

师：还有一些通过手和鼻子不能准确感知的，怎么办呢?

生：还有一种方法可选用，那就是用嘴尝味道。

师：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尝的。不



过，老师给大家准备的是干净、安全的东西，你们可以放心
尝。

(小组闭眼捏鼻尝物活动)

师：尝出了什么味道?是用牙齿、嘴唇尝的吗?

第12组：跟第2组和第5组一样，我们也是先确准了两种，我
们刚才用舌头尝出了梨子的味道。

师：哦，你们真棒，把袋子里的物体全认出来了。

小学科学小制作活动方案篇二

本课是小学科学三年级上册《风》的内容，通过本课的学习，
让学生通过积极参与、讨论和动手实验，认识空气流动就是
风，从而体会到风的大小、冷热，认识到大自然的风对人类
生活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学情分析

科学教学要实现教学的任务就必须对学生这一教学活动的主
体有充分的了解与分析。其中包括他们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
与特点;影响学生掌握知识、发展能力的各种因素;以学习动
机为核心的非认知因素以及学生集体对教学的影响。这样才
能有效地调整教师的教学，调整课堂设计，调整教学方法，
协调教学环境等等，实现真正意义上让学生发展的教学任务。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引导学生借助媒体的实验方法，推断空气流动可以形成风。

(2)通过对教室里的空气流动的探究活动，知道教室里的空气



也在流动。

(3)认识流动空气就是风，体验到空气流动得越快，风越大;
空气流动得越慢，风越小。

(4)能说出大自然中不同的风，并认识它们的好坏处。

2、过程与方法

(1)经历教室里空气流动的探究活动过程，体验空气流动就是
风的探究过程。

(2)能根据假想的答案，自行设计观察空气流动的方法，制定
简单的科学探究活动计划。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学生认识科学存在与周围世界，培养学生乐于研究周围世
界的科学精神。

(2)养成保持室内空气流动的卫生习惯。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

建立空气流动与风之间的联系，即“空气流动就是风”的真
正理解。

教学难点

借助观察受风影响的可见物运动情况来观察教室里风的运动
情况。



小学科学小制作活动方案篇三

教学目的：

1、通过讨论、分析活动，认识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联系——食
物链。

2、通过画、找食物链，认识食物网，意识到食物网反映了群
落和生态系统中的动植物间复杂的食物能量交换关系。

3、经历讨论分析的活动过程，提高归纳综合的思维能力，注
意在讨论分析活动中及时吸收别人的学习成果。

教学重点：掌握蔷薇花丛的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

教学难点：理解食物网所反映群落和生态系统中动植物间的
关系。

教学准备：学生活动手册。

教学过程：

一、引入

师：谁能说说蔷薇花丛里的小动物们吃些什么?

二、探究过程

1、讨论：它们谁吃谁?

(1)动植物之间有着怎样的食物关系?

(2)用简单的文字和箭头表示它们之间的食物关系。

树叶蚯蚓鸟



(3)分析这条食物关系，认识食物链，认识生产者和消费者。

(4)找出蔷薇花丛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其他食物链，写在活动手
册上。

2、水田里的食物网。

(1)看看水田里有哪些生物，你们能说出它们的名字吗?

(2)阅读竹林村的同学们写的观察报告。

(3)对照报告，看看他们记录的食物链。

(4)有没有他们没观察记录到的食物链?请补充记录在图中。

(5)回过头整体看一看水田里的生物之间的食物关系，你们有
什么发现?

(6)认识食物网。像这种错综复杂成网状的食物链就组成了一
个食物网。

3、扩展与思考。

(1)出示一组学生比较熟悉的生态系统，让学生找出其中的食
物链和食物网。

(2)让学生们观察身边的群落，画出一个食物网。

4、小结。

三、板书设计

小学科学小制作活动方案篇四

材料准备：气球两个、干燥的绒布(或绒毛衣)、细线。



制作方法：把两只气球吹满气，绑好以防止漏气，并用细线
连在一起。

实验操作：

(1)让幼儿手提细线的中间，会发现两只气球是相互靠在一起
的。

(2)让幼儿用干燥的绒布(绒毛衣)分别在两只气球上充分摩擦，
然后再提起线，会看到两只气球分开了。

指导建议：提醒幼儿摩擦时用力要适度，不要把气球弄破。

拓展与替代：把塑料绳扎成把，自上而下用手不断地捋，就
会看到塑料绳像花朵一样展开。

附：科学小知识

科学实验表明，物体因摩擦而带的电，不是正电就是负电。
与用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所带的电相同的，叫做正电;与用毛
皮摩擦过的橡胶棒所带的电相同的，叫做负电。相同的电荷
有相互排斥的特性，而不同的电荷会互相吸引。由于两个气
球被绒布摩擦后带上了同种电荷，所以会互相排斥，自然就
分开了。

幼儿园科学实验方案

小学科学小制作活动方案篇五

揭示课题：寻找时间的痕迹

二、探究过程

1、能够记录自己生长过程的生物。



(1)请学生介绍记录时间的事物。

2、寻找时间的痕迹。

(1)时间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你能不能从你周围的事物中寻找
时间留下的痕迹?

(2)小组讨论时间在哪些地方留下了痕迹，利用学生带来的物
品，全班汇报。

(3)参观学校(或教室)并记录时间在学校(或教室)留下的痕迹。

(4)交流并谈谈自己的感受。

3、小结。

三、板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