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科技小组活动记录表 小学科技
兴趣小组活动计划(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科技小组活动记录表篇一

以培养学生科学兴趣和创新实践能力为重点工作和主要目标，
向学生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形成
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全面提高学生的科技
素养，为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推动我校科普发展，
特制订20xx―20xx学年科技兴趣小组活动计划：

1、培养学生探究性和不断钻研的学习习惯。发展学生的兴趣
爱好与特长。

2、培养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使学生对失败有承受力，有顽
强拼搏精神。

3、使学生初步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建立科学的信念，培
养创新意识。

4、通过各种科学探究活动，学习和运用科学的客观标准和准
则，学会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完成
任务的能力；社交活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组织工作能力；
搜集和处理资料的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力。

5、通过小实验和各种研究活动，掌握科学观察的方法，培养
解决实际问题、动手实践的能力。初步学会科学实验的方法，



具有一定的实验能力。

科技兴趣小组主要以“专题讲座”、“观看科教片”、“科
技小发明”、“科技小论文”和“科技实践”等方式开展活
动。每次活动后填写“兴趣小组活动记录表”。

科技兴趣小组的活动时间为：周一至周五的中午大休息。

科技兴趣小组的主要活动地点为：学校科学实验室、操场等。

（一）辅导内容安排

第一阶段专题讲座及观看科教片

组织学生参加理论教育讲座和观看科教片，通过讲解相关科
技知识及历年获奖作品创意。观看别人的科技作品，提高自
己的科学技能，使学生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为即将进
行的科技活动指明方向。指导撰写科技小论文等。

第二阶段科技制作（趣味制作）

通过制作和展示各种小发明，培养学生的识图能力和各种工
具的使用技巧，提高动手能力。

第三阶段面向生活――家庭科技实践活动

改造我们生活、生产、学习常用的工具，目的是使我们用起
来更方便、快捷。使学生能应用知识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
问题。参与家庭种植、养植活动。

第四阶段科技实践――小发明（创新设计制作）

自己设计并制作作品上交，并附写创意说明书。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和意识，帮助学生实现可行性高的一些创造。



小学科技小组活动记录表篇二

新学期伊始，教学工作也将全面展开，为进一步推进全校的
美术教学工作，培养优秀的美术人才，特制定美术活动小组
计划如下：

一、学生分析：

凡在美术兴趣小组的学生都是绘画的爱好者，而且他们也具
有一定的想象力、思维力、表现力，对外界事物都有一定的
感知。在这部分学生中，潘雨柔、耿诗琪等学生是比较有代
表的学生，他们的作品用笔大胆，想法创新，可以带动其他
的美术爱好者，也有少部分学生基础差，对美术知识掌握极
为缺乏，需要教师对他们进行精心辅导。总之，这些学生都
是各班美术方面较好的，能促进各班的美术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活动奋斗目标：

在本学期，通过对美术特长生的培养，使学生能掌握一定的
技能、技法，力争在各级比赛中获奖，培养优秀特长
生20—28名。

三、措施要求：

（1）做好组织工作

在学生自愿报名参加的基础上，要挑选各班有一定美术基础、
成绩较好的学生参加。要选出有工作能力、成绩也好的学生
担任组长。兴趣小组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骨干
力量。

（2）安排好活动时间和活动地点

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一般情况下每周组织一次，要坚持课



余活动的原则。在活动中有组织、有计划、有纪律，不同年
级的学生有不同的活动内容，各年级分出小组，统一组织活
动。

（3）订立必要制度，抓好思想工作

要教育学生自觉遵守学习制度，准时参加美术学习。明确学
习目的，培养勤奋好学，积极进取的精神，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每次活动做到有目的、有任务、有展评，在学期结束
时，要举办全校性的美术作品展览会，展示学生的学习成果。

四、活动安排

（略）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小学科技小组活动记录表篇三

一、指导思想：

在素质教育方针指导下，提高学生各方面素质，拓宽学生的



知识视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学生对科学奥秘的探究
意识，进一步推进学校科学教育工作，传播科学知识，培养
科学精神，激励科学创新，提升学校综合实力。

二、 活动目的：

1. 学得开心，玩得开心。在学习中培养兴趣，在游戏中学习
科学。

2.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创新进取的科学素养。

3. 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

三、活动时间及地点：

1、时间：课外活动时间

2、地点：科学实验室。

四、活动内容：

选取较简单的实验，准备好实验材料，创造机会让学生动手
做实验，让学生参与其中，亲历实验过程，真正经历科学学
习过程。

五、具体活动安排：

本学期由于是刚组建兴趣小组，学生年龄结构大，水平不一
样，所以将活动内容初步定为“阅读科技类报刊杂
志”、“观察鲫鱼的嘴一张一合是在喝水吗”、制作呼吸模
型”由三、四年级的学生进行练习和创作，五，六年级活动
内容定为制作，小天平，科学幻想手抄报，制作太阳能热水
器，水火箭的制作等，老师进行辅导，一起确定创作的主题，
争取到期末活动时学生要创作出一幅较完整的作品。



九月， 1阅读科技类报刊杂志。

2观察鲫鱼的嘴一张一合是在喝水吗

十月， 1制作呼吸模。

2科学幻想手抄报 。

十一月， 1制作小天平。

2阅读科技类报刊杂志 。

十二月， 1阅读科技类报刊杂志。

2制作太阳能热水器。

元月， 1水火箭的制作。

2整理科学成果。

六、活动措施：

1、根据不同的实验内容，开展丰富多彩的实验活动。老师可
减少不必要活动前准备，多让学生自己进行准备，选取最适
合的实验材料进行活动，提高活动效益。

2、活动时老师要作适当讲解，进行必要规范的演示，学生分
组要团结合作。

3、实验活动过程中，教师要加强巡视指导，以保证学生实验
成功率达到100%。

4、注意注重安全教育，对较危险的实验应多强调注意事项，
要求学生严格规范操作。



5、鼓励学生动手的同时多动脑，大胆地创新。引领学生实验
胆小学各年级课件教案习题汇总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
五年级大心细，在活动中满足孩子童真的天性和激发孩子对
科学探究的兴趣。

七、 注意事项：

1、自愿参加，注重兴趣的培养和能力的提高。

2、积极参与各项学习活动，有秩序，有热情。

3、自觉维护科学实验室的整洁环境。

小学科技小组活动记录表篇四

把科技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突破口，贯彻落实《徐汇区关于
深化学校科技教育工作，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科技素养的实施
意见》，做精做优学校科技特色项目，在我校被评为区科技
教育特色学校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创建区级绿色学校。紧密
依托区域内有效整合的各种科技教育力量和资源，充分发挥
校内各方的工作积极性，全方位、多渠道的实施科技教育，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结合区科技教育工作和学校工作，制订本计划。

二、 工作目标

1、注重三个整合，即科技教育的实施与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
相整合，与课程教材改革相整合，与现代信息技术相整合。
重视渗透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弘扬敢于创新、勇于实践
的科学精神。

2、开展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创新实践活动，从由点带面到全面
推进，实施以探究型学习活动为中心的科技教育，提升我校



学生的科学技术素养，提高我校教师的教学研究能力，发展
我校的科技特色，推出我校的科技明星。

三、 工作内容

1、积极参加市区级的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

从学校具体情况出发，结合学生的实际特点和特长，有选择
性、有重点地参加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以及各级各类科
技“杯赛”。

2、继续开展知识产权教育主题的科技活动。

我校已成为“上海市知识产权教育试点校”，争取在原有基
础上加快发展，并为全区的知识产权教育贡献力量。以所承
办的“市二初中杯”知识产权科普系列竞赛活动(4月)为载体，
开展知识产权普及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从小建立起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按照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法律法规实现青少
年的科学发展。把青少年发明创造与知识产权保护相结合，
鼓励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科技创新和专利申请的实践。

3、开展环保主题教育活动，争创区级绿色学校。

(1)以“做身边节能事，为世博添绿色”为主题，开展节能减
排、世博低碳系列科普活动。策划、组织适合本校学生实际
的节能减排活动，开展科技节活动，通过每个师生带动家庭
有效降低碳排放，引领低碳价值观。

(2)以学科渗透为基础，推进学校环境生态专题教育的有序进
行。积极参加环境教育拓展型课程教材的教师培训及学生
《绿色志愿者》拓展课程的进行。

4、发展科技特色项目。



(1)确保优势项目——车模、科幻画，多参赛，得大奖。

(2)发展新的特色项目——创造发明。以各级科技创新大赛的
要求为目标，争创佳绩，为学校添荣誉。

5、探索科技教育与课程教材改革相整合的途径

在各类课程的教材中，尤其是化学、生物、英语和政治等学
科，挖掘有关科技教育的因素，通过思想渗透、方法渗透、
知识渗透和手段渗透等方式在学科教学中渗透科技教育。

四、 保障机制

1、管理保障。建立校长统筹安排，部门支持调度，科技总指
导具体负责，各位科技教师分工协作的工作机制。

2、经费保障。学校能辟出专门经费投入科技教育。

3、资源保障。紧密依托区域内的各种科技教育力量和资源，
从学生需要出发进行有效整合和优化，使我校学生接受到更
优质充分的科技教育。

4、评价保障。校外接受上级单位对学校科技教育工作的全面
评估和对学生科学素养的评价，校内接受校长的随时检查和
考核。

小学科技小组活动记录表篇五

我校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推进素质教育为目标，以
全面提高青少年科学素养为宗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
践能力。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培养学生爱科学、学科
学、用科学的兴趣!

学校科普工作现处于起步阶段，但各项校内科技活动已开始



慢慢启动。一年一度的校园科技节也受到广大师生的喜爱；
市、县等筹办的科技活动也能积极响应，踊跃参与。但由于
各活动的专项辅导员以及辅导员实际经验的缺乏，一些科技
活动参与率低，在短时期内不能形成校内特色，并吸引更多
的学生参与；由于科技活动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在科技活动
室等方面准备及布置还不够，未能将“科普校园文化”有效
建立起来，使科普知识、活动等深入人心，因此各项校科技
工作仍需继续落实并加强。

(一)总目标

加强我校科技教育管理，促进学生科学素养提高；加强科普
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强化科普教师的自我培训工作，提高科
技教育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努力提升我校科普工作水平，
力争在20xx年初步建成科普校园。

(二)具体目标

1、加强管理，提高科学素养。科学精神是在科学实践中逐步
形成的。学生是未来科学事业接班人，理所当然应从小具备
这些基本的品质。因此需要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态度、学生
对科学的兴趣，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

2、培养动手操作能力。学生对于事物发展要具备敏锐的洞察
能力以及独到的简介，并能根据现有的知识水平理解生活中
一些常见问题的成因。此外，在日常学习过程中，能后积极
地动手操作，具备积极的劳动观，形成热爱劳动、珍惜劳动
成果的积极情感。

3、加强科普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强化科普教师的培训工作，
提高科技教育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

(一)创建校园科技创新文化氛围，注重校园科学创新文化的
积淀与创建，营造良好的科学教育的人文环境和氛围。



1、布置好学校科技活动室、科技宣传角等，让学生能够置身
于科普教育的氛围，体验到科学就在我们的身边，使他们经
常受到科学的熏陶。

2、读好用好现有的科技报刊杂志，各班利用班会、晨会课进
行读报读书活动，定期出好科技黑板报，宣传科技科普知识。

3、在学校的校报上开设科技、科普专栏，介绍各种科学知识，
展示自己学校小学生的作品。

(二)拓展科技教育的领域，广泛开展校内外科技或科普活动

1、把科技教育纳入课程教学，立足课堂进行科普教育，鼓励
教师把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渗透在学科教学中，研究探索科
技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2、坚持每周三次的兴趣小组活动。通过活动，开拓学生的视
野，培养学生的能力。同时根据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安排的任
务，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训练，争取在各类比赛和活动中
取得较好的成绩。

(三)建设和完善一个科技活动室

要加强科技活动室的建设，进一步完善科技活动室的设施，
发挥科技活动室的作用，让学生在观察制作、创新作品中学
到知识、培养能力。

(四)打造学校科技教育特色品牌，促进科普工作的开展

在建设和完善科技活动室的同时必须大力发挥其作用，努力
提升我校科普工作水平，力争步入黄陵县科技特色学校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