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区域活动设计方案(优质5篇)
“方”即方子、方法。“方案”，即在案前得出的方法，将
方法呈于案前，即为“方案”。方案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
的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
读。

科学区域活动设计方案篇一

1、活动区应提供丰富的材料，以激发儿童对记录的兴趣。

作为一个大班的科学活动区，我们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操
作材料。例如，用纸板回形针自制平衡，用于桥塑料纸条，
以及不同的花布、各种杯子、各种汽车模型等，看起来像进
入了一个科学的王国，孩子们不知不觉地想尝试，做。同时，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也应该尊重儿童的生活经验、年龄特征
和发展水平，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儿童的最新发展区。大
班儿童的年龄特征决定了他们有强烈的好奇心，喜欢操作性
的探索活动，但注意力持续时间较短。因此，在材料选择方
面，应注意选择现象变化明显，易于观察和发现，记录持续
时间不太长，科学活动有趣。例如，在我们选择的我是一个
变色大师活动中，孩子们使用滴管将不同的颜料滴入水中，
孩子们惊讶地发现杯子里的水变成了颜色，不同的颜色混合
会产生不同的颜色，当孩子们故意把不同的雪桥插入不同的
活动时，孩子们会产生不同的激发生不同的激发孩子们对活
动非常强烈的激发孩子们对桥面的热情。孩子们发现桥越短，
承载能力越好。塑料插板越宽，上面的承重能力越好。

有了丰富多彩的材料，有轻松愉悦的自由探索过程，孩子们
才乐于在“玩中学学中玩”。在幼儿的记录活动不应只追求
记录的结果，即幼儿究竟记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让幼儿体
验探究记录的方法和过程。如我班幼儿小实验“看看谁落的
慢”中，我们准备了绳子纸片橡皮棉花，将它们抛向天空，



看看谁落得最慢，并将落下来的不同形态记录下来，并用表
格的形式进行排列，孩子们在物体后面给上相应的名次，玩
了几次以后，他们纷纷将记录送给我看，我点头表示赞许。
一个星期后，我更换了活动材料，发现有的孩子面对材料很
会玩，但是在记录时比较茫然，原来第一个实验是我们大家
一起做的，有的幼儿带头先记录，后面的孩子就会跟着来，
并没有通过自己的小脑进行思考，活动区的活动时间比较短
暂，教师要巡回辅导，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孩子人云亦云，遇
到这种情况教师应耐心引导幼儿学会用眼观察，用心体会，
用手记录，把自己想说给大家听的用数字，用图画，用多种
形式表述出来，感受科学探究记录带给自己的快乐成功感，
努力作孩子活动的支持者和欣赏者。“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
渔”其实幼儿园科学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让幼儿掌握多少科学
知识，而在于激发幼儿的探究兴趣，发展幼儿动手操作探究
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幼儿的操作结果与活动前的猜想记录一
致时，就能给幼儿带来成功的愉悦，如果不一致也能引发幼
儿进一步的探究和调适，培养幼儿尊重科学的科学态度。如在
《融化》的探究活动中，幼儿根据他们的经验，事先猜想的
记录是盐，白糖，果汁能融化在水中，而固体状的物体一般
不能融化，我拿来了一快冰糖，请孩子们猜猜会怎样？他们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当他们观察记录到实际结果时，一部
分孩子发现原先的猜测是错误的，孩子们惊奇于意想不到的
现象，激发了持续探究的欲望。

科学活动区我们会跟据主题活动，季节的变化更换不同的材
料。各种操作材料内容丰富多彩，各有特点，因而记录方式
要力求多样化，根据科学活动的内容选择适宜的记录方式。
对一些现象变化明显、记录操作时间不太久的科学活动，幼
儿的记录多采用绘画形式，如我班种植区的“黄豆宝宝发芽
了”，王维嘉小朋友还给宝宝画上了小鼻子，小眼睛，可爱
极了。有的采用纸工图片粘贴及实物呈现等方式，还可以配
上简单的文字和表格。如在“天气预报”中，有的孩子绘画，
有的孩子用简单的汉字表示，彭敏小朋友还从家中带来了药
棉布置成了多云的画面，伟伟小朋友用半个乒乓球涂上红色



表示太阳，多种方式体现，了孩子们想像力的丰富，愿意与
大家一起分享的快乐。教师要善于鼓励幼儿的个性表现，大
胆发觉孩子们的创造潜力，说不定小小发明家就会从中诞生。
在我班活动区还有一些孩子们的系列观察记录本，如一些主
题范围涉及较广的科学活动的记录。如《我看见的大树》需
要孩子们看看九月到十二月中大树的变化，并用自己的形式
进行记录，幼儿有的请爸爸妈妈帮自己记录自己看见了树叶
的变化，幼儿有的用图画的形式表现，还有的家长帮忙用树
叶的标本形式展示，由于这些现象的变化都不是即时的，需
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整记录下来，孩子们观察的事物不一样
就显得比较零碎。我们将幼儿作品收集在一起，整合起来的
观察记录就像一本我班幼儿自制的图书，主题一样，内容丰
富，是孩子们眼中的宝贝，每当有别人老师来参观时，他们
纷纷就是讲解员。尊重了他们的意愿，也带给了他们成功的
自豪感，变化多样的记录形式也促使了班级科学活动开展的
红红火火。（附幼儿天气观察表）

科学活动区的活动丰富有趣，对于喜欢动手的孩子来说如鱼
得水，但是孩子们是不一样的，胆小被动的孩子就显得弱一
些了，往往是他看着你的眼神行动。这就要求教师能为幼儿
的记录活动创设一个自由宽松的氛围。幼儿善于观察对易于
活动得物体比较敏感，我们要多站在幼儿的角度看问题，多
鼓励、肯定、接纳幼儿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记录方式和发现，
如我请孩子们带来了不同的电动玩具，本想孩子认识电池并
学会实际操作，结果他们对玩具玩法更感兴趣，看着接通电
池后闪闪发光的十五的花灯，看着会前后翻动的翻斗车，以
及可以遥控的跑车，会爬上楼梯的企鹅，他们玩的不亦乐乎。
我临时决定请一名幼儿绘画上一个电池宝宝，下面有许多的
小房间，看看电池宝宝会给那些玩具加加油，马上就有很多
的小朋友积极参与进去。我有及时鼓励孩子们回忆在生活中
还有什么地方用上电池，你今后还要发明怎样的电池，使整
个活动沿着孩子们的兴趣向上延伸发展。并及时在活动区为
他们的记录提供一个大的展板。重在引导幼儿互相交流，从
中体验成功的喜悦，以激发幼儿记录的主动性，肯定幼儿创



造性的记录方式。在指导过程中使幼儿感到：老师关注的不
是活动的成败，而是记录过程的价值，使每一个幼儿喜欢观
察记录，主动观察记录。

在中班开展的科学活动区中，重在幼儿能动手操作，感知事
物的不同变化，对于大班幼儿能进行简单的记录，也可要求
孩子们在一起讨论探究，共同分享积极参与科学试验的快乐。
开展记录活动不能流于形式，教师需要引导幼儿不断看到同
伴记录中的观点和经验的价值，避免做完记录后就束之高阁。
可以在孩子们相互交换材料时看看别人的记录是否和自己的
想象一样，为自己进行试验做一个假设。如在同样的瓶中装
上不同量的水，敲击的声音会怎样？在活动结束后，教师可
以组织大家说说自己听到的声音有什么变化，引导他们用准
确、连贯的语言表达自己记录，同时要鼓励每位幼儿都要积
极参与，可以分享大家的成功方法，对没有参与的孩子也能
调动他们想去作的愿望，使幼儿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去交流
分享记录的成果。同时，可将记录结果布置到科学活动区，
既肯定了他们的学习成果，又引导他们进一步的探究。教师
也可根据记录中反映出的信息，了解幼儿科学探究的情况，
帮助幼儿梳理思路，及时帮助幼儿提升经验，进一步激发幼
儿的记录兴趣，使教师的回应和推动能建立在幼儿当前的经
验水平上。

其实很多的科学活动就在于我们平时生活中，这次在上海世
博会中的德国场馆之所以受到孩子们的热捧，是因为他们可
以参与“我是快乐小厨师”“花园的秘密”“神奇的动力之
源”“自行车安全帽”等很多的互相游戏之中，如果我们的
活动区也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丰富的材料面前幼儿们能自
由玩耍，探究，并能快乐的将发现的过程，结果较为真实的
记录下来，不仅能够带给孩子们成功自豪感，还会极大的调
动孩子们对的各种科学活动的浓厚兴趣，让我们用自己的力
量为孩子们搭造出科学的成长空间吧。



科学区域活动设计方案篇二

观察实录：

区域活动活动开始了，钱艺豪就很高兴的跑去科学区，看到
有很多的颜色，可开心了，于是大声的朝对面的小朋友喊起
来:“快来看、快来看那里有好玩的东西。”听到他的叫喊声
徐江涛、徐海军、丁溪都来了。钱艺豪就很高兴带着他们开
始了，只见钱艺豪只顾自我闷头用画笔取出一种黑色在调色
盘中不停的调着，丁溪说：“这个是颜色不漂亮我的比你漂
亮多了。”徐海军不甘示弱的说：“我的最漂亮了。”玩了
一会儿他们就觉得没意思了，东看看西看看打算到别的区角
去。”你们那里需要调色员吗我问道。徐海军说：“不需要，
我们要到其他地方去了。”为什么？我之后又问。“因为我
们觉得不好玩。”钱艺豪说道。可是我可是很能干的调色员，
我会调制出各种各样的颜色，并且我还会调制出那里没有的
颜色哦！我自信的说。真的吗？孩子们不可置信的看着我。
我拍拍胸大声的说：“是的，不信你们能够考考我。”丁溪
说：“教师我喜欢橙色你能帮我调出来吗？于是我用画笔取
出了一部分红色，然后又用画笔取出了一部分黄色，将他们
均匀的调和在一齐，不一会橙色渐渐的出现了。孩子们看到
他的变化，开心的拍起来手，嘴里还不停的说道教师你真棒。
你们想玩吗？想。这是孩子们有回到了自我的位置上，学起
我刚刚的样貌玩了起来。不一会就听到徐海军说：“我要变
盒教师不一样的颜色”于是他挑选了蓝色和红色开始玩了起
来观察分析：

区角材料投放时，我投放了四种主要的颜料，旨在引导并根
据颜色调色出不一样的颜色，从而发现两种颜色火鹤后会产
生不一样的变化。钱艺豪小朋友一下子就被颜色宝宝吸引住
了，并请来的其他的小朋友进入区角。这种形式贴合幼儿心
理特点，就能激发幼儿对活动的兴趣。在颜色对碰示范过程
中我觉得自我走的太急。我想，科学区要让幼儿明白了才能
够动手实验，但自我总是想小朋友做不好的，肯定会出差错



的，越这样想越没有到达预设的效果。这活动主要是让幼儿
明白两种颜色混在一齐能够变成另一种颜色。幼儿对鲜艳的
颜色十分敏感，颜色的变化使幼儿兴奋、惊奇，从而产生浓
厚的探索愿望。因而在后面的活动中孩子们都玩得十分投入。

教师是孩子的引领者要时刻把握好教育目标，根据孩子在活
动中的表现适时的给予支持使孩子始终沿着目标要求探索体
验操作的乐趣。科学活动要给孩子足够的空间、时间让孩子
大胆操作各种材料，师生共同讨论得出结论。

1、在活动中我更多注重师生互动、平等参与的生动局面。在
培养幼儿交流本事的同时，调动每一个幼儿的参与意识和学
习进取性，经过交流学习，让大家共同提高。

2、在活动中我看到孩子参与性不高时主动的要加入到他们的
活动中，经过自身的示范、练习，引导幼儿参与，激发幼儿
对玩色活动的探索欲望，到达活动的整合。

3、进一步巩固了幼儿对颜色的。认识，活动在简便愉快的氛
围中结束了。

科学区域活动设计方案篇三

一次，我从精品店买来一个五颜六色的小沙漏，带来幼儿园
给孩子们看，没想到这些小可爱们十分喜欢，看着彩沙慢慢
漏到另一个管子里觉得很有趣，一个小朋友说：老师我们能
不能自己做呢？”这句话点醒了我，何不满足这些小不点们
呢？让他们自己动手做，自己去探索？为此在科学区投放了
矿泉水瓶让他们自己制作，体验成功的乐趣。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探究欲望，发展幼儿的比较、观察、判断能力。



2、通过观察、比较探究沙漏速度与漏口大小、沙多少、沙粗
细的关系。

3、培养幼儿之间的合作能力。

【活动准备】

不同大小的饮料瓶、胶布、粗沙细沙等，记录表。

【活动过程】

“这是两只粘连在一起的瓶子，里面有沙子。请小朋友猜一
猜，如果我把瓶子倒过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沙子会从一只瓶子流到另一只瓶子里。”

“你们桌子上有这样的瓶子，请你们试一试，玩一玩。”

“沙子是从哪里漏下来的？你为什么是这样认为？”

"我斜着看，发现里面有个洞。"

老师小结：原来沙子是从洞口流下来的。这就是沙漏。（教
师打开瓶子让幼儿观察瓶盖是否真的有洞，引发幼儿的探究
兴趣。）

"你们有办法制作一个比原来那个流得快的沙漏吗？请你把设
计的办法记录下来。幼儿在记录纸上记录。"

"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的办法，再听一听别人的办法可行不可
行。"

（教师展示孩子的记录）

"老师为你们提供了沙子、勺、空瓶子、有洞的瓶盖。请你们



去做实验，别忘了实验后记录结果。"

幼儿选择材料进行实验，教师观察幼儿实验情况，如幼儿是
否根据自己的设计进行实验，是否把制作的沙漏和原来的作
了比较。然后询问幼儿为什么采取这种方法，将两种方法对
比后有什么想法。

"你是怎么做的？把你的实验结果告诉大家。那为什么沙子少
了也会快呢？"

"为什么洞口大，洞口多了，沙子就流的得快呢？"

活动延伸：

把材料投放到科学区，探索：你们有什么办法制作一个原来
的漏得慢的沙漏吗？（引发新问题）

科学区域活动设计方案篇四

日期：xx年xx月xx日

班级：大二

观察记录者：xx

专题要点：教师指导的有效性

专题名称：科学区材料投放及教师指导

情景记录：

今日的区域游戏一开始，优优和萱萱来到了科学区玩起了天
平。优优首先把砝码小熊一个放进了左边的托盘，右边的托
盘高高地翘了起来。萱萱连忙放了一个砝码小熊两个到空的



里面，可是又不平衡了，左边的又翘起来了。优优看见了，
说不对，应当两边放一样重的东西才能平平的。说着，他拿
下来一个砝码，这样就一样平了。我表扬了他们俩爱动脑筋，
之后我启发他们，如果把砝码2放上去，经过什么办法能够使
他们一样多呢？萱萱大声说：“能够在少的托盘里再放一
个！”我说：“你们能够试一试！”两个人又开始忙活起来。

思考分析：

本周的数学团体活动的资料就是如何运用增添或者减少的办
法让两组物体一样多。正好天平能够让幼儿在游戏中巩固这
个数学知识。孩子们在称量的操作中比较了物体的多少，能
运用增加和减少的办法让两边的物体一样多。指南中指出，
要能对事物或现象进行观察比较，发现相同和不一样，并能
想办法解决问题。优优和萱萱在玩的过程中学会了观察并发
现了天平的秘密。

调整措施、指导要点：

一、在科学区里多供给材料让幼儿动手动脑，并鼓励他们把
自我的发现表达出来。

二、平时多向孩子介绍一些科学家的小故事，激发幼儿对科
学活动的兴趣。

三、一物多玩。我们还能够将天平进行改装，把托盘拿掉变
成杆杠，引导幼儿经过探索发现新的科学知识。

科学区玩色观察记录

观察实录：

就听到徐海军说：“我要变盒教师不一样的颜色”于是他挑
选了蓝色和红色开始玩了起来观察分析：



区角材料投放时，我投放了四种主要的颜料，旨在引导并根
据颜色调色出不一样的颜色，从而发现两种颜色火鹤后会产
生不一样的变化。钱艺豪小朋友一下子就被颜色宝宝吸引住
了，并请来的其他的小朋友进入区角。这种形式贴合幼儿心
理特点，就能激发幼儿对活动的兴趣。在颜色对碰示范过程
中我觉得自我走的太急。我想，科学区要让幼儿明白了才能
够动手实验，但自我总是想小朋友做不好的，肯定会出差错
的，越这样想越没有到达预设的效果。这活动主要是让幼儿
明白两种颜色混在一齐能够变成另一种颜色。幼儿对鲜艳的
颜色十分敏感，颜色的变化使幼儿兴奋、惊奇，从而产生浓
厚的探索愿望。因而在后面的活动中孩子们都玩得十分投入。

教师是孩子的引领者要时刻把握好教育目标，根据孩子在活
动中的表现适时的给予支持使孩子始终沿着目标要求探索体
验操作的乐趣。科学活动要给孩子足够的空间、时间让孩子
大胆操作各种材料，师生共同讨论得出结论。

1.在活动中我更多注重师生互动、平等参与的生动局面。在
培养幼儿交流本事的同时，调动每一个幼儿的参与意识和学
习进取性，经过交流学习，让大家共同提高。

2.在活动中我看到孩子参与性不高时主动的要加入到他们的
活动中，经过自身的示范、练习，引导幼儿参与，激发幼儿
对玩色活动的探索欲望，到达活动的整合。

3.进一步巩固了幼儿对颜色的认识，活动在简便愉快的氛围
中结束了。

能否用材料进行“abab”的排序活动。

观察记录

分析评价



今日我供给雪花片，预设的活动就是让幼儿进行“abab”的排
序活动。刚开始小萱她们用雪花片随意在摆弄。没想到轩轩
看到她们的活动，就想到了串糖葫芦，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不
错，孩子既然想到了糖葫芦，那么在他们的心里肯定是很喜
欢玩的。所以，我在轩轩串糖葫芦的时候，也串了一个
以“红色和黄色”为主的糖葫芦，然后让轩轩自我观察比较，
引导他发现其规律，并在不知不觉中让轩轩参与到了排序活
动中，让孩子在玩的过程中得到了本事的锻炼。

支持策略

1、在以后的活动中，除了色彩，还能够引导孩子根据珠子的
形状或大小的规律来开展活动，既丰富了活动的资料又加深
了幼儿对排序的印象。

2、在日常活动中，能够根据周围的人或事物向幼儿渗透排序
概念，如：幼儿排队时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进行活动，
以锻炼幼儿的逻辑思维本事。

美工区区域观察记录表

科学区域活动设计方案篇五

幼儿行为实录：

音乐活动《小白兔捉迷藏》开始了，老师扮演了兔妈妈，幼
儿扮演兔宝宝戴上了胸饰，老师开始让大家听一段音乐，音
乐刚出来，孩子们有的说：小白兔跳出来玩，有的说：它去
拔萝卜去，还有的说：它去超市买好吃的。老师看到孩子们
情绪十分高涨，又提了问题：那你们听听后面的音乐，小兔
又在干什么呢？孩子们一下十分安静，侧着耳朵听着，有的
先说了：“小兔休息一下。”还有的说：“小兔在吃东西了。
”只有子瑜说：“可能碰到大灰狼了，它躲起来了。”大家



你一句我一句地猜着，最后老师做了一个表扬他的动作，大
家应和着他的意见……可是等狼来捉小兔时，大家都变成花、
草、树、石头等，等狼过来问：你是谁呀？没有一个说是小
兔，子瑜说：“狼是食肉动物，它不喜欢吃草的。”看来孩
子们还能区分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呢！

教师反思：

和感动；在和孩子们互动的过程中，我从中学到了许多活生
生的知识，这些活动使我的教学实践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小
班孩子，他们也可以是生成活动的主人。虽然，小班孩子的
生成活动不如中班、大班的那样能产生较多、较好的成果，
它只是在平平淡淡的真实生活中自然地沉淀着、积累着。但
实践让我明白：教育并非演戏，取之于生活而又用至于生活
的经验才是最珍贵的，真正符合幼儿需要，有利于每个孩子
提高和发展的活动才是成功的。

改进措施：

１、在事先的准备上，创设更贴近小班孩子生活经验的情境，
容易激发孩子表达的欲望。

２、教师还要多给孩子表达的机会，重视个别在集体中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