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科技教育活动方案 

• 相关推荐 

学校科技教育活动方案（通用 13 篇） 

为了保障活动顺利、圆满进行，就不得不需要事先制定活动方案，

活动方案是从活动的目的、要求、方式、方法、进度等方面进行安排

的书面计划。优秀的活动方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以下是小编整

理的学校科技教育活动方案，欢迎大家分享。 

学校科技教育活动方案 篇 1 

根据学校科技教育的计划要求，紧紧围绕“科技创新，强国富民”

的主题，大力宣传，积极组织，掀起科技教育活动的高潮。为了提高

学生高素质的科技创新能力水平，特制定我校今年的校园科技节活动

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落实小学生的思维创新的开发，科技动手创作的培养，为学生的

创造发明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使科技活动成为学校的又一个亮点。 

二、领导小组及成员 

组长：刘海英 

副组长：刘福春、王久洲、李树财 

组员：尹萌、张添一、曲永军、张宇、刘志敏、石晓雨、肖琳。 

三、活动主题：科技创意 

四、活动时间：20xx 年 5 月 17 日—20xx 年 5 月 21 日 

五、活动内容： 

（一）、宣传发动： 

1、召开启动仪式，营造科技教育气氛。 

2、学校校园网发出科技活动安排的通知，落实活动内容。 

六、参加人员：1—6 年级学生 

七、组织活动： 

1、3—6 年级学生读一本科普读物，并上交笔记、感悟心得。 

2、5—6 年级学生计算机编程活动。 



3、1—6 年级科幻画展评。 

4、科技创新发明活动。 

八、总结。 

学校科技教育活动方案 篇 2 

一、科技节主题和目标 

以“低碳生活我作主”为主题，通过学生全员参与作品制作、科

技创新和科技实践活动，提高全体学生的科学素养。 

二、实施组织 

政教处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办协调领导，教务处负责师生的评价，

全体班级参与实施。 

三、活动原则 

本科技节要坚持全员参与、点面结合，既要让每个学生都在活动

中得到锻炼和发展，又要尽力提高部分学生科技作品的质量。 

四、活动内容 

1.各班班会课内由学生自主设计以“我居住的低碳房屋”为主题

的房屋模型，小学生可以先画出一幅科幻画，再依画制作模型，制作

材料可以用硬纸板剪裁，再用双面胶或胶水在表面黏贴彩色纸，再在

美术课，由美术老师作指导，所需材料发动；初中生可以进入房屋模

型创作室，在美术课和劳技课，先设计房屋模型图，再依图计算好尺

寸，精工打造模型，所需材料和工具均有房屋模型创作室提供。 

2.各班以“低碳生活”的科普知识为主题制作一个班级网页。 

3.各班除了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学中已经有了正在研究的科技

实践活动主题外，可以选择以下一个主题开展为期 2 个月的活动，也

可以自主确定其他的主题。 

“我对我校学生参加“阳光体育”锻炼效果的调查与分析”。 

“对同学的饮食爱好、营养摄入和体重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进

行调查分析、提出建议”。 

“制作飞得最远的纸飞机”。 

“对家用电器电饭煲、饮水机、电吹风、电水壶等较简单电器解

剖结构，提出改进措施，并动手或参与动手制作小发明”。 



4.组织方式 

（1）各班以 4 人以上的小组合为单位选择和开展科技实践活动，

参与内容不拘一格。 

（2）各班有学生自主选择、班主任自行联系辅导老师：综合实践

活动（含劳技）或校本、地方课程、科学学科、美术学科和班主任等

老师，有的放矢下班指导调查问卷的设计、引导调查或实验研究方法、

统计调查或实验研究数据、分析结果、撰写调查或研究报告等。 

（3）成果呈现要在班会课上举行全班科技成果、房屋模型、纸飞

机和网页制作成果等的展示课，以利共享、再接再励和评价。展示后

由全班同学投票产生每一个项目的优秀组 1-2 个，优秀组的作品、调

查或研究报告（各种书面格式参照区科技节的通知要求）及其原始数

据上报团委，团委评比产生校级 1、2、3 等奖。评比结果上报教务处

作为学生升学所需综合素质评定的一个依据。 

5.指导教师的奖励 

教务处安排班主任、其他辅导教师给予一定的课时补贴，补贴标

准为 1、2、3 等奖，分别为 5、10、15 课时、每课时 12 元。科技节

补贴不从学生素质教育获奖成果奖励中扣除。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和科

学学科的专职教师不享受课时补贴。 

6.校级成果展示 

科技节期间，由课程办牵头，学校举行一次全校性的成果展示，

作为区教师发展中心对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考核评估的一个依据。 

学校科技教育活动方案 篇 3 

为了形成有利于青少年科技创新的良好氛围，积极创造科教事业

发展的良好环境；为了进一步提高学校科技教育水平，为搭建展示科

技特长的平台。结合 XX 市第二届科技运动会，决定举行 20xx—20xx

学年学校科技节。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谢元华（副校长） 

副组长：徐春芳（初中部）钱向红（小学部） 

组员：曹国锋 吴琪 朱小洪 全体班主任 



二、活动宗旨及主题 

活动宗旨：实践、创新、合作、竞赛。 

活动主题：快乐生活、放飞梦想 

三、活动时间 

20xx 年 10 月 15 日——11 月 15 日 

四、活动对象 

全体教师学生 

五、活动内容 

（一）科普宣传 

1．国旗下讲话，开幕式、动员。 

2．红领巾校广播、科普宣传窗、科技节横幅、活动方案。 

3．学科渗透科普知识。（各任课教师） 

4．科普知识讲座：模型制作，小发明技巧。 

（二）科技竞赛 

1．科学幻想画（一—六年级） 

竞赛内容：科幻画可用油画、国画、水彩画、钢笔画、铅笔画、

蜡笔画、版画、粘贴画、等绘画种类、风格及使用不同材料表现，横

竖放置均可，作品要求整洁。作品要求是由作者本人独立完成的作品，

作品不得抄袭他人已发表过作品。 

竞赛要求：注明题目、班级、姓名。 

评奖方法：艺术组老师做评委并布展。 

2．小制作竞赛（一—六年级）（另见通知） 

竞赛内容：材料自选、造型自定的各类手工作品，有科技、科幻

色彩的作品尤佳。 

竞赛要求：小制作提倡利用废旧物品制作，最好有科技含量。注

明作品名称、作者、使用说明等。 

评奖方法：艺术组老师做评委。 

3．科普知识竞赛（一—六年级） 

竞赛内容：科普基本知识，由学校科学老师出题。 

竞赛要求：现场比赛，答题正确多的为胜，各班推荐 5 名学生参



加。 

评奖方法：科学组老师负责出卷、评奖。 

4．信息技术 

竞赛内容：电脑绘画（四—六年级） 

竞赛要求：各班参赛作品数量不限，学校将开放电脑室，学生也

可以家里完成后上交作品。横竖放置均可，作品要求整洁。作品可以

是打印稿上交。 

评奖方法：艺术组负责评奖。 

5．组织部分学生参加市科技运动会（另见方案） 

六、活动要求 

1．要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做到精心组织、积极参与、讲究实效，

鼓励每个学生参加。 

2．要在普及和普遍参与的基础上择优，落实好参加校级比赛的人

选。 

3．各类比赛公平、公正、公开，评委工作严肃认真、公平负责。 

4．有关比赛的具体安排，请密切关注赛前通知。 

学校科技教育活动方案 篇 4 

一、指导思想 

为弘扬科学精神，使中学生在中学阶段学习、普及科普知识，让

学生在活动中充分体验学习、创造、动手、动脑的乐趣；切实加强我

校师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工作，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思想，

掌握科学方法，提高我校全体师生的科学素养与创新实践能力，促进

我校科技教育工作的普及与发展，全面展示我校全体师生实践教学、

信息技术教育、电化教育、科技创作、自制教具等活动成果，特举行

“创新？体验？成长”为主题的校园科技节活动。 

二、活动时间 

20xx 年10 月 12 日——11 月 30 日（第六周————第十一周）  

三、组织管理 

1、领导机构 

为了加强本届科技节活动的组织管理，特成立“校园科技节活动”



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及职责分工如下： 

组长：xxx（全面负责本届活动的规划、总结及实施指导） 

副组长：xxx（全面负责本届科技节中教职工、学生的活动规划、

总结、实施指导及管理） 

成员： 

xxx（具体负责本届科技节中展示类作品、证书、图片等收集上报

工作。） 

xxx（具体负责本届科技节中教师自制教具和学生科技创新作品评

审活动的规划、总结、实施指导及管理） 

xxx（具体负责本届科技节中信息技术作品评审的规划、总结、实

施指导及管理） 

xxx（具体负责本届科技节中师生论文作品评审活动的规划、总结、

实施指导及管理） 

xxx（具体负责本届科技节中绘画作品评审的规划、总结、实施指

导及管理） 

2、常设机构 

为了使本届科技节活动的管理做到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特在领

导小组下设立“校园科技节活动办公室”，由郑勇、黄家旭、徐德松、

徐向晔等同志负责办公室工作。 

四、“科技节”活动内容 

本届科技节活动的主要内容：读一本科普书刊；出一期科技黑板

报；画一张科学幻想画；做一个科学小实验；写一篇科技小论文；搞

一项科技小发明（小制作）；听一次科技知识讲座。 

五、活动要求 

1、坚持全员参与、点面结合。既要让每个学生都在活动中得到锻

炼，在活动中得到发展，又要注意参赛项目的质量，确保本次科技节

顺利进行。 

2、体现特色、突出个性。活动可采用小组（三人以下）合作形式，

也可是个人单独活动形式；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学校与社会、家庭相

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各班学生全体参与。 



六、竞赛要求： 

（一）创新发明创造类： 

1、发明创造：指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技术创新、新品种、

信息技术应用成果。 

2、要坚持“三自”（自己选题，自己设计和研究，自己制作和撰

写）。“三性”（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原则，突出创新意识和

科学含量。 

（二）科学幻想绘画类： 

1、参赛作品可用油画、国画、水彩画、水粉画、钢笔画、铅笔画、

蜡笔画、版画、粘贴画、电脑绘画等绘画种类、风格及使用不同材料

表现（不包括非画类的其它美术品与工艺品）。 

2 、参赛作品一律在规格为 54cm×38cm 的纸张，贴在

57cm×41cm 的黑色 KT 板上，作品要求整洁。 

3、参赛作品限个人作品，须作者独立完成，不接受集体作品参赛。 

（三）科技制作类： 

自选项目，自己动手，内容具有科技性，最好能结合声光电，能

完成几个动作等。 

（四）网页制作：比赛内容另定，作者独立完成。 

（五）科学小论文类： 

科学小论文：指科学研究论文、研究报告、实验报告以及研究性

学习中优秀的课题研究报告或学术论文等（论文一式二份）。学生在

进行科技小实验基础上，写出科技小论文。可以做教材上的实验，也

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合适的实验。科技小论文可以结合实验来写，

字数在 500 字左右，七、八、九年级每班选送 1 篇优秀小论文交学校

参加评比。 

七、评奖工作 

1、由学校统一组织评审委员会，具体负责本届科技节中各项活动

成果评审的组织工作。 

2、根据比赛的内容和参赛的人员多少，设立奖项。可以分年段评

比，也可以全校一起评比，目的在于鼓励学生投入到科技节活动中去。 



3、本次活动根据班级活动开展与参与成绩，评选出科技节优胜班

级若干名。 

4、部分优秀作品将送街道、区里参加展评。 

5、本届活动中各单位的获奖情况将作为评选先进年级、学科教研

组的考核内容之一。 

八、活动日程安排 

时间内容 

10 月 11 日组建科技节活动领导小组等机构 

10 月 12 日召开科技节活动领导小组工作会，拟定活动方案 

10 月 15 日召开科技节活动动员大会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30 日各组按计划开展科技节各项活动 

10 月 31 日（第 9 周周三）所有作品上交时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4 日学校评审成果 

11 月 5 日至 11 月 6 日学校整理各项优秀作品上报参赛 

11 月 8 日老师参赛作品上交 

11 月 7 日至 11 月 9 日举行学校科技节作品布展 

各活动小组在制定活动计划和活动实施过程中，可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合理安排本组的活动安排，但必须遵守学校活动安排中的时间

下限，对逾期未上交学校规定的活动成果，学校将对该组总评成绩予

以适当扣分。 

学校科技教育活动方案 篇 5 

一、指导思想： 

为了给学生提供一个展示交流科技知识和技能的平台，以推动我

校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的开展，我校以“趣味为先，实践为本”为主题，

让学生在动手中学，在动手中探索，在动手中尝试创造。通过举办这

次科技节，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活动的蓬勃发展，提高小学生的科学

素质和实践能力，在全校范围内营造浓厚的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

的科技氛围，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二、活动口号： 

科学在心中，创新在手中 



三、活动目的、要求： 

活动目的：通过宣传活动，创造一个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

人人积极参与的良好氛围。 

活动要求： 

1、坚持全员参与、点面结合。既要让每个学生在活动中得到锻炼，

在活动中得到发展，又要注意参赛项目的质量，确保本次科技节顺利

进行。 

2、体现特色、突出个性。各班在组织科技活动时，要根据学生实

际、注重实效，做到以班为本，以学生为本，紧密结合我校科技教育

方面的特色，注意充分调动每个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发挥创造性、能

动性，突出每个班级的个性特色。 

3、注意各个项目的资料收集，包括成绩的记录、荣誉证书的发放

等。确保本次科技节圆满、成功的进行和完成。 

4、整个科技节的系列活动要有序的开展和进行，各项目的负责人

要关注过程，确保活动过程的安全。 

四、活动内容及要求 

（一）校级活动： 

活动内容： 

活动一：科技知识讲座 

活动目的：通过讲座，让学生对科技知识有个初步的了解。 

活动二：以科技为主题的中队观摩活动。 

活动目的：向全校师生宣传“科技”知识，营造浓厚的学科学，

爱科学，学科学的科技氛围。 

活动三：变废为宝 

活动目的：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动手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创作欲

望。 

活动内容要求： 

1、利用身边的包装废弃物，制作一件可使用的作品。 

2、作品要突出实用性，外观可以美化。 

（二）班级活动 ： 



结合校科技节内容和要求，在科技节中要求每班完成“四个一”；

出一期科技创新方面的黑板报；写一份科技有关的科技中队活动方案；

写一个异想天开设计方案；出一条金点子；设计制作一件巧变垃圾作

品。 

五、总结表彰 

5 月 31 日科技节闭幕式。 

1、表彰科技节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创意金点子；异想天开方案设

计奖；最佳巧变垃圾作品奖等） 

2、观看录象科技节花絮 

六、相关准备： 

1、各年级认真学习科技节的活动方案，并协调好各项主题活动的

开展工作。（各班主任负责） 

2、各班教室内的黑板报、学校宣传窗、红领巾广播台等都以弘扬

科学精神为主，做好宣传。（大队部和美术组负责，5 月 24 日前完成） 

3、各班利用校会、班中队会时间，做好科技节活动的宣传、发动

工作。 

4、各活动所需器材由总务处及班主任负责购买。 

七、奖励措施： 

根据各班单项奖得分情况（一等奖 5 分，二等奖 3 分，三等奖 1

分）及团体得分情况（一等奖 15 分，二等奖 10 分，三等奖 5 分）累

计总得分，评出优秀科技活动班级若干名，并把得分情况纳入先进班

级评比。 

八、科技节组委会成员名单： 

组委会主任：张儒年 

组委会成员：王生明杨华山 各班班主任 说明 

1、各个负责人要分管好所涉及的项目，关注并参与、组织好比赛

的全过程，做到公平、公正和公开；从发通知到督促活动进程到最后

成绩揭晓及奖状的发放等，所有资料收集齐全。 

2、以上比赛项目如有变动，以通知为准。 

3、黑板报评比：由德育组少先队大队部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观摩评



比。 

学校科技教育活动方案 篇 6 

一、题目：脸上有什么? 

二、适用对象：幼儿园小班 

三、知识背景：所谓五官指耳、目、口、鼻、身，但通常是指脸

上的耳、目、口、鼻四种器官。耳是一种听觉器官，主要是用来听声

音，此外还管身体平衡；目是人或动物的视觉器官，主要是用来看物

体的；口是人或动物进食的器官，包括舌头、牙齿等，它还是发声器

官的一部分；鼻是人或动物的嗅觉器官，主要用来闻各种气味的。 

四、活动目标： 

1、通过本次活动，使幼儿知道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眼、鼻、耳、口

等器官，能说出其名称，用处及它在脸上的位置。 

2、教育幼儿保护好自己的眼、鼻、耳、口。 

五、纲要目标： 

1、科学态度的培养：通过活动，萌发幼儿对科学现象的兴趣，并

在活动中好奇好问，积极参与活动。 

2、科学知识技能的培养：通过活动使幼儿知道五官的用途及五官

的位置。 

3、科学方法能力的培养：通过活动，发展了幼儿听、闻、尝、看

等能力和口语的表达能力。 

六、活动资源： 

1、幼儿操作用：没有五官的人脸图五幅，眼睛、耳朵、鼻子、嘴

的活动卡片各五套。 

2、教师操作用布娃娃一个，香水等。 

七、内容与过程： 

1、 

教师安定幼儿情绪，集中幼儿的注意力，提出课题： 

1)教师出示布娃娃，提问：“谁能告诉我老师的手上拿着什么？

是什么颜色？你是怎么知道的？” 

教师小结：眼睛是用来看东西的，没有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



所以小朋友不能用手揉眼睛，应保护好眼睛，才能看更多的东西。 

2)提问：请小朋友用自己的眼睛看一看旁边的小朋友，眼睛在人

脸的什么地方？有几只？（小朋友看后告诉老师，老师出示人脸图，

将眼睛贴在相应的部位。） 

2、老师喷香水，提问：“我们教室里有什么味道？你是怎么知道

的？鼻子还能干什么？” 

教师小结：鼻子可以闻味道，还可以呼吸。我们小朋友要保护好

鼻子，不能用手挖鼻孔。 

提问：鼻子在人脸的什么地方？有几只？（小朋友看后告诉老师，

老师将鼻子贴在人脸的相应部位。） 

3、教师请小朋友闭上眼睛，老师拍几下铃鼓后，提问：“老师刚

才干什么了？你是怎么知道的？耳朵是干什么的？” 

小结：耳朵是用来听声音的，没有耳朵，就什么声音也听不见，

所以，小朋友要保护好耳朵，不挖耳朵，耳朵才能听更多的声音。 

提问：耳朵在脸上的什么地方？有几只？（小朋友互相看后告诉

老师，老师将耳朵贴在人脸的相应部位） 

4、让幼儿观察人脸图，提问：“这张人脸图还缺少什么？它有什

么用处？它在人脸的什么地方？” 

小结：缺少嘴，嘴是用来说话和吃东西的，小朋友要保护好嘴，

不将手指和脏东西放进嘴里。 

5、玩游戏《贴五官》。让每一个小朋友拿一器官的卡片，当老师

请小朋友上来贴眼睛时，那眼睛的幼儿就将眼睛贴在相应的部位，依

次进行。 

6、玩《点五官》游戏，结束。 

八、活动评价： 

活动中充分发挥了幼儿的主体性，使幼儿连看、闻、听、尝等活

动中了解了五官和五官在脸上的位置，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很高，并能

准确地表达所了解的内容，老师准备充分，整体效果较好。 

学校科技教育活动方案 篇 7 

一、活动内容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只要一提起玩具，就会想到商场里那琳琅满

目、五颜六色的玩具。很多学生家里已堆放了一箱一箱的从小玩到现

在的玩具，他们对很多玩具如数家珍，见惯不怪，而对爷爷奶奶辈自

制玩具充满了好奇，抓住这一契机，就让学生参与一次自制玩具的活

动吧。 

二、设计理念 

在小学科技活动中，科学能力的形成依赖于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过

程，要让学生关注科学与社会的联系，从身边的小处去感受，通过动

手动脑、亲自实践，在感知、体验的基础上，内化形成。 

在小学阶段，对科学学习能力的要求不能过高，必须符合小学生

的年龄特点。“自制玩具”的实践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开动脑筋、发

展个性、发挥思维能力和创造性能力。这项活动的方式是一种科学的

思维方法，适合小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技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

学生的生活紧密联系，对学生课堂学习活动是有益的拓展和延伸。 

三、活动目标 

1.培养敏感的科学触觉，训练动手技能，培养严密的逻辑思维和

准确的分析能力。 

2.掌握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科学实践方法，善于从身边进

行科学实践。 

3.培养进行科学实践的勇气，意志力和耐心，促进团队协作精神。 

四、活动准备 

1.参加人员 

活动辅导老师：四年级科学老师。 

活动参与学生：四年级全体学生。 

2.学生可准备的材料 

⑴。收集废旧物，变废为宝。 

纸类 线类 布类 橡胶、塑料制品 瓶罐 瓶盖 吸管、雪糕棒 

⑵。利用自然物，就地取材。 

植物类（农作物、蔬菜、水果及其他植物的根、茎、叶、花、果

实、种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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