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植物科普活动 乡镇科普活动总
结(优秀7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

植物科普活动篇一

为了增强学生的防震减灾等方面的相关意识，提高学生的防
震减灾和自救互救的能力，根据平教体通【20xx】59号的文件
精神，我校结合实际情况，加强了防震知识的教育。现将防
震减灾科普活动周活动工作总结如下：

一、建立、健全创建工作组织领导机构，完善相关制度

1、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科技活动周学校的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

领导小组每月研究一次创建活动，及时总结前期工作中的得
失，并讨论布置下一步的工作，使创建活动做到有领导，有
具体项目，有检查回顾，确保创建活动扎实有效开展。

2、订立了一系列与创建活动相关的制度。

建立了创建活动例会制度和创建活动奖励制度，制定了创建
活动宣传方案和震防活动设计原则，让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
校的创建工作在学校中有“章”可遵有“据”可循。

二、认真开展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活动



在第二步的创建活动中，我们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宣传和活动
两方面。

（一）、宣传

1、利用学校现有资源加大宣传力度。

在学校，我们把一切能利用到的资源充分利用于防震减灾知
识的宣传。

时间上，我们要求每班每周必须有一天的班会时间专门用于
防震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如果遇到学校统一组织的相关宣
传教育活动，各班要保证学生有充分参与的时间。

阵地上，我们充分利用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橱窗、板报、
图书室等开展相关的教育活动。

人员上，学校及时可及时利用可利用的机会掌握相关知识，
以便于在学生中开展教育活动。

2、挖掘资源开展活动。

我校很注重对家长这一人力资源的挖掘，通过发放《致家长
的一封信》、召开家长会等形式让活动的开展为家长知晓、
并得到家长支持。

（二）、活动

我们利用校内资源做好防震减灾知识的宣传。我们还利用晨
会开展知识讲座，学生活动心得交流等，让学生时时感受
到“防震减灾”就在自己身边。图书室把与防震减灾有关的
图书资料向学生们推荐阅读。从书籍里，学生们学到了很多
相关知识，受益匪浅。同时专门辟出几块宣传栏长期用作防
震减灾活动的宣传，让学生们能看到地震知识画报、防震避



震方法、措施等。

三、及时总结工作得失。

下一步，我们将着重做好前期工作的总结，并把防震减灾活
动推向更高的层次。开展全校性的防震减灾自救互救演习活
动。在活动中，检验师生对防震减灾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

植物科普活动篇二

地震灾害是世界上造成人们经济损失最严重和人员伤亡最多
的自然灾害之一。我们要加强对地震科普知识的学习，正确
地掌握避震和自救、互救的方法。

我们要听地震预告，学会看地震发生前的预兆，比如：动物
们的异常惊飞、逃窜、狂叫等，也可以预防灾害的发生，以
防在先及早报告、撤离。

当地震发生时，房屋倒塌后所形成的室内三角空间，往往是
人们得以幸存的相对安全地点。特别是在楼房内的人，选择
厨房、卫生间等空间小的地方，还有不易倒塌的空间、墙角、
桌子、床下等坚固家具空间的地方都可以避震。及时得用坐
垫等保护好头部，不要盲目跳楼，使用电梯等。我们一定用
科学的方法来保护好自己和家园，共同防止灾害的发生。

今天是学校防震演习的日子，全体师生都参加了。具体的情
况老师已经一遍又一遍地交代了我们每个同学。“地震来
了”广播中传来老师急促的喊声。我们迅速将书包顶在头
上“嗖”地往外窜，每个同学都不想落后，发疯似的往操场
上跑去，老师则在一旁有条不紊地维持秩序和疏散学生们。
全校师生在规定的时间全部撤离，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

我们还要多看防震减灾的书籍。把防震减灾的知识告诉身边
的每一个人，让这些知识一传十、十传百，让每个人都知道



在地震来到时，人人都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减少地震给我们
带来的灾害。让这些知识伴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个人
都有防震意识。

我们是祖国的建设者、保卫者，让我们快快行动起来，共同
防止灾害的发生。“防震减灾，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祝愿
明天的地球更加光明，更加灿烂!

地震，洪水，火灾等灾害，是人类最难应付的，就是因为这
种种灾害，让无辜的一个个人丧命。我观看了这个主题板块
以后，就明白了怎么应付这些自然灾害了。这个主题有很板
块，如：被压在废墟下怎么办，洪水来了怎么办，在户外遇
到地震怎么办和遇到火灾怎么办等。我看了之后知道了很多
的知识，明白了即使在情况十万火急的时刻也要保持冷静，
并且知道了要掌握科学的'自救方法，不能急躁，这样只会自
己害了自己。

我认为我们大家应该多认识一些自然或人为造成的灾害的克
服办法，其实，地震，洪水，火灾之类的灾害并不可怕，只
是大家没有留心在意书上，电视上，报纸上等等的地方的灾
害逃生方法和自救方法等，造成了不应该有的惨祸。大家应
该多点留心身边的灾害逃生方法和自救方法，让自己能逃脱
灾害的束缚。

总之，大家应该多多了解各种灾害的逃生方法和自救方法，
而且，灾害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防备和应急的方
法，只要大家懂得了方法，就可以让灾害忘至九霄云外去。

植物科普活动篇三

为了提高学生们的科学文化素质，营造浓厚的爱科学、学科
学的氛围，丰富学生们的科学文化知识，锻炼学生们的动手
动脑的能力。我校在三月的最后一周将举办高花亭小学第二
届科普活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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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小发明、小制作比赛

参赛对象：中、高年级学生。

作品数量：各中队至少推荐3件作品。

收缴时间：3月23日下午放学前。

收缴负责人：朱春林

奖项设置：视作品的数量和制作水平确定。

2、科幻画比赛

参赛对象：16年级学生。



作品要求：(1)主题不限

(2)作品要能充分体现科技未来的幻想。

(3)作品尺寸：

8开的纸张或其他材料上绘制，画幅横竖均可。

(4)作品的画种及材料不限，可以包括电脑绘画。

(5)仅限个人作品，不得抄袭。

作品数量：各中队至少推荐3幅绘画作品。

收缴时间：3月23日下午放学前。

收缴负责人：谢海燕

奖项设置：视作品的数量确定奖次。

3、观看科普电影

对象：全体学生

活动组织安排：刘双全

三年级：3月23日下午

四年级：3月26日下午

五年级：3月27日下午

六年级：3月28日下午

地点：校阶梯教室



4、科学小故事演讲比赛

对象：36年级的部分学生，各班派2名选手参赛，2名选手各
选一个题材，不能相同。

上报学生名单时间：3月23日下午放学前

收缴、比赛负责人：张康

比赛时间：3月29日下午

5、外出参观

(1)组织学生去市天文台观星。

对象：46年级，每班各选派10名。

要求：参加的学生必须由家长负责接、送。

名单上报时间：3月17日下午放学前。

活动负责：谢海燕及各班主任老师

备注：

1、学生由家长送到科技馆门口，老师按班级集合整队。

1、如天气有变，时间将相应调整，另行通知。

2、班主任老师要全程陪同，并注意学生的安全。

(2)组织学生参观市气象台。

对象：13年级全体学生。



活动负责：田曙光及上述年级各班主任老师。

活动时间：3月26日下午

(3)组织学生到茅岭的杨梅林参观。

对象：56年级部分学生，每班各选派3名学生参加。

活动负责：王斯馨

活动时间：3月20日

6、表彰总结会

时间：3月30日下午

地点：阶梯教室

内容：

(1)观看活动的dv录象

(2)科学小故事演讲

(3)颁奖

(4)领导讲话

场地布置：胡龙滨

张斗文

总结会主持：田曙光



植物科普活动篇四

201x年社区科普工作方案为大力开展社区科普工作，提高市
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在社会掀起科学普及的新高潮，形成一个
“爱科学、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一、加强领导、健全机制，科普工作制度规范落实，为开展
社区科普活动提供有利保证。制定切实可行的科普工作制度，
详细规定科普工作的内容，确保城市社区科普工作落到实处。

二、围绕建设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社会和文明和谐大庆的
目标，积极开展社区的科普活动，全面提高市民的科技文化
素质。针对社区内科普工作对象众多、层次不同、要求各异
等不同特点，努力创新，务求实效，广泛开展典型性、新颖
性、多形式多渠道的科普活动。

培训班，切实提高劳动者技术水平，增强劳动者再就业的本
领。

3、做好青少年科普工作。加大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素
质教育，扩大科普活动内容，开展好青少年特色主题科普活
动，创建科普活动场所，重点开展好青少年科学知识讲座、
科技培训、科普展览、心理健康咨询等主题明确、内容新颖
的校园科普活动，增强学生科技意识，拓宽科技视野，全面
提高青少年科学文化素质。

4、围绕科普活动日、世界环境保护日、世界勤俭日等科普日
开展主题明确的大型特色科普活动。根据社区特点和发展形
势，居民关心的热点问题，设计活动主题，每季度举办一次
科普讲座、科普咨询、等科普宣传活动。

新的一年里，我们把社区的科普工作搞得更加有声有色，让
更多的人加入到科普工作中来，形成人人学科学、信科学的
新局面。



植物科普活动篇五

根据20xx年度工作计划中“加强气象特色文化建设，积极参
与气象科普、科技活动”的要求，努力创设一种以科普知识
教育为活动内容的'气象科普教育的活动，以此加强公众对气
象科普知识的认识，通过不定期的了一系列的科普活动，来
激发公众学气象兴趣，人人都能参与科技活动。

1、迎进来即：利用“3.23世界气象日”、5月份科普宣传周、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等节日免费开放气象台，欢迎市民、
中小学生前来参观学习。组织学生实地参观了自动气象站和
科普走廊、人工影响天气设备等，并采用幻灯片等形式给同
学们讲解了气象灾害常识，以及面对自然灾害开展综合防灾
减灾的基本知识。

2、送出去即：积极加大“送出去”宣传力度，利用市“公民
道德宣传日”、“市110社会联动宣传”等活动主动到市民广
场、市民社区、学校等场所宣传气象灾害知识的防御和家庭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

(一)三月份：

1、制定“3.23世界气象日”免费开放活动计划。

2、组织兼职气象科普员交流讲解。

3、做好活动总结。

(二)四月份：

2、做好活动总结。

(三)五月份：



1、制定科普宣传周和“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计划。

2、组织人员到市广场摆设科普宣传展板，发放科普资料，现
场解答市民家庭防雷等防灾减灾常识。

(四)十一月份：

1、参加全市“公民道德宣传日”现场宣传活动。

2、发放科普宣传资料。

植物科普活动篇六

为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宣传工作，织密疫情防护网，强化青少
年疫情防控意识。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科协指导下，由铁心桥
街道社区事务服务中心和定坊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主办，
南京雨花绘梦科普服务中心承办的“防疫在心中，防线不放
松”防疫科普主题活动在定坊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顺利开
展。

活动伊始，科普讲师向参加此次活动的同学们明确了本次科
普活动的主要内容及重要意义，有效得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
热情。

活动尾声，科普讲师带领同学们共同进行一场“防疫知识
大pk”,总结防疫课堂重要知识点。随着课堂上一个个防疫问
题的抛出，同学们积极思考，踊跃发言，科普课堂上充满了
欢声笑语!

此次防疫科普活动的顺利开展，有效激发了社区青少年对科
学知识的热情和向往。孩子们将更深入了解防疫知识，科学
认识并预防疫情，增强防控意识，提高防护能力，做到疫情
防控，人人知晓，抗击疫情，由我做起!



定坊社区引进和运用多样化的科普资源开展防疫+科普服务，
丰富青少年的科普类活动项目，在助推“双减”工作落地的
同时，能够有力促进青少年科学素养的提升，增强防疫意识!

植物科普活动篇七

新的学期刚刚开始，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教学素质，
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紧紧围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这个中
心，即以学生为本，以校为本的教育思想，具体计划工作主
要有以下几点：

1、认真学习教学大纲和有关数学课程等材料。

2、加大对自己和学生的自我分析和解剖。

1、在备课中，积极开展共同研究，全面合作的.活动，努力
促进教学的进度与学生的接受力相挂钩。

2、加强对自己和上课的标准，探讨课堂教学结构、模式和方
法，多向其他有经验的老师虚心学习和请教，使自己尽快成
为熟悉教学业务，具有一定教学业务水平合格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