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前儿童科学活动设计方案(汇
总5篇)

为了确定工作或事情顺利开展，常常需要预先制定方案，方
案是为某一行动所制定的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和安
排等。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方案呢？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方案应该怎么去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
下吧。

学前儿童科学活动设计方案篇一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关于开展“全
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的相关要求，营造有利于幼儿健康
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推进学前教育科学发展，我区定
于20xx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学前教育宣传
月活动，广泛传播科学的学前教育理念和方法。

学前儿童科学活动设计方案篇二

(一)、加强学前教育发展政策宣传，总结推广经验。重点宣
传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和国家相关
部门政策文件;《安徽省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xx-20xx
年)》、《关于扶持民办幼儿园发展的意见》、《关于鼓励城
市多渠道多形式办园和妥善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园
的意见》、《关于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的意见》等有关政
策;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及相关规划、计划和工程实施情况。
各地各校要发现各类规划、计划和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先进典型
(资金投入、教师补充、配套政策出台等)，加以宣传;及时总
结在实施各类规划、计划和工程建设中积累的经验，加以推
广。

(二)、突出规范办园、科学保教宣传，促进办园质量提高。
重点宣传原国家教委《幼儿园工作规程》、教育部《幼儿园



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关于规范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防
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
部、财政部《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安徽省教育厅
《关于严禁幼儿园使用幼儿教材等问题的紧急通知》，安徽
省物价局、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加强幼儿园
收费管理的通知》，安徽省物价局、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
教育厅《关于核定全省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最高和最低收
费标准的通知》，安徽省物价局、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规范
幼儿园办班收费等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以及省、市、县
近期将出台的规范办园、科学保教等相关规定。

(三)、强化幼儿园评估相关政策宣传，促进规范化管理。重
点宣传《安徽省一类幼儿园评估指标体系》、《安徽省民办
幼儿园评估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评估体系》)，宣
传规范管理的先进典型，总结推广管理经验。各地各校可以
通过现场观摩、集中培训、园本教研等方式，认真解读《评
估体系》，通过宣传《评估体系》，让学前教育管理人员、
园长、教师深刻理解我省规范办园、科学保教，以及幼儿园
办园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增强规范办园的意识。

学前儿童科学活动设计方案篇三

1、精心组织，高度重视。各园要围绕宣传月主题，精心制定
宣传月活动方案，全面部署并认真组织实施。

2、树立典型，突出内涵。各园要围绕宣传月主题，立足幼儿
园保教工作实践，树立典型，唤起广大幼儿园教师爱岗敬业
和家长理解与支持的良好氛围。

3、多方参与，广泛宣传。各园综合利用多种媒体进行宣传活
动，营造良好的社会宣传氛围。并通过举办主题开放日、家
长会等多种活动，确保宣传深入持久高效。

4、严格把关，确保公益。各园要坚持正确的宣传方向，确保



各项宣传内容符合活动主题，严防任何机构和个人借宣传月
搭车开展商业宣传。

5、认真实施及时总结

各园主要总结宣传活动的部署情况、采取的措施以及取得的
成效。

6、各幼儿园务于6月23日前将本园开展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
总结及图片（电子版）、视频上报县教育局基础教育办公室。

学前儿童科学活动设计方案篇四

1、高度重视、精心部署。各幼儿园要切实加强本园学前教育
宣传月活动的组织和领导，制定切实可行的学前教育宣传月
活动实施方案。充分发挥班主任和专家的力量，精心策划宣
传内容，做到组织到位、人员到位、措施到位，尽快组织实
施。同时要高度重视宣传活动的安全工作，保障所有活动在
安全的前提下顺利进行。

2、幼小同步、注重实效。各幼儿园要围绕主题，与辖区内小
学密切联系、同步宣传、广泛参与，严禁幼儿园提前教授小
学教育内容，规范幼儿园保教工作，防止和纠正“小学化”
现象，确保为幼小科学衔接营造良好教育生态环境。

3、加强指导、规范实施。各幼儿园对宣传月系列活动的内容
要严格把关，确保宣传内容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国家教
育方针。严防任何单位和个人借宣传月名义搭车开展商业性
宣传、推销产品，确保宣传活动的科学性和公益性。

各幼儿园将学前教育宣传月实施方案和总结（含相关活动图
片资料电子版、典型材料）分别于20xx年5月23日和6月22日
之前报送区教育局托幼办。



学前儿童科学活动设计方案篇五

活动由来及设计思路：

近一段时问，来园的孩子越来越少，有的家庭甚至不再送幼
儿来，我向家长和孩子们询问不来园的原因，他们告诉我怕
感染甲流。看到长们对甲型流感的认识抱有恐慌的态度并影
响着身边的孩子，我设计“关于预防甲流”的系列活动，希
望通过活动的开展，能够让家长和孩们客观地认识甲流，减
少对甲流的恐慌，并引导家长积极配合幼儿园好主动预防甲
流的活动。

活动目标：

1、关注甲型流感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知道预防甲流和自
我保的方法。

2、会用多种方法、多种形式让幼儿园里的伙伴和家长了解甲
流的防方法，感受、体验关心他人的自豪感。

活动准备：

关于甲流的新闻视频(自制)、各类色彩笔、宣传纸、照相机、
涝六步法图片。

活动过程：

1、观看“新闻播报”，引导幼儿讲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教师：看了刚才的新闻，你想说些什么?

幼儿：甲型流感是一种传染病，如果得了要马上去医院治疗。

幼儿：小朋友得了甲流不能再上幼儿园，要不会传染更多的



小朋友

幼儿：甲流会发烧、流鼻涕、咳嗽。

幼儿：甲型流感可以传染自己身边的人，身边的人还可以再
传绐多身边的人，所以得了甲流的人不要到外边玩，要不会
传染更多的人。

幼儿：小朋友到商场买玩具，如果看到流鼻涕、咳嗽的人动
了自喜欢的玩具，千万不能再去摸这个玩具，要不会被传染
的。

幼儿：妈妈总说，吃药、吃药，要不会得甲流，得了甲流就
要打针很疼。

幼儿：妈妈总说，洗手、洗手，手脏了会得甲流。

幼儿：和好朋友玩的时间少了，大家因为怕得甲流都不出来
玩了。

教师小结：甲型流感是一种传染病，如果小朋友发现自己和
别人在身体上出现不适的症状：如发烧、咳嗽、流涕，就千
万不要再到人多的地方去玩，应该马上到医院治疗，这样既
不会延误病情也不会影响他人的正常生活。

2、讨论：预防甲流的好方法。

幼儿：小朋友不能到人多的地方玩。

幼儿：如果看到生病的人就离他远一点。

幼儿：在人多的地方要戴口罩。

幼儿：吃东西前和大小便后要认真洗手。



幼儿：打喷嚏时用手捂上嘴和鼻子。

幼儿：将吐出的痰用卫生纸包上扔到垃圾桶里。

幼儿：吃预防甲流的药。

幼儿：多喝水，多吃菜，不挑食。

幼儿：经常去操场运动，如踢球、跳绳、打羽毛球。

3.鼓励幼儿用多种方法、多种形式让大家了解预防甲流的方
法，感受助人为乐的自豪感。

教师：刚刚我们知道了许多预防甲流的好方法，你们想把这
些好方法讲给谁听?

幼儿：我要讲给妈妈爸爸、爷爷奶奶听。

幼儿：我要讲给哥哥姐姐听。

幼儿：我要讲给弟弟妹妹听。

教师：我们怎样让他们知道预防甲流的这些方法呢?

幼儿：我们教弟弟妹妹正确的洗手方法，告诉他们如果用这
些方法洗手，就不会得甲流。

教师：弟弟妹妹这么小，教一次要是不会怎么办?

幼儿：那我们天天去教他们洗手。

幼儿：我们给弟弟妹妹画张正确洗手的画，让他们自己看着
画洗手

幼儿：如果他们看不懂你们画的画怎么办?



幼儿：老师你把我们洗手时正确的方法照下来，给弟弟妹妹
做成照片，把照片送给他们，让他们的老师把照片贴在盥洗
间，弟弟妹妹洗手时，一看照片就会学着我们的样子去洗手
了。

教师：这个方法真不错，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幼儿：我们用画画把我们知道的关于甲流的预防知识都送给
幼儿的弟弟妹妹和哥哥姐姐。

教师：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幼儿：我们给自己的妈妈爸爸写个纸条，告诉他们预防甲流
的方法。

教师：这个方法真好，如果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更好了。

幼儿：我们把写好的信多印些送给幼儿园所有的家长，让他
们看我们的信后告诉自己的孩子有哪些预防甲流的好方法。

教师：你们的这些方法真的很棒，现在让我们一起去完成这
些好方法吧。

活动延伸：

幼儿绘制甲流预防卡，和老师一起拍摄洗手照片等。

个人反思：

甲型流感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刚开始大家对它的关注
不是很强，后来由于甲流的传播越来越广，得病的人也越来
越多，家长、老师社会群体对甲流的看法逐渐恐慌起来，这
种恐慌直接影响了身边的孩子们。孩子们受家长情绪、行为
的影响，对此病也有了自己的认识，有的幼儿受自己消极情
绪的影响，不敢出门游戏、不敢上幼儿园。针对孩子们的各



种表现及当前的社会现实，我们开展了“关于预防甲流”的
多种活动，孩子们在对甲流预防有较深的认识和一定的经验
后，知道了甲流是可以提前预防的。此次活动的设计是为了
进一步丰富幼儿预防甲流知识，并通过运用这些知识、经验
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活动还进行了关心、关爱的情感教育，
通过运用多种方式、方法帮助身边的人去预防疾病，孩子们
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感受着助人为乐的快乐和自豪感。

主要内容：

1、活动设计思路清晰，将培养目标与当今的社会形势结合，
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活动内容的选择来源于幼儿的生活体
验，能有效调动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2、教学活动采用电教的手段，利用影像等形式吸引幼儿参与
活动的兴趣，幼儿参与积极并能主动地想办法解决问题，促
进了幼儿语言及思维能力的提高。

3、建议老师更多地引导幼儿将学到的方法与其实际行为相结
合，在生活中不断坚持自己好的卫生行为习惯，并用自己的
言行影响身边的人。

综合评析：

1、活动来源于生活，又走向生活。活动内容与幼儿的生活结
合，选择了幼儿关心且需要帮助幼儿解决的问题，因此幼儿
能够积极参与其中。而且教师能够把幼儿的社会性活动内容
带出班级，引导幼儿带着关爱、关心弟弟妹妹和哥哥姐姐的
情感走进幼儿园的整个大群体，给予幼儿关爱别人、帮助他
人的广阔空间，使社会性教育生活化、社会化、情感化。

2、活动的操作性、参与性强。活动采用的教学方式符合幼儿
特点，多媒体教学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参与的热情，使其能
够直观感受身边的事件，并在帮助他人、关爱他人的氛围中



培养了幼儿的成就感。

3、小组合作反思是教师提升专业水平的重要方式，因此在活
动后要给予教师充分思考与讨论的空间，对于活动中存在的
问题不仅仅是点到，还要引导教师一步步深入分析其背后的
原因与规律，如就教师提出的：“怎样更加有效又快捷地帮
助弟弟妹妹和哥哥姐姐掌握预防甲流的正确方法”这一问题，
可以层层深入地进行思考：教师在这一环节希望幼儿对什么
产生情感体验?幼儿可能会产生什么情感体验?情感体验在这
个社会性活动中的意义何在?是什么原因使幼儿的情感体验不
够充分?如何调整使幼儿获得充分的情感体验?这样多方面的
剖析才能使教师学会反思，学会正确地解决教学实践问题。

幼儿园健康领域活动设计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