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集体小学科技活动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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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重视方案的制定和
执行，不断提升方案制定的能力和水平，以更好地应对未来
的挑战和机遇。以下是小编给大家介绍的方案范文的相关内
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集体小学科技活动方案篇一

为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科技素质、科学创新精
神;让学生在活动中充分体验学习、创造、动手、动脑的乐趣。
我校将开展20xx年度xx月举办科技节系列活动，以此来促进
我校的科普教育工作，激发学生热爱科学，丰富了学生的课
下生活，培养学生科学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及想象思维，为
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全体师生

( 一)制作降落伞

活动材料：塑料袋或者手绢、尼龙布，50厘米的棉绳若干，
小重物

活动方法：降落伞面做成圆形，将棉绳系在降落伞的伞面上，
底下绳子打上结，挂上重物。

比赛方案：要求降落伞外观美观，有创意。当降落伞都从三
楼落下时，看谁的下降速度慢，就为获胜。

(二)鸡蛋保护器

活动材料：鸡蛋、泡沫塑料、布、纸盒、棉花、气球、等等，
根据自己的设计要求来定。



比赛要求：将自己设计好的鸡蛋保护器从三楼扔下，看谁的
鸡蛋不破，同时还要求，用的材料最轻，最节省、简单实用。

(三)建高塔

活动材料：塑料瓶、易拉罐胶带、筷子、水、沙子等，根据
自己的设计来定

建高塔的原理：物体重心低，就会平稳，高塔要求上轻下重，
上小下面大，使高塔不容易倒。

活动形式：自己选择组合成小组，提供一个作品。

比赛要求：材料要用废旧物品，塔外观要美观有创意。看哪
一组设计的塔最高，还要抗风力的袭击不倒。

( 四)建桥梁

活动材料：报纸、塑料瓶、胶带、易拉罐等等

活动原则：以小组为单位，设计一个作品，自己选择桥的类
型以及材料。

比赛要求：桥梁要求美观有独创性，比赛时要往桥上加重物，
看哪一组的承受力最大，就为获胜。

集体小学科技活动方案篇二

全面落实科学的教育发展观，进一步提高抓好科学教育的意
识，并以此为载体，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索和自主
探索的精神与能力；使学生逐步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学会观察世界、了解世界的方法。以科技教育为突
破口之一，打造学校的品牌亮点。



科技工作已成为学校的一个特色项目，要做好这项工作，既
要重视，更要落实。在本学年度，学校要在这方面进一步做
好领导管理工作，构建由校长室、政教处、教导处成员以及
科技骨干教师组成的管理网络，对各项活动认真组织落实，
抓好抓出成效。同时，以骨干教师为带头，带动部分新教师
参与到这方面来，增强学校科技项目的实力，使学校科技方
面的活动开展得更为活跃、有效。

发挥环境的育人功能。做好科技主题的校园环境布置工作：
设立科普知识画廊等在校园的环境布置上营造科普氛围，对
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与教育。设想在校园网上开辟科技
专栏，宣传科技知识，使其成为学校科学教育的又一个阵地。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
广阔前景，正在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广泛而深刻
的影响。科技进步与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
定性因素。在知识更新不断加快、人才呈现年轻化趋势的今
天，推动我国科技进步与创新的重任，已经愈来愈多地落在
青年一代身上。经常勉励青年艰苦创业勇于创新，他多次强
调指出："广大青少年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自己的理想
和前途同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结合起来。要敢于开拓，大胆
创新，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超越前人，勇攀世界科学技
术的高峰。"

根据学校工作的统筹安排，把科学教育渗透到各科教学、各
项活动之中，努力把我校科学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a、开展科普知识宣传展览活动。在学校门口挂横幅、竖撑牌；
利用学校橱窗开展科普图片展览；利用各班黑板报、晨会课
普及科学知识；利用学校广播普及科学知识……多渠道、多
形式地在师生中倡导热爱科学、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

b、通课堂播放科普知识影片。



c、在师生中开展学校科普征文赛。

d、组织开展相关的绘画、小制作、航模等项目的比赛。

e、组织学生参加"科技创新"大赛等活动。

f、做好科技特色学校和绿色学校的评比工作。

经过几年的努力，学校的科技活动，在多次活动中取得了引
人注目的成绩，已经成为我校工作中的一个亮点。继续深入
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搞好相关的活动，有利于科普活动的
开展和科学教育的深入。

a、继续开展好学校科技制作小组兴趣活动。通过课外科技兴
趣活动的开展，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实践能力，并以此辐
射到全校，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的氛围。

b、参加各级科技制作比赛，努力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使
学校的科技活动更上一层。

组织开展科普宣传周活动，以多种形式推广普及科学知识，
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培养学生的科学实践、探究能力。

学校的科技活动工作是学校工作的一个方面，做好这方面的
工作，有利于促进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学生的全面
发展。

9月份：配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形势，倡导新的教学理念，
旨在培养学生的实践与创新的能力，对科技制作、生物实验、
标本收集十分有兴趣的同学，建立固定的活动学习机会和场
所。

10月份：围绕"科技创新"、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比赛的项
目，在学校培训和选拔参赛学生。



11月份：开设"科技小问题"信箱，让学生把一些生活中遇到
的小问题通过信箱提出来，老师利用小广播解答同学的问题。
同学们也可以把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小知识、小窍门以稿子的
形式通过信箱传递给老师，稿子一经征用，必定有奖。

12月份：将上学期来在科技活动课程中有比较好的学生作品，
将以展览的形式向学校汇报活动成果。

20xx年2月专题讲座使学生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

3月项目实践（科技制作）参加各级青少年科技创造活动比赛

4月参加潍坊市机器人大赛，面向生活，使学生能应用知识解
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5月项目实践（创新设计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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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总结评比表彰

集体小学科技活动方案篇三

一、指导思想：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增强学生创新意识，培养学
生创造能力，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技能方法。

二、活动主题：携手科学，放飞理想。

三、活动目标：通过举办科技节，进一步推动我校科技创新
活动的蓬勃发展，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实践能力，在学校
范围内形成浓厚的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科技氛围，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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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注意科技作品的质量。

2．体现特色、突出个性。各班在组织活动时，要根据学生实
际、注重实效，做到以班为本，以学生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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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做到分工负责、责任明确、准备工作充分、宣传到位、发
动有力、体现协作精神。

4．整个科技节的系列活动要有序地开展和进行，各个活动的
负责人要关注过程，确保活动过程的安全。

五、活动对象：全校学生

六、活动时间：5月份

七、活动内容：

1．“三个一”科普活动。

即读一本科普书、看一个科普录像、出一期科普黑板报（评
比）。

九、活动规则：

（一）纸飞机竞赛规则：

1．使用标准a4纸制作模型，参加比赛。纸张只能折叠，不能
撕、胶粘、剪、订、悬挂重物。运动员在投掷模型时，不得
跨线，否则成绩无效。

2．参赛选手自行制作纸飞机，并写上自己的名字，制成的纸



飞机必须是典型的飞机造型，至少有双翼，是否符合典型飞
机造型由裁判确定。

3．比赛按飞机从起飞到落地（飞机头部）的时间长短计算成
绩。

4．每个参赛选手有3次飞行机会，以最好成绩计算。

（二）飞牌

要求：每位参赛学生发3张扑克牌，学生先在牌上写上姓名、
班级，然后听裁判口令在规定区域等候飞牌，每位选手有三
次机会，以未超边线而距离远者胜出。

（三）纸桥承重竞赛规则：

用一张报纸做成各种形状来试验其承受力。承受力最大的形
状与承受力最小的形状相比，其承受的重力可以相差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那是因为结构不同，其承受力也不同。我们要
设计并制作一个简单的纸制桥梁，使其有尽可能大的`承受力。
每位选手有三次机会，以最好成绩计算。

制作材料（现场提供）

报纸1张、剪刀1把、双面胶一卷、尺子一把、小刀一把、塑
料垫板1块（保护桌面用）、试验用重物（矿泉水或钩码）。

活动要求

1、在草稿纸上画出纸制桥梁的内部结构草图（草图不计分，
但必须要画）。

2、用所提供的材料制作出本小组设计的桥梁模型，具体要求
如下：



（1）只能用提供的报纸进行制作，不可以加纸，不可以填加
其他物质。

（2）粘连纸时，只能用所提供的一卷双面胶，不可以用其他
物质来代替。

（3）制作的桥梁模型的外形必须为：350mm（长）×100mm
（宽），两端开通不封闭。中间，用剩余的纸张制作各种结构
的填充物放置其中，做成简单的桥梁模型。

3、纸桥制作完毕后，应向老师举手示意，上交纸桥模型、记
录制作时间。注意举手示意后，就不得再进行制作，因而举
手示意前，应仔细检查是否完成制作。

重物的方法来试验各个纸桥的最大承受力。重物用钩码（大
小不定），每次加一个，停留3秒钟后加第二个重物，依次加
重，直到桥梁模型倒塌，记录倒塌前一次桥梁模型的承重数
据。

成绩评比

按承重数据大小依次排名，承重数据大的为第一名。如遇承
重数据相同，再考虑制作时间，如制作时间少的名次靠前。

（四）智力七巧板比赛规则和评分标准：

1.个人赛（智力七巧板创意组合）以试卷形式比赛，试卷由
组委会统一命题，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卷，满分100分。

2.试卷分为三大题：按题设计、观察创造和主题创意。学生
根据题目的要求自由发挥想象力，把拼出来的答案画在试卷
上。

3.评委根据创意和完成质量打分，按参赛学生



的15%、35%、50%设一、二、三等奖。

（五）橡筋动力模型飞机参赛材料规格

1、学生根据图纸要求，在赛前独立完成装配、调试及放飞。
为提高飞行成绩，在不改变模型飞机的几何尺寸和橡筋长度
的前提下，参赛学生可以对模型进行任意创新改造。可以在
机身上加配重物来调节橡筋飞机，可以在机翼上加固翼
缘。(主机翼不得改变)

2、比赛前评委应对模型进行检查，做好标记。选手比赛顺序
按秩序册进行，不得更改。三次点名不到场作弃权处理。

3、如果比赛场地风速过大，（场地有测定风速的标准）选手
根椐自己的情况可要求评委暂停比赛，也可继续比赛。

4、竞赛放飞时在指定区域进行可以助跑或跳跃，以模型飞机
出手开始记时到模型飞机着陆为止。比赛采以留空时间长为
优胜，成绩保留到秒后二位。竞赛飞行共进行二轮，以成绩
较好的一轮评定名次，如遇成绩相同则依另一轮的成绩评定。

5、裁判发出“预备，放”选手须立刻放飞模型离手，十秒钟
内没有放飞则该轮成绩为0分。参赛选手独立完成，其它人不
得帮忙。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停止计时或成绩无效：

1．模型上的主体部件掉落停止计时。

2．遇到模型飞出视野或掉落在建筑物体、或其它物体上面，
停止计时。

3．一人一机，不得借给他用。否则双方成绩均无效。



集体小学科技活动方案篇四

引导小学生从小树立“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观念，
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提高
少年儿童科学文化素质，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少年儿童的观
察能力、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学校在六一
儿童节前特举办科技创新制作活动制作及展览。

一、活动内容：

科技创新小制作

二、活动主题：

崇尚科学勇于创新探索科技创造未来

三、活动时间：

1、评审时间：20--年5月25日

2、展览时间：20--年5月29日—6月1日

四、参赛对象：

一至六年级学生

五、活动内容介绍：

科技制作是指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工作中，对那些感觉
到用起来不称心、不方便的物品，运用学过的科学知识或者
通过自己的联想和创新、设计，制造出目前还没有的更称心、
更方便的新物品。作品要具有“四性”：1.新颖性2.创造
性3.实用性4.美观性。



六、活动要求：

1、各班要扎实有效地开展好此项活动，要引起每一位学生，
每一位家长的高度重视，做到人人参与。

2、作品设计新颖，具有创造性、教育性。

3、作品可利用现有材料经过设计、加工、制作成德具有一定
科学原理或科技含量的作品;也可结合环保教育，引导学生利
用一些废旧物品作材料，变废为宝，进行设计、加工、制作。

4、凡参赛的作品都要贴上标签，写明作品名称，作者姓名、
班级。

5、本次活动将以小发明、小制作为参展、参评对象。参展作
品要求体现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原则。作品外形设计精
美，制作精致，技术精湛，突出创新意识和科技含量。作品
参展数量每班3件以上。

6、作品上交时间20--年5月25日前。

七、奖励办法

1、组织有关领导、老师对各班选送作品进行评比，分年级评
选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名(视作品件数确定奖励名额)，对
获奖学生颁发奖状和奖品。

集体小学科技活动方案篇五

小学科技教育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工程，科技课
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教师要转变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
下面是有20xx小学科技活动方案，欢迎参阅。



为了活跃校园文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倡导科学思想和科学
精神;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动手动脑能力，在校园形成学科学、
爱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同时为学生提供展示个性的平
台，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科学的兴趣和能力，让学生体验科学
的魅力，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现特成立小学科技社团，
以点带面，促进学校科普工作的开展。

一、社团的组织

1、时间：每周二下午第二节课后(3：30---4：10)。

2、成员：以五年级为主，每班5至8人。

3、地点：五年级办公室与五(1)班教室之间的空教室。

二、社团活动的具体工作安排

第三周：组织成立小学科技社团，学习社团活动章程。

第四周：种子发芽实验计划及观察记录。

第五周：蚯蚓的选择实验计划及观察记录。

第六周：国庆放假。

第七周：做一个生态瓶并观察记录。

第八周：学习叶脉标本制作方法。

第九周：采集制作叶脉标本的叶子。

第十周：制作叶脉标本(原色)。

第十一周：制作叶脉标本(彩色)。



第十二周：科技创新项目(科学小论文的撰写一)。

第十三周：科技创新项目(科学小论文的撰写二)。

第十四周：学习叶的标本制作方法。

第十五周：采集、压制。

第十六周：上台纸、固定、贴标签。

第十七周：自制叶的标本展示、评比。

第十八周：读一本科普知识书籍或文章。

第十九周：写一篇读科普书或文章的心得。

第二十周：学做一件科技小作品

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科学的教育发展观，进一步提高抓好科学教育的意
识，并以此为载体，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索和自主
探索的精神与能力;使学生逐步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学会观察世界、了解世界的方法。以科技教育为突
破口之一，打造学校的品牌亮点。

工作要点：

一、抓好组织管理，培养骨干教师

科技工作已成为学校的一个特色项目，要做好这项工作，既
要重视，更要落实。在本学年度，学校要在这方面进一步做
好领导管理工作，构建由校长室、政教处、教导处成员以及
科技骨干教师组成的管理网络，对各项活动认真组织落实，



抓好抓出成效。同时，以骨干教师为带头，带动部分新教师
参与到这方面来，增强学校科技项目的实力，使学校科技方
面的活动开展得更为活跃、有效。

二、抓好环境建设，创设科技氛围

发挥环境的育人功能。做好科技主题的校园环境布置工作：
设立科普知识画廊等在校园的环境布置上营造科普氛围，对
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与教育。设想在校园网上开辟科技
专栏，宣传科技知识，使其成为学校科学教育的又一个阵地。

三、开展科技活动，全面推进学校的科普宣传和科学教育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
广阔前景，正在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广泛而深刻
的影响。科技进步与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
定性因素。在知识更新不断加快、人才呈现年轻化趋势的今
天，推动我国科技进步与创新的重任，已经愈来愈多地落在
青年一代身上。经常勉励青年艰苦创业勇于创新，他多次强
调指出：“广大青少年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自己的理
想和前途同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结合起来。要敢于开拓，大
胆创新，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超越前人，勇攀世界科学
技术的高峰。”

根据学校工作的统筹安排，把科学教育渗透到各科教学、各
项活动之中，努力把我校科学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科技活动的要点：

a、开展科普知识宣传展览活动。在学校门口挂横幅、竖撑牌;
利用学校橱窗开展科普图片展览;利用各班黑板报、晨会课普
及科学知识;利用学校广播普及科学知识……多渠道、多形式
地在师生中倡导热爱科学、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



b、通课堂播放科普知识影片。

c、在师生中开展学校科普征文赛。

d、组织开展相关的绘画、小制作、航模等项目的比赛。

e、组织学生参加“科技创新”大赛等活动。

f、做好科技特色学校和绿色学校的评比工作。

四、发挥科技航模项目优势，以科技活动推进科学教育

经过几年的努力，学校的科技活动，在多次活动中取得了引
人注目的成绩，已经成为我校工作中的一个亮点。继续深入
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搞好相关的活动，有利于科普活动的
开展和科学教育的深入。

a、继续开展好学校科技制作小组兴趣活动。通过课外科技兴
趣活动的开展，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实践能力，并以此辐
射到全校，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的氛围。

b、参加各级科技制作比赛，努力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使
学校的科技活动更上一层。

五、组织开展科普宣传周活动

组织开展科普宣传周活动，以多种形式推广普及科学知识，
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培养学生的科学实践、探究能力。

学校的科技活动工作是学校工作的一个方面，做好这方面的
工作，有利于促进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学生的全面
发展。

六、具体活动安排如下：



9月份：配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形势，倡导新的教学理念，
旨在培养学生的实践与创新的能力，对科技制作、生物实验、
标本收集十分有兴趣的同学，建立固定的活动学习机会和场
所。

10月份：围绕 “科技创新”、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比赛的
项目，在学校培训和选拔参赛学生。

11月份：开设“科技小问题”信箱，让学生把一些生活中遇
到的小问题通过信箱提出来，老师利用小广播解答同学的问
题。同学们也可以把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小知识、小窍门以稿
子的形式通过信箱传递给老师，稿子一经征用，必定有奖。

12月份：将上学期来在科技活动课程中有比较好的学生作品，
将以展览的形式向学校汇报活动成果。

20xx年2月 专题讲座使学生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

3月项目实践(科技制作) 参加各级青少年科技创造活动比赛

4月参加潍坊市机器人大赛，面向生活，使学生能应用知识解
决生

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5月 项目实践(创新设计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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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总结 评比 表彰

一、指导思想：

为了活跃校园文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倡导科学思想和科学
精神;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动手动脑能力，在校园形成学科学、



爱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同时为学生提供展示个性的平
台，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科学的兴趣和能力，让学生体验科学
的魅力，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现特成立小学科技社团，
以点带面，促进学校科普工作的开展。

二、活动目标：

通过社团活动，大力宣传科技的辉煌成就，帮助小学生进一
步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激励小学生从小崇尚
科学，热爱科学。让学生掌握科学知识的方法，激发科学创
新精神，为参加市区科技创新大赛储备人才和奠定基础。

三、活动方式：

科技社团主要以“专题讲座”、“观看科教书籍”、“科技
制作”、和“项目实践”等方式开展活动。每次活动后填
写“社团活动记录表”备案。

二、活动时间：

活动时间为：每周星期三的下午3:00～4：30。

成员：以三、四、五年级为主，共12人。

三、活动地点：学校科学实验室

四、社团活动的具体工作安排

第一阶段 紧密结合教材的科普活动

组织学生按照科学课教材的内容进行科普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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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 科技制作(趣味制作)



通过制作和展示各种小发明、小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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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实践——小发明(创新设计制作)

自己设计并附写创意说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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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具体安排：

第三周：组织成立小学科技社团，学习社团活动要求。

第四周：显微镜的使用。

第五周：显微镜观察切片标本。

第六周：自制洋葱表皮切片。

第七周：学习辨认校园的植物。

第八周：读一本科普知识书籍或文章。

第九周： 寒假发明金点子的讨论分析。

第十周：科创金点子选题展示，学生之间的相互评价。

第十一周： 模型制作。

第十二周：小发明的基础训练。

第十三周：科学小发明讲座六 捕捉小发明的目标。

第十四周： 总结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