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科技创新活动方案(实用6篇)
为了确保事情或工作有序有效开展，通常需要提前准备好一
份方案，方案属于计划类文书的一种。通过制定方案，我们
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避免盲目行动和无
效努力。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仅供参考，
欢迎大家阅读。

小学科技创新活动方案篇一

根据浦口区教育局的有关精神，行知小学于5月10日至5月16
日在全校组织了以“创新促进发展，科普惠及师生”为主题
的科普活动。这次活动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在广
大师生中树立科技意识，培养科技创新能力，宣传科普知识
发现和培养科学创新人才，倡导科学创新精神，为全体学生
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在我校掀起学习科普的热潮，为
推进创新性城市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收到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

一、领导重视，周密安排

这次活动受到了学校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学校主管部门制定
了具体实施方案，认真做好筹办工作。学校成立科普活动领
导小组由校长负责，由学生处和教师处共同组成校级科普宣
传领导小组（何艳丽、陈志燕、杨玲），带领班主任，组织
各班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专人负责，分工明确。在全
校营造科普活动气氛，充分利用各种科普阵地宣传科普知识、
科学人物，宣传本次活动内容。

二、内容丰富，收效明显

1、组织科普知识宣传、展览

我校围绕“创新促进发展，科普惠及师生”为主题，综合性



地开展科普知识宣传、展览活动。首先在学校的大环境布置
中，在学校大门口张挂了科普宣传周的横幅，同时利用板报、
宣传橱窗、红领巾广播等进行了科普知识的宣传，积极倡导
热爱科学，崇尚自主创新的精神，为学校科普宣传周的系列
活动营造了“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2、组织科普知识讲座

我们开展了科普讲师团进校园活动，邀请有关专家为师生作
科普报告，普及科技知识。5月12日下午，由浦口区气象局和
教育局联合组织的气象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暨赠书仪式在行知
小学举行。区气象局向学生代表赠送了100多本《中小学气象
灾害避险指南》。赠书仪式上，区防雷中心主任就如何预防
气象灾害进行了讲解，并结合当地较常见的气象灾害种类，
重点分析如何科学防护。在校园里开展气象灾害防御科学知
识的普及教育活动，使学生能够系统地学习气象防灾减灾有
关知识，并通过他们，将防御知识辐射到每一个家庭，能有
效提高公众气象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区电视台对
此次活动进行了宣传报道。

3、开展“防灾减灾专题”活动

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的日子，也是全国第一
个“防灾减灾日”。为切实做好“防灾减灾日”宣传教育工
作，增强全体师生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学生自救互救能力，
行知小学举行了“防灾减灾”科普宣传系列教育活动，并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

首先，我们以“国旗下讲话”为载体开展“512”纪念日宣讲
活动，在校园內醒目之处悬挂“生命高于一切”的主题标语，
向师生进行“防灾减灾”的生命安全教育。

其次，我们在毫无预设的情况下开展全校范围内的避震和紧
急疏散演练。全校师生反应迅速、疏散过程井然有序，活动



得到了一定效果，也展现了我校师生高度的安全防范意识。
同时，学校为了将防灾减灾活动引向深入，各班还通过班、
队会广泛宣传，在学生中开展了防灾避险知识竞赛、举行防
灾减灾科普知识宣讲会等，通过系列的活动提高了学生对各
种灾害的认知和防御能力。在此基础上，我们选拔了优秀学
生及其家庭组建浦口区代表队，参加了“全国防震减灾科普
知识竞赛（南京赛区）”，取得较好成绩。

4、开展了社会实践活动

在科普周中，我校进一步加强了科普教育基地的联系和建设，
组织全校师生到我校科普基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满足广大
师生学习科学知识、参与科普实践活动的需要。5月份是我校的
“荷文化月”，为了配合学校“科普周”活动，5月13日上午，
我们组织了全校师生来到我校的科普实践基地——南京艺莲
苑，进行参观考察活动。

5、少年科学体验活动。为全体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交流学习
科普知识的平台，以“我参与、我体验、我成长、我快
乐——在体验中感受科学的魅力”为主题的少年科普活动。
通过观察、实验、种植、养殖等丰富多彩的科技体验活动，
得出有益的启示和结果，形成研究报告，进行交流、讨论。

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行知小学20xx年科普宣传周取得了圆
满的成功。从科普宣传活动的组织到实施，每一个环节都进
行了细致的安排，班主任积极发动本班学生参加科技节各项
活动，学生参加面广，许多同学都得到了诸方面的锻炼，他
们在活动中既增长了知识，又和同学展开了交流，锻炼了自
己的才能，还增进同学之间的友谊，在教育效果上取得了明
显成效。科普周的开展，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提高了广大
学生的科学素质，显示了科学技术对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
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



小学科技创新活动方案篇二

本学期，在学校和区教研中心的带领下，我们科学教研组积
极进行了课堂的“目标-评价-教学一致性”研究工作，我们
本着“用新课程理念指导教研工作，大力推进科学课程改革
与实施”的目的，以发展学生科学素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为归宿，以务实的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科学教学
中存在的新问题，现就我校科学教研组工作总结如下：

通过多次的研讨活动，我们教研组的.教学理念有了质的提高。
科学教研会上所列举的那些问题我们一直在反思，在改变。

目标过于格式化、笼统化。完全参照教学参考书提出的三维
目标，导致课堂教学目标空而大，缺乏具体可操作性。多次
研讨之后，我们在确定教学目标时首先要认真研读课程标准，
理解针对本节内容课程标准中的要求进行目标设计，让大多
数学生通过努力能够达成教学目标学习目标。

以往重视“教”的目标，而忽视“学”的目标。研讨之后，
我们重视了学情的分析。对于学情的分析，除了分析学生已
知道了什么，寻找教学的真实起点，还通过课前调查等去分
析学生必须知道什么，确定教学的假设起点，学生要达成这
个目标必须先具备哪些知识、技能等。正是基于这样具体的
学情分析，才弥补了教材内容与课程标准的落差。

针对这些实际问题，我们教研组成员本学期重点做到了以下
改革：

1、加强集体备课，改善教研活动方式，增强参与性和实效性。
以教研组为活动平台，改变传统的教研活动方式，定期开展
教研活动。让教师亲历科学过程，促进教改实施，促进教师
发展。

2、确定教学目标时认真研读课程标准，理解针对本节内容课



程标准中的要求。

4、分析学生实际。我的课堂学生放在哪里？学生是学习的主
体，脱离学生实际的教学目标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确定目标
时，对学生的基础和实际学习能力必须予以充分考虑，教学
目标确定不能过高或过低。目标过高打击学生学习的信心，
过低不易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适合学生的就是最好的！

5、关注叙写的规范性、灵活性。

总之，我们本学期教研组成员，努力追求“扎实有效”。围
绕目标，设计整体思路。紧扣目标，设计教学环节；分解目
标，设计教学活动；检测目标，设计反馈评价。我们还需要在
“目标——评价——教学一致”这个框架思路下衍生出更多
的探寻，我们的科学课才会越来越成熟。

小学科技创新活动方案篇三

为贯彻科技部，中宣部和中国科协《关于举办20__年科技活
动周的通知》精神和自治区、市科技主管部门的总体安排部
署工作，贯彻落实柳州市柳南区科学技术协会、柳州市教育
局的精神，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科学态度
和科学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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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的科技素
质，培养科学创新精神，我校结合自身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二、学校领导小组

组长：桂文校长、王欣书记

副组长：黄欣萍副校长、蒙海燕主任、付月老师

小组成员：年级组长、大队部、各中队



三、活动主题

“节能环保我先行”主题活动

四、活动时间

20__年5月7日—5月25日

五、活动总结

20__年5月7日下午，我校蒙海燕主任利用中队会活动时间，
向全校宣布了“科技活动周”工作部署。宣传“科技活动
周”中心思想，号召各中队都积极参与到科技创新的热潮中
来，并进行了“科技活动周”各项工作部署。会议传达了上
级领导的精神，鼓动了学生的热情，为接下去的工作打下了
结实的基础。

我校以“科技活动周”具体实施方案为蓝图，逐一将活动推
广开来。

(1)、5月12日，学校出一版以“科技活动周”为主题的校园
宣传海报。

负责人：付月老师规格：240cm_120ccm

(2)、5月14日，下午中队会，各班开展以节能环保为主题的
科学调查体验活动，并进行会场记录，拍照。

(3)、5月15日，各中队用班级宣传海报(板报)和节能环保科
技小制作作品展示的方式，向全校宣传和展示科技创新成果
及对未来科学发展的畅想和展望。其中五件科技小制作选送
参加柳州市“节能环保科技”小制作比赛，分别荣获了第一、
第二名的好成绩。此次比赛，在学生中间树立了节能环保的
意识，增强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4)、5月26日前，我校4.5.6年级学生，积极参加“我为环保
做贡献”征文比赛，并经过班级初步评选，学校最终推选
出10篇精品，上交柳南区。从学生上交的征文中，发现学生
的视野十分广阔，思维十分独到，在司空见怪的废旧物品中，
发现新的创作题材，赋予其新的灵魂。

(5)、5月25日前，1—6年级学生，积极参加“我为环保做贡
献”科幻画比赛，上交了无数的优秀绘画作品，画面中无不
体现了孩子天真与纯情，期望地球变成美好的家园，期望身
边的人们一起手拉手共建和谐、健康的家园……学生们美好
的祝愿，甜美的理想，都是在参加本次活动中感悟出来的。

(6)、5月15日，我校学生踊跃参加柳州市科协举办的“小鲁
班科技制作”培训班，报名人数达167人。每次开课，小小的
课堂里都呈现出热闹非凡的景象。

科技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
竭动力，只有崇尚科学，探索创新，挑战新科技，才能有我
们强大的民族。__年5月的科技周已经进入尾声了，但是该活
动延伸的探究思索还在继续。孩子对科技研究的向往和执着，
是一个国家科技腾达的前提。这项工作需要我们教育者去不
断探索、不断研究，给学生建设出更多精神食量，使学生茁
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