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教育·治校方略　03　2019 3

ISSN:2705-0963（Print）　　　ISBN:2705-0955（Online）

我校开展科技实践活动的方案设计
杨景丽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师范学校　甘肃　白银　730900

摘　要：我校充分发挥科技馆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特点，依托“流动科技馆”，开展

科学实践体验活动，通过展品与科学表演、科学实验互动，激发科学兴趣、启迪科学思维、传播科学思想和方法，进一步推

动在全校范围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社会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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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以“体验科学”为主题，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科学实

践体验活动，通过展品与科学表演、科学实验互动，激发科

学兴趣、启迪科学思维、传播科学思想和方法，进一步推动

在全校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学习新风尚。

一、活动主题的确定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大力培

育创新型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

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保障，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二、活动方案设计

1．请辅导老师进行科技教育活动，普及科技基础知识，

从思想上解决学生怕影响文化课的学习，不想参与科技创新

活动的意识。通过学生的各种发明创新，激发他们的创新

意识。

2. 组织开展“校园流动科技馆”巡展活动。

3．组织学生成立科技创新小组，一般为 6-7 人。

4．请辅导老师示范科技创新活动。

5．通过老师的示范过程，首先要提出自己要创新的活动

项目，对其进行设计分析，就其展开各种探讨分析活动。针

对所选物品的不足之处或扩充功能重新设计，形成设计方案

原理图或三视图。

6. 各小组最少形成三个设计草图，指导老师对其价值和

可行性做出指导。

7．各小组对设计草图根据指导老师的指导再次改进筛

选，最终确定可行的设计草图。并制定小组整个活动方案，

给小组成员分配任务。

8. 学生按自己的活动方案和设计的草图进行查找资料、

处理相关的有用信息，寻找材料，探讨制作，不断测试，改

进，总结经验，记录活动过程，书写报告，展示活动资料。

9. 活动结束。请辅导老师和学生根据学生的作品共同探

讨，总结活动经验。

三、活动时间：开学第一个月

四、活动对象：全体学生

五、活动目标：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的能力

1. 技术的理解、使用、改进及决策能力。

2. 意念的表达与理念转化及操作方案的能力。

3. 知识的整合、应用及物化能力。

4. 创造性想象、批判性思维及问题解决的能力。

5. 技术文化的理解、评价及选择能力。

6. 培养学生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熟悉申请专利的过程。

六、活动重难点

1. 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加工重整的过程。

2. 方案的制定和筛选过程。

七、活动的准备

1. 对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活动。

2. 学生自由组合，形成小组。

八、活动过程

（一）辅导老师对学生指导

1．辅导老师进行科技教育活动，普及科技基础知识。

2．组织学生成立科技创新小组

3．辅导教师示范科技创新活动

（1）教师选取生活中常用的台灯，组织学生就其使用性、

外观、可靠性、安全性，可扩展性等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分

别由小组负责记录。并给小组布置任务：搜集不同台灯，对

其进行比较，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

（2）辅导老师和学生展示查阅的关于台灯的资料，学生

和老师共同探讨台灯的相关信息。从功能、外观、可靠性、

安全性，可扩展性等方面进行比较，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兴趣。

（3）利用上述所得数据，用所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及

社会科学知识对物品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论证。对分析结果

进行讨论和补充，并形成论文。

（4）开动脑筋，积极创新。学生根据以上数据对台灯的

可改进部分及功能扩展，自由提出设想，鼓励创新。提出自

己的创新设计方案。以草图的形式表现出来。辅导老师就其

价值与可行性做出评价，各小组再次改进方案，形成最终设

计图纸。

（5）各小组按设计方案图纸，利用学校通用技术设备动

手制作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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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小组组织试用，对新产品进行评价。

（7）辅导老师对简易机器人的原理展开各种探讨分析活

动。展示学生在这一方面的活动，让有兴趣的小组，利用学

校条件，对它进行研究探讨。

（8）各小组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及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找出自己所要创新的项目，进行创新设计活动。

（二）学生自主完成项目

通过教师示范的项目，学生熟悉了整个活动过程，体验

了动手实践的快乐，此时已是跃跃欲试。

1. 学生根据自己的创新项目设计整个活动方案，并分配

任务。

2. 各小组对涉及相关数据及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论证。

必要时还要考虑环境因素及进行社会调查。

3. 根据各自的数据提出设计项目，并行程设计草图，设

计项目呈报辅导老师，辅导老师就其价值与可行性做出评价，

各小组再次改进设计方案。

4．学生按照小组的活动方案进行创新活动，教师定期检

查各组进度，对其遇到的问题进行指导。

九、活动可能出现的问题及预案活动

1. 学生可能选结构和原理都比较复杂的生活用品，以致

无法完成活动，对学生的选题进行严格审核。

2. 学生需要进行社会调查，与学校领导沟通，获取学校

的支持和帮助，开展适当的调查。

3. 缺乏制作实物的设备，争取学校支持，在条件允许下

配置设备，若无法配置，亦可委托其它单位加工。

我校充分发挥科技馆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以“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特点，依托“流动科技馆”，开展科

学实践体验活动，通过展品与科学表演、科学实验互动，激

发科学兴趣、启迪科学思维、传播科学思想和方法，进一步

推动在全校范围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社

会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