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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动植物科普课程开发与实施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少儿动植物科普课程的总体原则、课程开发、课程内容、课程实施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少儿动植物科普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科普课程 popular science course

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培养公众科学思维能力和科学态度以让公众了解科学的发展与成果，促进公

众科学素质的教育课程。

4 总体原则

4.1 安全性

应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明确安全保障责任，落实安全保障措施，确保学生人身安全。

4.2 教育性

应注重系统性、知识性、科学性和趣味性均衡发展，在科普教育中为学生提供全面发展的良好成长

空间。

4.3 实践性

应引导学生在科普实践活动中扩展视野、丰富知识、了解社会、亲近自然，将知识性课堂科学转化

为实践性科普教育。

4.4 综合性

引导学生在科普课程中体验、巩固、深入理解学科知识，扩展学科知识的外延，学会综合运用知识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4.5 开放性

应保证目标的多元性、内容的广泛性、空间的领域性，展示的多样性和评价的灵活性。

5 课程开发

5.1 需求分析

课程开发前期，应明确学校和学生的基本需求并进行分析，需求分析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学校科普课程开发目标；

b) 学校科普课程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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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学生学情分析；

d) 学生认识水平；

e) 适合学生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

5.2 确定目标和主题

应根据学生兴趣和发展需求，在学校和老师的指导下，选择合理的动植物科普主题。

5.3 撰写课程方案

动植物科普课程方案应要素完整、逻辑清晰、文字凝练，确保课程方案可操作、可执行、可达到、

可评价。

5.4 制定实施方案

应针对课程中的科普教育、美术教育、劳技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制定实施方案和安全隐患应急预案，

确保科普课程的有效展开。

5.5 课程优化

科普课程完成后，应根据学校和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对科普课程进行分析优化。

6 课程内容

6.1 一般要求

6.1.1 科普课程内容应符合课程目标，整合动植物多种类别的课程内容，体现综合性、实践性和跨学

科性，恰当安排一定的环节和时间，有机融合少儿劳动教育内容。

6.1.2 应对课程内容进行单元化分解，形成相互衔接连贯的单元课程，合理安排科普课程单元的实施

顺序。

6.2 课程主题

6.2.1 应从价值体认、知识科普、问题解决、创意物化等多个维度对科普课程进行设计。

6.2.2 应体现科普课程的特质性、概括性、通俗性等特点。

6.2.3 应根据课程目标及课程资源类型，确定科普课程主题。

6.2.4 科普课程主题应包括科普教育、美术教育、劳技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6.3 课程单元

课程内容应根据需求进行单元化分解，单元课程相互衔接。单元课程内容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单元标题；

b) 课程时长；

c) 课程目标；

d) 课程实施方式；

e) 课程资源详述；

f) 过程性学习任务；

g) 课后作业；

h) 安全注意事项、纪律要求等。

7 课程实施

7.1 一般要求

7.1.1 应对课程实施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制定应急预案，确保科普课程的有序进行。

7.1.2 应及时开展科普过程的准备工作，确保科普课程进程符合要求

7.1.3 应强化课程实施过程中的过程管理，对课程内容、实施过程适时评估，及时反馈并作出调整。

7.1.4 应开展课后的交流、展示与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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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课前准备

7.2.1 应采用讲座论坛、知识测试、自主学习、问题探究等形式，让学生充分了解少儿动植物科普课

程内容，充分激发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

7.2.2 应做好学习材料、学习装备和学生的心理准备工作。

7.2.3 教师自身应充分完成科普课程的各项准备工作。

7.3 课中实施

7.3.1 科普教育

7.3.1.1 科普教育应包括生态标本展示等内容，对动植物的种类和特点进行说明。

7.3.1.2 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应根据自身兴趣选择课程主题，开展研究性学习。

7.3.1.3 学生应注重科普教育的关键要素，包括以下内容：

a) 扩展视野；

b) 丰富知识；

c) 了解社会；

d) 亲近自然；

e) 参与体验。

7.3.2 美术教育

7.3.2.1 课程内容应包括与动植物相关的绘画、乐曲等作品展示。

7.3.2.2 应指导学生运用各种工具、工艺进行设计并动手操作，将学生创意方案付诸实践，形成美术

作品。

7.3.3 劳技教育

7.3.3.1 劳技教育关键要素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创意设计；

b) 选择材料和工具；

c) 动手制作；

d) 交流展示作品；

e) 评价和改进。

7.3.3.2 课程内容应包括黏土展示和拍照展示等内容。

7.3.3.3 黏土制作过程应按照下列顺序开展操作：

a) 主背景色；

b) 次背景色；

c) 主体轮廓；

d) 主体细节；

e) 装饰品主体；

f) 装饰品细节；

g) 刷亮油；

h) 成品图。

7.3.3.4 拍照展示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单人制作过程拍照特写；

b) 单人完成作品拍照特写；

c) 集体合影。

7.4 课后评价改进

7.4.1 应指导学生及时总结，多种形式展示科普成果。

7.4.2 展示科普成果，学生交流分享科普心得、劳动体会，在展示交流中建立积极客观的科学态度，

发展沟通、交流、表达能力。

7.4.3 应对学生少儿动植物科普课程评价进行收集，根据采集的建议对课程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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