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大班教学活动周计划(精
选5篇)

计划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个人生活还
是工作领域。优秀的计划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
写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计划书范文，希望对
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幼儿园大班教学活动周计划篇一

活动目标：

1.知道爱护小手，不玩尖利的东西。

2.知道手划破后简单的处理和保护方法。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活动准备：

活动过程：

一、出示布娃娃玩具，通过故事导入：

"今天布娃娃在玩的时候可不小心了，弄伤了自己的手，它自
己很疼，都快哭了!"讨论：

(1)这个布娃娃的手怎么啦?

幼：哎呀!流血了。



幼：出血了。

(2)好好的小手怎么会出血呢?

幼：被东西划破了。

幼：摔破的。

幼：摔倒蹭烂的。

(3)什么东西会把手划破?为什么?

幼：玻璃片，针叶可以刺破。

幼：铁钉也能刺破。

幼：铁丝;剪刀……师：为什么呢?

幼：因为很利。

幼：因为太尖了。

小结：因为这些东西很尖，很锋利，容易把手划破。

(4)启发幼儿回忆：自己的手有没有被划破过，手划破了有哪
些不方便。

幼：我的手被划破过，流血了，很疼很疼。

幼：上次我这被刀子割破了(指左手中指)，包了好长时间，
都是妈妈给我洗脸洗手的。

幼;我也是，受伤的手不能湿水。

幼：湿水会化脓的。



二、讨论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小手不受伤。幼：平时不玩剪刀。

幼;刀也不能玩，还有玻璃(片)。

小结：我们周围有很多东西，有的是很尖的，有的是很锋利
的，如果我们去玩这些东西，就会把手划破，给自己带来危
险和许多不方便。所以小朋友们不要去玩这些东西，以免我
们的手受伤，影响我们的活动和生活。

三、讨论怎样保护、处理布娃娃(或自己)受了伤的手。

(1)如果手不小心被划破了，能不能用没有洗过的手去捂伤
口?为什么?

幼：不能。

幼;因为没有洗过的手有细菌，会使伤口感染、化脓。

(2)手受伤了怎么办?

幼：找大人(老师、爸爸妈妈)幼：去医院，让医生抹点药就
好了。

师：如果擦伤了皮，要先清洗伤口，然后涂上红药水或紫药
水;严重的要找医生处理。

(3)手包扎后还要注意哪些事项?

幼：不能让伤手湿到水。

幼：不能随便揭掉包布，保护伤口。

幼：还要找老师、医生换药。

小结：如果我们的小手已经受了伤，就更要好好保护，这样



才能使它快快恢复健康，为我们服务。

幼儿园大班教学活动周计划篇二

1.知道爱护小手，不玩尖利的东西。

2.知道手划破后简单的处理和保护方法。

3.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一、出示布娃娃玩具，通过故事导入：

"今天布娃娃在玩的时候可不小心了，弄伤了自己的手，它自
己很疼，都快哭了!"讨论：

(1)这个布娃娃的手怎么啦?

幼：哎呀!流血了。

幼：出血了。

(2)好好的小手怎么会出血呢?

幼：被东西划破了。

幼：摔破的。

幼：摔倒蹭烂的。

(3)什么东西会把手划破?为什么?



幼：玻璃片，针叶可以刺破。

幼：铁钉也能刺破。

幼：铁丝;剪刀……师：为什么呢?

幼：因为很利。

幼：因为太尖了。

小结：因为这些东西很尖，很锋利，容易把手划破。

(4)启发幼儿回忆：自己的手有没有被划破过，手划破了有哪
些不方便。

幼：我的手被划破过，流血了，很疼很疼。

幼：上次我这被刀子割破了(指左手中指)，包了好长时间，
都是妈妈给我洗脸洗手的。

幼;我也是，受伤的手不能湿水。

幼：湿水会化脓的。

二、讨论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小手不受伤。幼：平时不玩剪刀。

幼;刀也不能玩，还有玻璃(片)。

小结：我们周围有很多东西，有的是很尖的，有的是很锋利
的，如果我们去玩这些东西，就会把手划破，给自己带来危
险和许多不方便。所以小朋友们不要去玩这些东西，以免我
们的手受伤，影响我们的活动和生活。

三、讨论怎样保护、处理布娃娃(或自己)受了伤的手。



(1)如果手不小心被划破了，能不能用没有洗过的手去捂伤
口?为什么?

幼：不能。

幼;因为没有洗过的手有细菌，会使伤口感染、化脓。

(2)手受伤了怎么办?

幼：找大人(老师、爸爸妈妈)幼：去医院，让医生抹点药就
好了。

师：如果擦伤了皮，要先清洗伤口，然后涂上红药水或紫药
水;严重的要找医生处理。

(3)手包扎后还要注意哪些事项?

幼：不能让伤手湿到水。

幼：不能随便揭掉包布，保护伤口。

幼：还要找老师、医生换药。

小结：如果我们的小手已经受了伤，就更要好好保护，这样
才能使它快快恢复健康，为我们服务。

幼儿园大班教学活动周计划篇三

活动目的：

1倾听故事传说，能讲述故事传说的大意。

2让幼儿明白给大家带来快乐，自己就会快乐。

3识字：甜香果实



活动准备：挂图字卡鹿松鼠杜鹃鸟的头饰

活动过程：

一、欣赏故事传说

教师生动的讲述故事传说，幼儿欣赏。

二、理解故事传说

——提问：有哪些小动物走过苹果树?

它们都干了些什么?

小草看到这些小动物拿走苹果，说了些什么?

苹果树怎样回答的?

——出示教学挂图，教师完整讲述故事传说，幼儿看图倾听。

三、讲故事传说

——教师出示字卡“甜香果实”教幼儿认读

——引导幼儿看图，练习讲故事传说。

四、表演故事传说

教师和幼儿一起戴头饰表演故事传说，让幼儿进一步理解故
事传说，感受故事传说情趣。

幼儿园大班教学活动周计划篇四

诗歌《好朋友》的内容来源于生活中常见的事物，韵律感强，
适合大班孩子欣赏。诗歌结构严谨，以“好朋友”的形式将



生活中的相关事物联系起来，大班上学期的幼儿已具备一定
的生活经验，易于理解诗歌所表达的一一对应关系。诗歌的
内容还渗透了环保理念，具有萌发幼儿热爱大自然、热爱小
动物的情感教育价值，因而本诗歌适合大班上学期的幼儿欣
赏与仿编。

根据幼儿“直觉行动思维占优势”的年龄特点，我通过配对
游戏帮助幼儿理解诗歌中的一一对应关系。通过层层深入的
问题情境及图谱操作为幼儿提供理解与表达的支持，直观感
受诗歌结构，为创编打下基础。同时，图谱将幼儿的内在思
维与外在口语表达联系起来，为幼儿学习合作仿编提供必要
的支撑。

活动目标

1．理解诗歌中一一对应的配对关系，学习对话句式。

2.尝试根据诗歌中的句式结构进行仿编。

3．感受诗歌的意境美，萌发热爱大自然、热爱小动物的情感。

活动准备

1．物质准备：小图卡若干，大图谱；幼儿仿编记录表每组一
份，线描笔人手一支；实物锁、钥匙各一。

2．经验准备：幼儿玩过“找朋友”的游戏。

活动过程

一、做“找朋友”游戏

幼儿在音乐的伴奏下，做“找朋友”游戏入场。

二、找找锁的好朋友



2．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用钥匙打开锁验证。

3．小结：因为钥匙可以把锁打开，它们谁也离不开谁，所以
钥匙和锁是一对好朋友。教师将锁和钥匙的图卡贴于表格中，
并朗诵诗句。(钥匙对锁说：“我们是一对好朋友。”锁
说：“对!”)

三、寻找物体的一一配对关系

1．师：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的物品总是会在一起，也像
锁和钥匙一样是一对好朋友。老师为小朋友准备了一些图卡，
请你们找出能成为一对好朋友的物品。

2．教师请幼儿将图卡进行配对，讨论它们为什么可以成为好
朋友。

3．师：好朋友找对了吗?我们来听听它们是怎么说的。

教师以一问一答的形式直接将诗歌内容朗诵出来。

4．小结：桌子和椅子、雨伞和雨鞋、茶壶和水杯这些物品，
它们分别是好朋友。

5．(出示鸟笼和小鸟)师：它们是不是好朋友，为什么?

讨论小鸟为什么不喜欢和鸟笼做朋友，小鸟喜欢和谁交朋友。

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在图谱上逐一贴上相应图卡，并引导
幼儿用诗歌的句子小结。

四、结合图谱完整欣赏诗歌

五、师幼跟随图谱学念诗歌

学习诗歌的对话句式，并重点学习诗歌的最后一句。



六、师幼一起仿编诗歌

1．师：生活中还有许多物品都有自己的好朋友，小朋友动动
脑筋来想一想。

2.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用图谱表示。

3．引导幼儿朗诵仿编的诗歌。

师：现在我们用好听的声音把编的诗句连起来朗诵，让它变
成我们大三班小朋友的诗歌。

重点指导句式：

××对××说：“我们是一对好朋友。”××说：“对!”

××对××说：“我们是一对好朋友。”××说：“不对!我
的好朋友是××，还有，××也是我的好朋友。”

七、同伴合作仿编诗歌

1．提出仿编要求：(1)观察表格，介绍任务。(2)大家一起动
脑筋找出生活中更多的好朋友，可以轮流记录或请一个小朋
友记录。(3)用好听的声音把编好的诗歌念出来。

2．幼儿仿编，教师指导：(1)鼓励幼儿积极开动脑筋，支持
幼儿的创意。(2)观察幼儿合作创编情况，提供必要的支持与
指导。

八、分享与交流

将记录表展示在黑板上，请每组幼儿一起上台朗诵，教师给
予评价。

九、活动延伸



寻找幼儿园里的“好朋友”。

教师：幼儿园美丽的花园、小竹林、小山坡中也藏着许多的
好朋友，我们一起去找一找，把它们编到诗歌里。

幼儿园大班教学活动周计划篇五

活动目标：

1、认识“株、兔”，理解“守株待兔”的含义，知道“不劳
而获是不会成功的”。

2、通过猜字的形式，初步感受玩字的乐趣。

3、续编成语故事，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就会有所收获。

活动准备：

字卡、动画片“守株待兔”、勾线笔及白纸活动过程：

一、通过猜字，认识成语“守株待兔”教师出示画面，引导
幼儿猜测后面躲得是什么字?认识“株、兔”“守株待兔”是
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看动画片就知道了!

二、通过动画片结合具体的问题引导幼儿理解“守株待兔”
的含义。

1、谁在什么地方见到了野兔?

2、见到野兔以后他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3、他能等到野兔吗?为什么?幼儿猜想。

根据幼儿出现的情况分组讨论：



1、能等到

2、等不到双方说出自己的理由。

教师及时总结，突出重点：他坐在树桩旁等呀等终于等到了
野兔、他坐在树桩旁等呀等最后还是没有等到野兔他到底有
没有等到野兔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继续播放至结束)

3、他等到了吗?为什么等不到呢?

4、他没有等到野兔，反而怎么样了?

教师总结，重点突出：他坐在树桩旁边等呀等，庄稼也死了，
人也瘦了，最后一只野兔也没有等到。“守株待兔”这个成
语告诉我们不经过努力和辛勤劳动，是不会获得成功的。

5、你认为他应该怎么做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延伸活动：通过绘画续编成语故事“守株待兔”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