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好玩的报纸游戏玩法 大班社会活动
方案(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班好玩的报纸游戏玩法篇一

认识整点鐘及半点鐘的概念。

培养上学不迟到的好习惯。

闹鐘、时鐘、时鐘图。

2展示时鐘与幼儿讨论，这个时鐘上有几支针？為什麼需要有
长短针的分别？向幼儿说明「整点鐘」的概念：

(1)时鐘上会有长针和短针；短针又叫「时针」，表示几点鐘；
长针又叫「分针」表示几分鐘。

(2)当长针停在「12」的位置时，表示整点鐘，如：短针在5，
长针在12时，表示是5点鐘；当短针在4和5的中间，长针在6，
表示4点半。

(3)依此方式，引导幼儿反覆练习几次。

3待幼儿都熟悉之后，老师发下时鐘图〔附〕，教幼儿画整点
和半点。

4接著问幼儿平时几点到幼儿园，有没有迟到，為什麼迟到
（赖床、早餐吃太慢、太晚睡），再与幼儿检讨该如何做到



上学不迟到。

5和幼儿讨论小学的上课时间比幼儿园上课时间早的'情形，
并要大家做一个早睡早起，上学不迟到的好小孩。

评量

1具有整点鐘及半点鐘的概念。

2能画出时鐘整点和半点的位置。

拿长短棒子摆出时间。

大班好玩的报纸游戏玩法篇二

在春天的花园里，孩子们发现了飞舞的蝴蝶和蜜蜂，开始纷
纷议论起来：“蝴蝶真美丽，我最喜欢蝴蝶了!”“蝴蝶飞来
飞去只知道玩耍，蜜蜂会采蜜，我更喜欢蜜蜂!”……听着孩
子们的议论，我作为教师在佩服现在的孩子会思考有见地的
同时，也不禁产生了职业敏感。我在想，现在的幼儿都是独
生子女，事事由成人包办，缺乏劳动意识，需要我们把握契
机实施教育和引导。于是，我自编了故事《花蝴蝶和小蜜
蜂》，针对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通过故事发人深省的情节
和对话，对幼儿进行社会价值观的教育，同时萌发幼儿对劳
动的热爱之情。

1．理解故事内容，知道勤劳的人更受人喜爱。

2．学习思辨，用语言、动作、游戏棋等表达对勤劳与懒惰的
认识。

3．激发热爱劳动的情感。

1．故事《花蝴蝶和小蜜蜂》课件，歌曲《勤快人和懒惰人》。



2．表示勤劳和懒惰的图片若干，“勤劳游戏棋”每两人一副。

出示图片，导入活动

教师出示蝴蝶和蜜蜂的图片各一张。

第一次思辨：暖和的春天来到了，花园里飞来了小蝴蝶和小
蜜蜂，你喜欢谁?为什么?

(评析：在第一次思辨中，很多孩子都表达了对蝴蝶的喜爱，
因为蝴蝶长得非常漂亮，当然也有孩子是喜欢蜜蜂的。答案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能说出自己喜欢的合理理由，这就
给幼儿提供了进行价值判断的机会，而价值判断是需要在社
会领域活动中培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

故事演示，知道勤劳的人更受人喜爱

教师在电脑里播放完整的故事课件，提问：

1．小蝴蝶和小蜜蜂在花园里做什么事情?

2．人们为什么只捉小蝴蝶，而不去捉小蜜蜂呢?

4．小蝴蝶后来又是怎样想、怎样做的呢?

5．第二次思辨：这个时候你又喜欢谁?为什么?

(评析：在第二次思辨中，孩子们又众说纷纭，喜欢蝴蝶的变
成喜欢蜜蜂了，而喜欢蜜蜂的也有的换成蝴蝶了，孩子各有
自己的理由。作为教师，只要孩子的理由是合理的，就应该
尊重孩子。重要的是在思辨的过程中，孩子们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价值观，这对于幼儿社会性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联系生活，表达对勤劳的认识



1．知道勤劳的好处与懒惰的坏处。

讨论：勤劳的人为什么能得到大家的喜爱，懒惰、贪玩有什
么不好。

2．通过劳动者劳动的录像，感受周围人的勤劳给我们生活带
来的帮助。

提问：小蜜蜂因为勤劳，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也为我们带
来了美味的蜂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觉得哪些人也是勤
劳的人?他们为我们的生活又带来了什么呢?(播放劳动者劳动
的录像)

3．用多种形式表达自己勤劳的意愿。

(1)语言表达。你想做一个勤劳的人吗?你想为大家做什么事
情呢?(根据幼儿的回答，教师展示部分劳动情景的照片或图
像)

(2)动作表达。“我来做，你来猜"：请幼儿两两结对，一个
做劳动动作，另一个猜他做的.是什么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做
的，并请个别幼儿上来做动作，幼儿集体猜测。

(评析：社会教育重要的是要联系幼儿生活实际，通过学习故
事，孩子们知道了勤劳的人更能得到大家的喜欢。)

下游戏棋，丰富对勤劳的认识

1．在大屏幕中介绍棋谱。

这里有个棋谱，原来是“勤劳游戏棋”，这个棋应该怎样下
呢?(根据幼儿的回答，了解起点、终点，中间遇到表示勤劳
的图片则进格，进格数看旁边的数字就知道，遇到表示懒惰
的图片则退格或回到起点，也要看旁边的数字。骰子抛到哪



个数字就进几格，每个幼儿拿个小人儿表示自己，比比谁先
到终点)

2．教师和一幼儿示范游戏。

3．幼儿两两游戏(棋谱中表示勤劳和懒惰的图片各不相同，
棋谱附后)。

4．提问：你从游戏棋中懂得了哪些勤劳的知识?(让幼儿通过
对棋谱中图片的回忆来巩固、丰富对勤劳的认识)

5．小结：勤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也带来了幸福。我
们小朋友要像小蜜蜂一样，做一个勤劳的人，回报大家对我
们的爱。

(评析：对于社会活动来说，最好的教育方法是实践法，但也
要因内容而异，有些实践活动很难搬到课堂，或者说搬到课
堂有些牵强附会，这样就可以设计一些游戏棋。“勤劳游戏
棋”的设计，把幼儿对劳动的认识渗透在下棋中，巩固了幼
儿对劳动行为的认知。)

歌曲表演。升华情感

有一首歌曲唱的就是勤快人和懒惰人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跟
着音乐表演一下吧。(播放歌曲《勤快人和懒惰人》，师幼一
起边听边表演，结束活动)

(评析：利用之前所学歌曲，让幼儿来唱一唱、演一演，深化
了幼儿对勤劳和懒惰的认识，萌发了爱劳动的情感。)

1．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幼儿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教授简单
的劳动技能。

2．观察周围人们一些特殊的劳动，萌发对劳动者的尊敬之情。



大班好玩的报纸游戏玩法篇三

1、认识小学的环境。

2、激发幼儿上小学的.愿望。

1、事先与附近小学联系好参观事项。

2、《健康社会》。

一次备课

1、参观前谈话

请幼儿想一想、说一说：小学是什么样的？

我们今天去参观"唐马路小学"，还要和一年级的哥哥、姐姐
一起上课做游戏。

教师介绍参观小学的注意事项，如应有礼貌、专心听老师讲
课、遵守纪律等。

注意观察小学和幼儿园有什么不一样。

2、参观小学校

参观小学的环境。

观看小学生升国旗和做早操。

与小学生一起上课。

体验课间十分钟的活动。

3、回园



回园后，组织幼儿交流参观小学后的感受。

大班好玩的报纸游戏玩法篇四

1、发现电话号码的多样性，知道电话簿的作用。

2、了解电话簿的基本样式，能用自己的方式设计、制作好朋
友电话簿。

1、经验准备：了解家人及亲戚的电话号码。

2、物质准备：不同电话簿图片、白纸、水彩笔人手一份。

一、游戏导入

1、播放《小老鼠打电话》，幼儿表演。

小朋友们，今天来了这么多客人老师你高兴吗？（高兴）我
们前几天学了一个好玩的游戏，《小老鼠打电话》，今天我
们表演给客人老师看好吗？（好）播放音乐幼儿表演。

2、教师提问：小老鼠是怎么和朋友联系的？

（打电话）小朋友想和好朋友玩时，你们是怎么联系的？
（打电话、视频、发信息、微信、qq、直接去他家）

师：小朋友和伙伴们联系的方式可真多，你觉得哪种方式最
方便呢？（打电话）

打电话要拨什么？（电话号码）

二、了解电话号码的多样性。

1、小朋友，你知道谁的电话号码？（爸爸、妈妈、爷爷、奶



奶......）

小朋友快看，这些号码一样吗？（不一样）哪里不一样？
（有的多，有的`少）手机号码有几位数字？（9位）这是什
么号码？（家庭座机）它有几位？这一个呢？0531是区号，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区号，泰安的区号是0538，你还知道哪里
的区号？我们在拨打外地座机时需要拨打区号。

2、除了这些号码你还见过哪些不同的号码？

急救电话：119、120、110

银行电话：95599、95566

三、制作电话簿，了解电话簿的作用，知道保存电话号码的
方法。

1、制作电话簿，了解它的作用。

小朋友，老师在这些电话号码上加上表格（老师添上表格），
它就变成了什么？一个电话簿。你知道电话簿的作用吗？
（记住电话号码，忘了可以在电话簿上找到号码）。

2、你还知道有哪些方法可以保存电话号码吗？（存在手机上，
电脑上）

3、小结

四、幼儿制作电话簿

1、展示各种漂亮的电话簿图片，激发幼儿创作愿望。

讨论：你想记录谁的电话？不会写字怎么办？（做标记）你
想把它装饰成什么样的？强调记录电话号码的准确性。



2、展示自己的电话簿，说说好朋友的电话。

五、活动延伸

小朋友，回家后用妈妈的手机拨打电话簿上的电话号码，尝
试给同伴打电话。

大班好玩的报纸游戏玩法篇五

：让幼儿知道自己及家庭的简单情况，增强幼儿的自我意识。

用积木搭几条街道，十字路口搭一个民亭；用椅子搭几个家；
已布置好的儿童商场一个。

1、分配角色。老师扮演大姐姐，幼儿扮演小伙伴，助教扮演
民警。

2、创设情景。大姐姐和小伙伴一起到很远的商场去玩，回家
时，走到十字路口迷路了。

3、姐姐启发幼儿想办法，诱导幼儿去请民警叔叔帮忙，提醒
幼儿询问民警时要有礼貌。

4、民警叔叔向幼儿了解情况，指导幼儿大胆回答民警叔叔的
问话。

5、小朋友谢谢民警叔叔帮助他们找到了回家的路，结束活动。

1、在组织此活动前应与家长联系，请家长告诉幼儿有关家庭
的简单情况。

2、民警了解情况时，应一一询问幼儿的.姓名、家庭住址、
家里的电话号码、爸爸妈妈的姓名及工作单位等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