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社会妈妈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
怎么写？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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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年的味道也越来越浓了，孩子们也盼望着新年快快来临。为了让幼儿感受到新年的气氛，了解过年的习俗以及习俗的由来，我准备在班级里开展迎新年的各种活动，通
过和孩子们一起拜年、发红包、舞龙舞狮、设计制作贺卡、剪窗花、制作简单的春联、卷炮竹、放鞭炮等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加深孩子们对年的理解，感受过年的欢乐，知道过年后自己又长大
一岁了，因此我开展了《高高兴兴迎新年》这一教学活动。
本次教学活动的主要目标是：
1、了解春节的一些风俗习惯和由来，加深幼儿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认识和了解。
2、通过游戏区的活动，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和交往能力。
3、感受与同伴一起辞旧迎新的喜悦，感受过年的欢乐。
开始我是以谈话的'方式导入。小朋友你们喜欢过新年吗？那你们知道新年的第一天是几月几日？原先我以为幼儿都不知道，但是我的问题一抛出，小朋友就把手举得高高的回答说，“1月  
1日”，我很惊奇，也很高兴，这对我上这节课就容易多了。
第二环节中，我出示了挂历。先请小朋友来找一找挂历上1月1日在哪里。接着让他们了解认识挂历。在认识挂历的时候，我引导幼儿自由观察、发现、解决问题。通过观察幼儿很快就发现周六、
周日数字颜色与其他数字颜色是不同的。抓住这一点，我马上进行追问：“你觉得为什么有的数字用红色、有的用黑色呢？”这是一群可爱的孩子，一下子就说出了“红色是我们放假、休息的
日子，黑色是我们上幼儿园的日子。”
第三环节我与幼儿们一起回忆以前家里是怎样过新年的？幼儿显得很兴奋，都来告诉我他们家的过年方式。
第四环节，我让幼儿们谈谈今年你打算怎样过新年？请幼儿用绘画的方式给自己和家人设计新年方案。但是本环节对幼儿的要求有些高，大部分幼儿由于绘画水平的关系都不能把自己的想法给
记录下来。因此，这一环节的设计不是很好。
在本次教学活动中，幼儿积极配合，使得整堂教学活动非常顺利，新年这一节日又是家家户户每年必过的大节，题材不仅结合生活经验，也让幼儿更加了解了节日的来历、习俗等。本次教学活
动中，幼儿们玩的很开心，说的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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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眼里，成人是多么的了不起。每个孩子都希望快快长
大，尽快进入成人世界，模仿成人劳动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
然的经历。顺应孩子的需要，我们开展了《小鬼显身手》的
主题教学活动，引领孩子们从成人那里吸取一切有利于自身
发展的养料，让他们在对成人劳动的认识范围中，促进幼儿
主动发展，《物品由来大搜索》就是其中的一个社会活动。

在开展该活动前，我们已经带领孩子们了解了食品凝聚了许
多劳动者的心血，为本次活动开展做了铺垫，因此孩子们对



物品的由来有了初步的概念，当我指着自己的棉布衣服和孩
子们交流它是用什么材料做出来的时，孩子们不约而同地
说“用布做的”，“那布又是哪里来的呢？”好多孩子有了
疑惑，聪明的李欣童小朋友说：“是用很多很多线做出来
的'。”“真是聪明的孩子，是用很多很多线织出来的。”我
及时地肯定了李欣童小朋友的回答，“那线又是哪里来的
呢？”这一下课难住孩子们了，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都没
有了结果。于是我出示了我的衣服“搜索地图”，孩子们看着
“搜索地图”若有所思起来，不一会儿，吴语瞳小朋友终于
明白了：“老师，我知道了，是用棉花做出来的。”“你真
厉害，看懂了搜索地图，就是用棉花纺成线的。”在向孩子
们讲解了箭头的连接用途后，我又和孩子们交流了从棉花到
衣服需要哪些人的劳动，从孩子们的表情中我读到了他们的
惊讶，原来一件衣服需要这么多人，趁此机会我就引导孩子
们要懂得珍惜劳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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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妈妈的信》是中班主题活动《我有多爱你》中的一个活
动，它是一个充满爱的故事，讲述了小乌龟给妈妈写了一封
信，让小蜗牛送去，当小蜗牛把信送到乌龟妈妈手里，乌龟
妈妈看了信之后非常开心。所以小蜗牛决定回来后也要给妈
妈写封信，可它不会写字，它就想了个办法，画了一副画。
写完了后，自己给妈妈送去，当妈妈看了信之后，也非常开
心，它们相互搂着，相亲相爱。在这个活动刚开始时，我出
示了事先准备好的一封信，并问到：“这是谁的'信?”孩子
们开始七嘴八舌地抢着回答，“这是老师的信。”“这是邮
递员叔叔的信。”“这是小朋友的信。”……孩子们的想法
还真的很多。后来在讲述故事时，当我问道小蜗牛也想给妈
妈写封信，可是它不会写字怎么办时，有的孩子说到：“可
以请乌龟帮忙写。”也有的孩子说：“请乌龟教小蜗牛写字。
”可能是我的思绪停留在故事里，所以当小朋友们讲到这些
时，我有一点点的惊讶。



不过后来想想，这正是孩子的心理。当孩子们遇到困难时，
我们都会引导他们去寻找别人的帮助，同时也教育他们当别
人遇到困难时，我们要热情得去帮助他们，朋友之间应互相
帮助。所以此时此刻，让小蜗牛去寻找乌龟的帮助是最可行
的办法，也正体现了朋友之间的友情。而此时的教师，可以
及时地抓住这一点进行教育，但回想当时的我，在引导方面
还有所欠佳，我可以说：“是的，好朋友之间应互相帮助，
就想我们一样，可是小乌龟想此时亲自给妈妈送去一封信。
它虽然不会写字，但是我们可以帮它想个别的办法。”也许
教师这样的回应会好一点。

教育是随机的，教师应抓住机遇，及时给予孩子恰当的回应，
提升孩子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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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喜欢看“蚂蚁搬豆”的哑剧，乐于参与团结协作的游戏，
体验团结互助的成功和喜悦。

2、能专注地观看表演，基本理解表演的内容、含义，并能大
胆表达出来。

3、通过观看哑剧，与同伴团结协作，初步感知“团结力量
大”。

1、经验准备：幼儿已有合作游戏的经验。

2、材料准备：《蚂蚁搬豆》的故事，哑剧表演的道具（散落
的玩具、两个大筐子、三大袋粮食）

1、幼儿观看哑剧表演《蚂蚁搬豆》（动画片）的前半部分，
并进行讨论。



（1）幼儿观看哑剧表演。

（2）教师提问：你看到了什么？小蚂蚁遇到了什么问题？它
会怎么做？

（3）幼儿自由讨论，教师巡回倾听。

（4）请幼儿代表发言。

2、幼儿观看哑剧后半部分，教师逐一提问，引导幼儿讨论，
帮助幼儿初步感知“团结力量大”。

（1）幼儿观看哑剧表演。

（3）个别、集体讨论：你喜欢故事中的小蚂蚁吗？为什么？

3、教师设置情景，帮助幼儿理解“团结力量大”。

（1）设置情景：请5位幼儿收拾玩具，将他们分成两组，一
组1人，另一组4人，比一比哪一组的幼儿先将玩具收到筐子
里。

（2）两组幼儿同时收玩具，其余幼儿观看。

（3）讨论：哪一组幼儿捡得快？为什么？

（4）小结：因为第2组人多，而且团结合作得很好，所以他
们捡得快，团结的力量可真大呀。

4、幼儿和教师一起表演《蚂蚁搬豆》，体验团结协作共同完
成任务的`快乐。

5、教师引导幼儿进行迁移经验。

提问：生活中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大家一起合作，才能将事情



做得又快又好又省力呢？

岳麓幼儿教育集团第一幼儿园

中班社会活动：蚂蚁搬豆说课稿

背景：2014年8月 随周丛笑老师送课下乡到慈利

《纲要》中社会领域目标第二条就是：幼儿乐意与人交往，
学习互助、合作和分享，有同情心。中班幼儿已经初步具备
人际交往的技能，并能体验到与老师、同伴共同生活的乐趣。
为了让幼儿感受团结合作的作用和快乐，我设计了《蚂蚁搬
豆》这个活动。

本活动的重点是理解故事内容，懂得“团结力量大”的道理，
大胆的讲述；难点是尝试各种方式学习互助与合作，并能结
合生活经验进行经验的迁移。所以这个活动目标是：

1、喜欢看“蚂蚁搬豆”的哑剧，乐于参与团结协作的游戏，
体验团结互助的成功和喜悦。

2、能专注地观看表演，基本理解表演的内容、含义，并能大
胆表达出来。

3、通过观看哑剧，与同伴团结协作，初步感知“团结力量
大”。

为了更好的把握重点，突破难点，我采用了哑剧分段表演的
形式，让幼儿只看前部分，通过自己的观察来理解故事，同
时，我积极激发幼儿的思考，鼓励大胆发挥想象猜测故事的
结局，然后看哑剧的后半部分，共同小结出“团结力量大”
的道理。但是光让孩子从思维上理解“团结力量大”是不够
的，《纲要》中指出要调动幼儿参与和不断学习的兴趣与积
极性，在环境、情境、问题的不断积极、主动的相互作用中



进行主动、有效的学习。因此，我设计了游戏情节，“收玩
具比赛”，让孩子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团结力量大”的道
理。为了增强活动的趣味性，活动最后一个环节是表演《蚂
蚁搬豆》的故事，让孩子担任故事角色，与老师共同表演，
让每个幼儿都能获得体验的机会和快乐。

在这整个活动中，我以不同的身份参与，以引导者的身份引
导幼儿思考，以支持的者的身份支持幼儿的自主表现，以合
作者的身份与幼儿共同表演，充分体现了师幼之间的互动。
并且我在活动中关注到了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和反应，注意
采用了积极的语言给予肯定。在活动组织上，我注意了小组
活动、个别活动和集体活动形式的结合，改变了教师讲幼儿
听的教学方式，注重了让幼儿在生活中获取直接的丰富的有
益的经验。

不足：

在体验过程中，可以先让幼儿自己先小结，然后再是老师的
梳理、小结，会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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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地向前推进，素质教育理念深入人
心，幼儿教学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下面是有中班幼儿
社会活动反思，欢迎参阅。

书是一个奇妙的、彩色的世界。动听的故事，漂亮的图画，
有趣的游戏，丰富多彩的知识，都能让孩子们陶醉，心怡。
书的种类很多，有立体形状的，有能发出声音的，有能发出
香味的，还有撕不坏的……这些奇特的书深深吸引着孩子们，
孩子们在书的海洋里象小鱼一样快乐的遨游着。书时刻伴随
着孩子们，成了他们不可缺少的朋友。与此同时，一本本掉



页的，撕破的，弄脏的书也比比皆是。那么怎样能够让孩子
们在读书的同时爱护图书呢?我在教学爱护图书这一活动中，
赋图书以生命，能说会笑，能唱会跳。

让他以一个小朋友的身份与小朋友接触(老师扮演)，与小朋
友作游戏。游戏中揭示小朋友在看书时发生的事情，如把书
弄卷页的，弄脏，弄破乱丢的------然后启发孩子们：看到
你们的书朋友在伤心的哭，你们怎么办呢?孩子们立刻活跃起
来，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有的说我要把乱放的书放回书架，
有的说以后在看书的时候我一定把手洗干净，我以后拿书的
时候要轻轻的------借此机会，我进一步启发孩子们书破了，
掉页了要及时地粘补，以免坏的更严重。并且拿出胶水把孩
子们弄破的教科书粘补好。孩子们看着焕然一新的书特别开
心。本次活动老师扮演一本受损的图书，声情并茂的展现图
书的快乐及破损后的痛苦，将孩子们带到情景中，拉近了与
孩子们的距离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本次活动以1分钟的简短故事视频《狼来了》直奔主题，引导
幼儿运用已有经验对放羊小孩的言行进行是非、原因判断。
懂得不能说谎，说谎的孩子没人信，后果很严重，要做个诚
实的孩子。并了解“诚实”的第一层含义，“诚实就是不说
谎”。

环节2引导幼儿讨论故事《谁打翻了番茄酱》中布奇是不是个
诚实的孩子，懂得知错能改、勇敢认错、不推脱责任也是诚
实的品质。这一环节以引导幼儿观察画面，置身情境、迁移
经验推测布奇的所思所想为主旨，“你做错了事妈妈会怎
样(态度、行动及惩罚方式)进行推测、模仿布奇说谎时的语
气感受布奇的害怕，从而理解布奇是因害怕而说谎，引出知
错就改、勇敢认错还是诚实的孩子。

环节3选择班级孩子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引导幼儿判断解决身边
的问题，从而对幼儿进行诚实行为的明确与导向。



环节4共同制定诚实公约，孩子们共同参与，剪贴心形许下诚
实的约定，制定诚实公约，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引导孩子遇
到问题遵守诚实约定。旨在体现社会活动的社会延伸性。

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未能抓住孩子抛过来的球：看完《狼来了》故事视频，问孩
子们喜欢故事里的小孩吗?为什么?有孩子提到“因为他恶作
剧”。在活动预设时，曾思考如何引出“放羊小孩故意说
谎”。后应试教时孩子们的回应不积极，以老师为主又找不
到合适的导出方式而放弃。但这次教学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契
机，如能抓住这个球“什么是恶作剧?”就能引出“故意说谎，
失去信任”这个点，与后面布奇因害怕而说谎形成对比。

挖掘花花狗的情节。教学中预设“布奇该怎么做?”会有两种
答案：承认错误、不承认错误。不过今天孩子们很进入怕的
情境，竟然没人说承认错误，导致下面预设的“勇敢认错”
的启发变成了说教。而花花狗肚子饿的情节却引起了孩子们
的同情“不是它”，这给我一个提示，可以在这里挖掘，顺势
“花花狗好可怜呐!”引导幼儿由同情花花狗而生出承认错误
的建议，如此“不推脱责任”的点也能得到进一步感悟“把
责任推给别人会伤害别人”。

孩子们在活动中的情绪、言谈、举止均可看出，本次活动我
觉得是比较成功的，预期的目标也较顺利地达到了。

在整个活动中，孩子们通过听、看、想、说、议、学、练等
多种方式参与活动，主动积极性很高，不知不觉中就知道了
怎样报警以及了解了在火灾发生时一些简单的自救方法。

根据中班孩子们好奇的特点，我运用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在第一个环节中，我采用直观教学法，让孩子么们带着问题
去听，去看，接着进行讨论，还不忘进行思想教育：不能随
便玩火、以免发生火灾。接下来是让孩子们学习如何报火警



以及逃生的忠言环节，我鼓励孩子们大胆想办法，表达自己
的想法，以“着火了怎么办”为主线，引导孩子带着问题去
思考。开始时，孩子们获得经验是零碎的，再通过老师加以
分析、引导小姐，个体经验就演变成了集体的、有价值的完
整经验了。在第三个环节中，我采用了游戏体验法，在设置
模拟火灾现场的氛围中学习简单自救，进行消防演习。让孩
子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游戏的氛围中，以游戏的方式对知识进
一步巩固和深化。心理学家曾指出：“凡是人们积极参与体
验的活动，人的记忆效果就会明显提高。”因此，我也相信，
本次活动将会给所有的孩子们甚至是在座的各位评委们都会
留下深刻的印象。

综上所述，作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
我还努力做到了有效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

从本次活动中，我也受到了一些启发：今后，我们应多站在
孩子们的角度，为他们设计一些更有价值的活动，以游戏的
方式，让他们在玩乐中获得知识的体验，如防雷、防电、防
地震、防煤气中毒等，让孩子们受益终身。

不足的地方：

与配班老师没配合好，也可以说是准备不充分吧。因为我当
时没考虑到星期一上午最后一节课是晚班老师的课，预约好
的陈老师只好被临时拉上场的杨老师代替，杨老师不了解我
的课，所以在“火灾” 模拟现场准备时出了些小差错，在无
形之中也影响了课堂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