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安全活动方案大班 幼儿园大
班幼儿活动方案(汇总5篇)

方案是从目的、要求、方式、方法、进度等都部署具体、周
密，并有很强可操作性的计划。通过制定方案，我们可以有
条不紊地进行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避免盲目行动和无效努力。
以下是小编给大家介绍的方案范文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

幼儿园安全活动方案大班篇一

设计思考：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又
叫“老人节”，是一个属于敬老爱老的日子。而平时孩子们
享受着老人们无限的关爱与呵护，觉得是理所应当，稍有不
满还大发脾气。因此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孩子们体验与
老人间浓浓的亲情，并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对爷爷奶奶的情
感。这也是主题“了不起的中国人”的活动延伸。意在让幼
儿感受中华传统美德。能把享受“长辈的爱”的感情进行迁
移，让孩子们去爱自己身边的每一位老人，帮忙弱者，在生
活中自然地走进感情的世界，体验幸福生活的喜悦。

同时也让老人们为自己孩子的成长与进步感到欣慰与骄傲。
本次活动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为生活在幼儿园
周围的老人们送上一片心意。

活动目标：

1.明白九月初九是我国的重阳节，了解相关的重阳节知识

2.激发幼儿对爷爷奶奶的崇敬，表达对爷爷奶奶的关爱

3.培养孩子从小敬老爱老的美德-



4.透过社区活动，锻炼孩子的社会交往潜力和口语表达。

活动准备：

1.大班联系好敬老院并准备一些零食。

2.制作寿星卡

3.幼儿调查表

4.重阳糕120块

活动时间：20__年__月__日上午9：30

活动资料：

大班雏鹰爱心“行动”慰问敬老院爷爷奶奶

讨论：1、活动准备

2、实践活动：(1)大胆地与周围的老人打招呼，并会主动邀
请老人。(2)我为爷爷奶奶做件开心的事：敲背、捶腿、给老
人唱首歌、向老人送礼物等。

幼儿园安全活动方案大班篇二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间，冬天的寒意还未褪尽，春天带着绿
色的气息向我们走来，春风吹绿了枝头上的嫩芽，吹绿了地
上的小草，也吹动了意气风发的大学生的热情。3月12日是一
年一度的植树节，植树造林为青年志愿者散播爱心提供了平
台，同时也使全院师生感受到盎然的春意。绿色有限，爱心
无限。

宗旨：公益时尚、公益生活



主题：许美好愿望、献绿色爱心

美化环境，保持生态环境，提高大家爱护花草，珍惜绿色的
责任心，让广大学生知道怎样保护树木。

三月十四日中午12：00-x：30

一、二食堂前

利用学校宣传栏进行宣传告诉大家将不用的废旧书籍捐出来，
海报，横幅。

植树造林，利在当今，锻炼自我，造福后代。

1：由宣传部到学校宣传栏进行宣传叫同学们将不用的书籍送
到一、二食堂门口

2：又体育部将所需桌椅等送到食堂门口摆好

3：由外联部联系学生会各部门，给予支持和配合。

4：活动内容：让大家知道植树节我们可以拿出自己不用的书
来捐出来给一些需要的人，那样也就等于为植树做出了贡献，
效果显著。

5、注意事项：

a)宣传时和大家讲明捐书的目的

b)要登记清楚共捐出多少本书

3月21日中午12：30-x：30以班级为单位，打扫自己的包干区。

xxx元



幼儿园安全活动方案大班篇三

设计思路：

本活动来自预设主题《我喜欢的民间艺术活动》。中国民间
工艺广博精深，种类繁多，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对我国保守
的民间艺术了解甚少，为了培养幼儿对民间艺术的了解和热
爱，教师从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剪纸、扎染、面塑、脸谱、
风筝、贝壳饰品，共六大类民间艺术品，作为引导幼儿欣赏
和尝试制作的载体。活动中，教师力求通过观赏、制作安
排“小小民间工艺展”，构建一种开放式的课堂，在引导幼
儿了解民间艺术品的基础上，鼓励幼儿运用捏、剪、染、画
等技能大胆尝试，亲手制作民间工艺品，丰富展区，从而潜
移默化地引导幼儿感受民间艺术的魅力，加深对民间艺术的
了解和热爱，从小培养小朋友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使我们祖先传承至今的民俗文化和其精神持久不衰。

活动目标：

1.通过观赏、制作安排“小小民间工艺展”，引导幼儿体验
制作民

间工艺品的乐趣，激发幼儿热爱民间艺术的情感。

2.发展幼儿的观察、想象、合作、动手操作以和表示美的能
力。

3.引导幼儿运用捏、剪、染、画等技能大胆尝试制作简单的
民间工艺品。

活动分析：

重点——引导幼儿了解几种常见的民间工艺品的名称、用料、
制作方法和过程，学习欣赏其独特的美。



难点——鼓励幼儿大胆尝试制作简单的民间工艺品，并从中
体验操作带来的乐趣。

活动准备：

知识：幼儿在日常生活中有对民间工艺品的粗浅认识。

物质：录像、课件、录音机、磁带、展车6个（扎染、面塑、
剪纸、脸谱、风筝、贝壳饰品）、操作资料、6个民间小艺人
助教。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激发幼儿对观赏“小小民间工艺展”的兴趣。

2.在民族音乐的烘托下，教师引导幼儿自主观赏民间工艺展。

二、展开：

1.引导幼儿欣赏六类民间工艺品，配合教师的示范、讲解和
小朋友的现场操作。

（1）面塑。讲解：用面做的民间工艺品，叫面塑。教师现场
示范捏小鸟。

（2）扎染。引导语：这件衣服上的图案是怎样制作上去的？
请这位小朋友来染一下。

（3）风筝。提问：你放过风筝吗？风筝有各式各样的，这个
风筝是什么样式的？

（4）脸谱。提问：这是什么？讲解：这是京剧中的脸谱，京
剧是我们中国的国粹，红脸在京剧中代表忠臣，白脸代表*诈。



（5）贝壳。提问：你还看到什么了？你看这些贝壳穿起来变
成什么了？

（6）剪纸。引导语：一张纸怎样能剪出奇妙的图案呢？教师
现场示范。

小结：“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都属于民间工艺品，你喜欢它
们吗？为什么喜欢？”激发幼儿参与制作民间工艺品的兴趣。

2.幼儿分组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a组：剪纸b组：扎染c组：面塑

d组：贝壳饰品e组：风筝f组：脸谱

3.欣赏作品，交流评价。

提问：谁给大家说一说你最喜欢那个展区？为什么？

4.利用课件，开阔视野，激发幼儿热爱民间艺术的情感。

三、延伸：

幼儿自主展示自身制作的民间工艺品。

幼儿园安全活动方案大班篇四

1、教师发起去捉蚂蚁的倡议。

教师：小朋友见过小蚂蚁吗？你们以前在哪里见过蚂蚁？

教师：今天我要去捉几只蚂蚁来研究研究，谁愿意和我一起
去？



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用简笔画在贴有双面胶的白纸上分别
画出蚂蚁出没地点的图标。

教师根据幼儿猜测的几个地点将幼儿分为几个小组，让每个
小组选出一个组长。

教师将所猜蚂蚁出没地点的图标贴在组长的衣服上。

教师：去捉蚂蚁有许多工作要做，先要当好“侦察员”，即
能找到蚂蚁活动的地方；然后要做“观察员”，即能仔细观
察蚂蚁是什么样子的；最后还要当好“记录员”，即把你在
哪里发现了蚂蚁，和你看到的蚂蚁的样子画下来。

教师出示准备好的器材“去捉蚂蚁，你觉得我们需要哪些东
西的帮助呢？

教师：去捉蚂蚁时还要注意什么？

3、师幼一起去寻找、观察蚂蚁。

教师带幼儿外出寻找蚂蚁，并请发现蚂蚁的小组及时向大家
通报。

教师请捉到蚂蚁的小组就地观察蚂蚁。

4、教师组织幼儿交流捉蚂蚁的经历并扮演小蚂蚁走路的姿态。

教师：有哪些小朋友捉到了蚂蚁？你是在哪里捉到的？

教师：你对蚂蚁有哪些新发现》？还希望知道小蚂蚁的哪些
问题？

教师：让我们来学一学小蚂蚁，三个小朋友扮演一只蚂蚁，
商量一下谁做头、谁做胸、谁做腹，然后尝试走一走。



幼儿园安全活动方案大班篇五

1、通过游戏，体验捕捉到鱼的快乐。

2、练习快跑、快躲闪，提高幼儿动作敏捷性。

3、又互相协作的意识。

幼儿手拉手围成"池塘"(圆圈)、渔网一张(用尼龙纱巾代替)

1、做游戏前热身准备。

3、了解游戏规则，玩游戏?

让三分之二的小朋友围成一个圆圈做"池塘"，两名幼儿各拿
纱巾一端，做"渔夫"，其他幼儿充当"大鱼"在池塘内四散站
立。

游戏开始，大鱼在池塘内四处游动，当老师发出"捕大鱼哦"
的信号时，"渔夫"立即向池塘跑，用网去"捕鱼"。"渔网"碰
到"鱼儿"就算被捕住，就要离开池塘到岸上去，被捕到的"鱼
儿"替换围成圆圈做"池塘"的幼儿。可根据时间替换"渔夫"，
调换角色，让每一名幼儿都能进入到"池塘"里来。

(1)"渔网"碰到"鱼儿"身体任何部位"鱼儿"就算被捕住。"渔
夫"要行动一致、配合得好，要用渔网捕鱼，不能用手抓。

(2)扮演"大鱼"的小朋友要在池塘里面躲闪，不能跑出圈外，
若跑出圈外就算被捕到。

4、游戏反复进行。教师注意让幼儿轮换做"渔夫"、"小鱼儿"
鼓励幼儿遵守规则

5、放松小结，结束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