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中国地图活动方案 活动方案名称认
识瓢虫(实用5篇)

为有力保证事情或工作开展的水平质量，预先制定方案是必
不可少的，方案是有很强可操作性的书面计划。方案的格式
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
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认识中国地图活动方案篇一

精彩策划二：户外踏青行快乐嘉年华

精彩策划三：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三八”妇女节快乐体验
拓展训练营

一、向春天出发

春天是充满绿色和生机一个季节，春风拂面、芳草如茵、阳
光和煦、鸟鸣雀跃，处处充满生机;自然,是一个富有活力的`
生命;阳光、花朵、野菜，踏着芬芳，让我们一起走出户外，
回归大自然，去快乐体验和探索大自然的奇妙。

二、活动寄语

又是一年桃花开，又是一年“三八”妇女节，“三八”妇女
节是属于女人的假期，是属于女人的节日，女同胞们，
当“运动•健康•快乐•美丽”已成为当今人们生活的主题，在
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百花齐放，草长莺飞的春天，正是户外
踏青时，让我们走出户外，尽情的快乐放松一回，让我们一
起跨越生命的彩虹，为女同胞喝彩。

在此“三八”妇女节之际，让我们带上青春的活力和热情，
展现女人们的健康和漂亮!



三、主题活动策划

经典主题活动策划：“三八”妇女节主题活动;户外踏青趣味
运动会;春天快乐体验嘉年华;“团队向前冲”快乐体验式活
动;魔兽世界主题活动;花样登山定向寻宝活动;户外亲子活
动;团委主题户外活动;工会主题户外活动;党员主题活动;趣
味运动会;红色革命主题活动;主题会议活动。

活动方案名称：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认识中国地图活动方案篇二

（大班数学活动）

目标：1、认识1~10的序数，学习确定物体在序列中的位
置。<?xml:namespaceprefix=ons=“urn:schemas-
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2、掌握序数词，会用第几准确地表示物体在序列中的位置。



认真听清楚各项活动的规则，用过的物品能归还原处。

材料准备

1、幼儿人手一本《幼儿园课程指导.数学》。

2、小黑板一块，粉笔若干。

投影仪

活动过程

1、发放《幼儿园课程指导.数学》，幼儿人手一本。

2、集体活动

（1）按数拍手。

“我们来听数拍手，我报几你们就拍几下。”

（2）。

老师在投影仪上出示书画面。“有几张小椅子，椅子上有几
个小朋友？第几张椅子是空着的？我们按顺序说说空着的小
椅子的位置。”教师手指第三张空椅子。“这是第几张空椅
子？谁会用一个数字来表示这张小椅子的位置？”“你在这
里写上‘3’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平时还可以用‘3’
来表示什么？”“现在你知道数字有几个用处了吗？”（表
示物体的位置，表示物体的数量。）

“能在每张空椅子上都写上一个数字来表示它们的位置
吗？”老师盖着第三第六第九张空椅子。“谁能说说，哪几
张椅子不见了？你又是怎么发现的呢？谁帮助你一看就知道
第几张椅子不见了？”



3、分组活动。

数数第几张椅子是空的。

“说说范样上每张椅子的位置，看看第几张椅子没人来，是
空的，请你把能表示空椅子位置的数字写在书上，边做边讲，
第几张椅子是空的，做完后说说哪几张椅子是空的。”

教师巡回指导。

认识中国地图活动方案篇三

设计意图：

孩子们对于自己在植树节活动中种下的豆豆特别感兴趣，时
不时地会去看一下豆豆长什么样了。有一次，他们发现自己
种的豆豆长芽芽了。孩子们很仔细地观察着发芽的豆豆，还
把没有发芽和发芽的豆豆作了比较。由此，孩子们对豆豆发
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于是，根据小班幼儿的特点，我搜
寻了莫扎特的一段音乐，以表现豆豆发芽的形象，让孩子们
在玩中体验植物生长的不易，产生要爱护身边植物的情感，
同时感受音乐的魅力。

目标：

1.感受音乐旋律，初步尝试跟着音乐用肢体表现豆豆发芽的
过程。

2.愿意爱护周围的植物。

准备：

《豆豆发芽》的音乐，豆豆发芽过程的视频，幼儿已学习儿歌
《钻泥巴》。



过程：

一、萌发兴趣

(析：从幼儿的生活经验出发，为他们即将要接受的新知识与
已有的知识建立联系。)

1.观察发芽的豆豆。

师：看，我们种的豆豆发生了什么变化?

师：你知道豆豆的种子是怎么长成小芽芽的吗?

2.观看豆豆发芽过程的视频。

师：豆豆要钻破泥土和太阳公公做游戏。它用力地、慢慢地
往上钻。可是，泥土太紧了。看!豆豆都累得流汗了。不过豆
豆没有放弃，它用尽全身力气终于钻破泥土，长出两片小芽
芽了!

师：豆豆是怎么长大的呀?(幼儿描述豆豆发芽的过程。)

二、熟悉音乐

(析：在呈现具象的豆豆发芽的视频后，再播放抽象的豆豆发
芽的音乐，让幼儿感受音乐旋律。)

师(播放音乐)：你听到了什么?这段音乐听起来和豆豆发芽有
关系吗?

三、动作表现

(析：引导幼儿用肢体表现对音乐旋律的感受。)

1.自由尝试。



师：请你跟着音乐来学学豆豆发芽的样子。

教师重点指导幼儿模仿豆豆小小、圆圆的样子。例如，教师
提问：“豆豆还没发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有幼儿蹲
下来了，教师马上引导其他幼儿观察并探索：“你们能不能
变得比他更小、更圆，像颗小豆豆?”

2.在教师引导下结合经验再次尝试。

(1)豆豆用力钻泥土。

教师重点指导幼儿模仿豆豆用力钻泥土时的动作、表情。例
如，教师提问：“豆豆是怎么钻出泥土的?是轻轻的，还是要
很用力?豆豆要怎么用力才能钻出泥土呢?你们来试一试。你
用力的时候会有什么表情啊?”

(2)豆豆慢慢钻泥土。

教师重点指导幼儿控制自己的动作，到音乐结束时再长出芽
芽。例如，教师提问：“豆豆的芽是慢慢长出来的，还是一
下子就长出来的?豆豆的芽是慢慢地、慢慢地从泥土里钻出来
的。你们也来试试跟着音乐慢慢地钻出来。”

3.完整表现。

(1)教师用儿歌《钻泥巴》引导幼儿跟着音乐用肢体表现豆豆
发芽的过程。

(2)教师重点指导幼儿表现芽芽长出来时的各种造型。例如，
当幼儿的手没有伸出来时，教师可说：“这棵小芽大概太阳
光还照得不够，再来晒晒太阳，快快长大吧!”或者可
说：“我来为小芽浇点水，小芽快长大吧!长得高高的，长得
大大的。”



四、游戏：豆豆发芽

(析：通过游戏让幼儿对种子发芽与音乐有一个完整、直观的
回忆，并在游戏中体验到种子发芽的不易，萌发要保护芽芽、
保护植物的想法。)

1.随教师创设的情景做音乐游戏。

师：春天来到了，我把豆豆都种到了泥土里。让我来给你们
浇浇水，豆豆快长大吧。“小豆豆，种地下，发了芽，钻泥
巴。钻一下，动一下。钻啊钻啊，钻得快，钻出两片小芽芽。
”

2.总结。

师：一颗种子在阳光和雨水的帮助下，用尽力气钻出泥土，
才会长成一株小芽芽。不同的小芽芽会长成不同的花、草和
树，不同的花、草和树木就能组成地球上一道道美丽的风景。
我们可要好好爱护这么美丽的风景，爱护身边的绿草、鲜花
和树木。

认识中国地图活动方案篇四

我们中班幼儿通过将近一年多的接触、交往，孩子们之间由
陌生逐渐相熟起来，有很多孩子在班里都有了好朋友，大家
在一起做游戏，学本领，其乐融融。随着年龄的增长，中班
后半学期幼儿的社会交往欲望更加强烈，而认识门牌号码无
疑给孩子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工具，使孩子在交往中更方便，
更自信。因此，我设计了这次教学活动，以丰富孩子在门牌
号码方面的经验，促进幼儿在交往方面的发展。

活动目标：



活动重点：理解门牌号码的实际意义

活动难点：根据动物图片后的门牌号码给小动物找到家

活动准备:

1、幼儿分别对横的、纵的两方面的序数已有了解。

2、有少数幼儿在区域游戏中玩过此类游戏，有一定的经验积
累。

材料准备：

1、教师示范用不同的房子（有五间房子的平房一座，高五层、
每层只有一个房间的高楼一座，高三层、每层有两间房子的
高楼一座）；小猴、小羊、小鸡、小猪、小兔的图片各一张。

2、幼儿操作用楼房每人一份（根据不同层次的幼儿提供不同
层次的材料:分别为每层有两个房间的二层、三层、四层、五
层、六层的楼房及每层有三个房间的三层、四层的楼房若干，
能力不同则提供给不同的材料。这样，在横的`、总的两方面
都拉开了距离，满足了不同幼儿的发展，使不同幼儿在体验
成功快乐的基础上经验都得到一定的提升）；身上写有门牌
号码的小动物若干。

3、皱纸做的用于庆祝的彩带；录有《喜洋洋》音乐的磁带。

活动过程:

很多小动物们都围在小猴身边，他们在说什么呀？

（1）、小动物们说干就干，不多久就盖出了一座新房子（出
示有五间房子的平房）。请幼儿帮某个小动物搬进第一座房
子。小兔为什么要住在这里？（此处要巩固的经验是：从左
往右数房间，依次是：第一间，第二间------以巩固幼儿在



横的方面的序数经验）

（2）、小兔觉得新房子虽然很宽敞，可并不能看到远处的风
景，于是小动物们商量了一，又盖起了第二座房子，看，第
二座房子盖起来了，好高呀！（出示高五层，每层只有一个
房间的高楼）：请幼儿帮某个小动物们搬进第二座房子。小
猪为什么住这里？——原来数高楼是从下往上数，第一层，
第二层------（此处要巩固的经验是：从下往上来数楼层，
依次是：第一层，第二层-----以巩固幼儿在纵的方面序数的
经验）

3、幼儿讨论

（1）、你们猜小动物们盖的第三座房子会是怎样的？（引导
幼儿说出每层有两个或三个房间）

（2）、哇！果然和你们说的一样，小动物们这次盖的楼房每
层都有两个房间。（出示高三层，每层有两个房间的楼房）
小猴子看到这样的楼房真想立刻住进去，谁来帮小猴搬新房？
（请能力一般和能力较强的幼儿分别上来帮忙）

——教师小结：原来门牌号码的第一个数字表示第几层，第
三个数字表示第几间。

（3）、说出一个门牌号码请幼儿来找出房间：

例：教师说出302，请能力一般的幼儿来找出相应的房间

他找得对不对，为什么？

6、交流小结，收拾学具。

7、活动延伸：

竞赛活动中，可让幼儿先说一说有多少小朋友参加活动，再



说说谁第一，进一步区分门牌号码。

教学资源:

数高楼

路边有个大高楼，白云在它身边游。

抬头数一数，扳扳手指头。

一二三四五，最高五层楼。

半截藏在云里头。

认识中国地图活动方案篇五

《端午的鸭蛋》出于汪曾祺《故乡的食物》系列，文章结构
是他特有的行云流水般的随意，语言文白夹杂、或雅或俚、
自然生动，平平淡淡的字里行间流淌着儿时的童趣、浓浓的
乡情、对生活的热爱。本设计希望通过对课文的朗读、对细
节的揣摩、对语言的品味，让学生体味鸭蛋中的童心，乡情，
并理解从汪曾祺的生活态度，获得生活启示。

1、把握课文结构感知课文内容，了解端午风俗。

2、品味语言，体会其平淡有味的情致风格。

3、体会作者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对儿时趣事的怀恋之意。

4、从汪曾琪身上体悟生活态度。

（包粽子、挂艾叶、桃枝插大门、手腕系百索子。）

端午节虽然是我国传统节日，但各地的风俗也略有不同。作



家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他就写了一篇有关家乡端午节风俗
的文章。（板书：端午的鸭蛋）

1、他的家乡在端午节都有哪些风俗呢？你对哪种风俗最感兴
趣？

板书：风俗

生：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贴符、喝雄黄酒、放黄
烟子、吃十二红、挂鸭蛋络子（8种风俗）

2、挂鸭蛋络子都有那些玩法？

挑鸭蛋、吃鸭蛋、络子当饰物、在鸭蛋壳中装萤火虫

如：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淡青壳的。鸭蛋壳有
白的和淡青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
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

师:挑个鸭蛋还有这么多的讲究。能挑到淡青壳、秀气的鸭蛋
小孩的心情怎样？既然能让自己开心，虽然费点时间，那也
值得了。

如: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

师：挑过来就是为了吃吗？要装在络子里当饰物。络子什么
样？字典中给出的解释是：依照所装物体的形状，用线结成
的网状的小袋子。络子谁做的？为什么用彩色丝线？更漂亮、
更美。因为它还要挂在大襟的纽扣上当作饰物。大襟：纽扣
在一侧的服装的前面部分。以前服装的样式跟我们现在有所
不同。其实挂鸭蛋络子不仅仅是为了好看，还有平安幸福的
寓意。谚语有云：“立夏胸挂蛋，孩子不疰夏”，意指随着
气温上升，炎夏步步逼近，小孩子特别容易产生身体疲劳四
肢无力、食欲减退逐渐消瘦的现象，这便是“疰夏”症状，



据称只要在立夏那天吃蛋，就可预防此病。就这三个动作琢
磨起来就有如此的趣味。

如：吃鸭蛋一是解了谗，“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
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饿了就吃，很自由。二是惊
险，“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因为还要用蛋壳做“灯
笼”呢!

如：蛋黄蛋白吃光了，捉了萤火虫装在蛋壳里！萤火虫在鸭
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

师：为什么好玩？好看。那如果仅仅是因为好看，那老师觉
得这段文字不够简练，我把它作了改动，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们也一起来享受一下用蛋壳做灯笼的滋味。

师：汪曾w写这篇文章已经69岁高龄，但我们从他的文字中却
能品出什么味？

板书：趣味

4、材料介入：儿时故乡的一切，在成年之后，都会罩上一层
光辉。

5、其实汪曾祺在家乡只呆了短短的十九年，成年后更多的时
间生活在北京，但他魂牵梦绕的依然是他的家乡，他家乡的
鸭蛋。请划出你认为能表现作者对家乡的鸭蛋情有独钟的句
子，说一说品出了什么味道。（学生朗读2、3段）

如:“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zhizi造型词
的朗读指导

师：“吱――”读出声音的延长，“冒”改为“流”如
何？“冒”感觉红油慢慢渗透蛋白，还能闻到红油的香味。



如：“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
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

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

对方就会肃然起敬：你们那里出咸鸭蛋！

师：“哦”是叹词，有惊叹的语气。“哦”还对应了前面的
哪个词？读出惊叹羡慕的语气，还有作为高邮人的自豪感，
如：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

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师：这几个副词，最能体现作者对家乡鸭蛋的情有独钟。

6、在同学们的朗读声中，老师听到了作者作为高邮人浓浓的
自豪感。只是自豪于鸭蛋吗？还有什么让他自豪？那么在作
者钟爱的鸭蛋中你还能品出什么味道来吗？这种赞美，这种
自豪都缘于作者那浓浓的思乡之情。

师：故乡的美食就是故乡的味道。从这小小鸭蛋中我们又品
出了作者浓浓的乡情。

板书：乡味

这节课我们跟随作者，一起去了解了高邮端午的风俗，在小
小的鸭蛋中尝出了趣味、乡味。

这也就是汪曾祺散文的魅力所在;

板书：生活滋味

师：同学们，汪曾祺为什么能在这小小的鸭蛋中尝出这么多
的味道呢？



汪曾祺的生活滋味就是捻起凡人小事，油盐醋茶，花鸟虫鱼，
瓜果食物，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
写“一地鸡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