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大班活动方案设计(精选7篇)
确定目标是置顶工作方案的重要环节。在公司计划开展某项
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为领导提供多种工作方案。通过制定
方案，我们可以有计划地推进工作，逐步实现目标，提高工
作效率和质量。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欢迎
阅读与收藏。

幼儿大班活动方案设计篇一

1、利用皮筋巩固跑、跳、钻爬等动作，学习助跑跨跳，发展
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敏性。

2、想出皮筋的不同玩法，让幼儿的合作交往能力和创造能力
在活动中得到发展。

皮筋人手一根、音乐、游戏材料(筐4个、雪花片积木若干、
圈6个木桩10个)、椅子6把。

一、听音乐做热身运动。

二、尝试皮筋的不同玩法。

1、幼儿自由探索，师鼓励办法好的幼儿。

2、交流玩法：说说你是怎样玩的?

3、幼儿尝试合作玩，想出皮筋的不同组合花样和玩法。

4、及时鼓励合作好、花样多的幼儿，引导幼儿模仿好的做法
进行集体练习。

三、利用皮筋学习助跑跨跳



1、出示一条用皮筋搭成的“水沟”，让幼儿尝试怎么样能轻
松的过去。

2、师示范助跑跨跳，“跑、跑、跑，一条腿跨过去”。

3、幼儿集体练习。

4、师创设高低不同的三种难度，通过闯关的形式集体练习。

四、游戏：采蘑菇

五、放松动作，结束。

幼儿园大班体育活动方案3

1、练习边抖动绳子边走(跑)

2、练习用脚前后左右踏住晃动的绳子。

绳子

一、海边的波浪1、幼儿分散在场地上，手拿一根短绳，把绳
子拖在地上随意抖动，让绳子像海边的波浪一样，越抖越快，
波纹越多。

2、幼儿排成一队，一起抖动绳子，好象还浪拍打在沙滩上。

二、嬉水浪1、两名幼儿各持一根绳子，相对站立，一名幼儿
边抖动绳子边后退，另一名幼儿边抖动绳子边向前走，两人
来来回回，前前后后的边走边抖动绳子，好象水浪互追。

2、四组幼儿排成四队，四队分别向前走，向后走，形成交替
的形状，看上去就像海浪在涌动。

三、踏浪、追浪1、一组幼儿排成一横队，做海浪的水波，用



绳子边抖动边后退，另一组幼儿为踏浪，双脚交替踏浪，踩
踏到后两个人交换角色。在游戏中要求幼儿绳子不要抖动的
太高，以免摔倒。

2、两人一队，一人抖动绳子变向跑，一人追。

幼儿大班活动方案设计篇二

：1.认识垃圾分类的标志，并学会如何分类;2.了解垃圾堆放
对健康的影响;3.明白环保的重要性，增强环保意识。

(一)播放垃圾分类宣传片：

师：你看到了什么?(小朋友自由发言)师：总结宣传片中的内容
(配合ppt图片)：1.垃圾的危害：(1)垃圾是什么?(垃圾是我
们日常生活中制造出来的废弃物)(2)生活中我们是如何处理
这些垃圾的呢?(通常，我们会把所有垃圾装在一个塑料袋里，
一起扔到垃圾箱)(3)垃圾堆放对健康，对环境的影响?(成对
的垃圾会发出恶心的`臭味，长出很多蚊虫苍蝇，不仅污染环
境，还会传播病菌)(4)垃圾填埋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5)
垃圾对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原本清澈的河流被污染了，风景
被破坏了)2.解决方法：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垃圾
分类)。师：小朋友们都知道我国的垃圾分为哪几类吗?(我国
的生活垃圾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可回收垃圾。二是厨余垃圾。
三是有害垃圾。四是其他垃圾。但是，目前街道上的垃圾一
般只分为两类，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结合图片，让小朋友更
直观地了解生活中该如何做到垃圾分类投放。

(二)引导幼儿说说生活中有哪些垃圾，并尝试将其归类到可
回收和不可回收

师：老师这里有个关于垃圾分类的顺口溜，我们一起来学学
吧。废物利用是个宝，蓝宝石的桶儿要记牢;厨房垃圾一包包，
有害物品要管好，其他垃圾也不少，绿色的桶儿全部包。



师：接下来老师要请小朋友们说说看，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有
那些垃圾?你觉得应该把它送到可回收箱还是不可回收箱?哪
位小朋友愿意来尝试一下。

(三)讨论垃圾对于健康的危害

师：小朋友们表现的真棒，将垃圾宝宝准确地送到了各自的
家里，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接下来呀，我们再来看看这
些图片(乱扔垃圾，垃圾堆放)，你都看到了什么?这样做对我
们的身体健康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怎么做?(垃圾分类扔进垃
圾箱)

幼儿大班活动方案设计篇三

1．知道人体需要各种不同的营养。

2．通过故事，懂得只有又吃蔬菜，又吃荤菜，才有利于身体
健康和生长发育。

3．养成不挑食的好习惯。

三只小熊的.图片。

2．教师操作图片讲述故事。

3．组织幼儿讨论。

白熊为什么会那么胖？

（因为它不吃蔬菜，只吃肉。）

黄熊为什么会那么瘦？

（因为它只吃蔬菜，不吃肉。）



为什么大家都夸棕熊漂亮呢？

（因为它不挑食，身体不胖不瘦。）

你愿意做哪只小熊呢？为什么？

怎样才能像棕熊那样漂亮呢？

教师小结：

大家都想做漂亮的小棕熊，那你们就要像小棕熊一样，又吃
蔬菜，又吃肉，这样身体才健康。

幼儿大班活动方案设计篇四

活动目的：

为倡导“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
子”的.健康工作理念，丰富广大教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展
示教师风采，增强体质，增进友谊，广泛开展科学的健身活
动，推动学校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特举举办教职工篮球赛。
本次比赛利于教师们树立相互支持的团队精神和整体意识；
激发团队的工作热诚和拼搏创新的能力；树立良好心态，快
乐生活，享受工作。

活动地点：霍城镇中心小学篮球场

参赛对象：霍城镇中心学校全校教职工

组长：王小军

副组长：高峰王占云刘军高登海2.裁判组

组长：王成



裁判员：张兴良梁克民王克瑞3．场地布置与记分台人员

王全武秦立荣

低年级组中年级组

高年级组行政组

（一）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尊重裁判、尊重对方、尊重观
众。

（二）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道德。

（三）尊重领导，服从组织。

（一）执行裁判任务时，精力集中，精神饱满，仪表大方。

（二）严格履行裁判职责，对裁判工作做到“严肃、认真、
公正、准确”。

第一场：低年级组-中年级组裁判员：张兴良王克瑞

第二场：高年级组-行政组裁判员：王成梁克民

第三场：低年级组-行政组裁判员：梁克民王克瑞

第四场：中年级组-高年级组裁判员：张兴良王成

第五场：低年级组-高年级组裁判员：梁克民张兴良

第六场：中年级组-行政组裁判员：王克瑞王成

对前两名进行奖励



幼儿大班活动方案设计篇五

1、尝试用撕、贴、印、画等方法表现下雪的情景，体验下雪
的情趣。

2、初步了解冬天各种抵御寒冷的方法。

1、“下雪了”flash课件

2、“下雪了”大背景图一张，小背景图幼儿人手一张，小雪
人12个

1、观赏下雪情景

请幼儿欣赏“下雪了”flash课件

“你看了什么?”，“小雪花像什么?”，“小雪花要旅行了，
它会飞到哪里去呢?”，“今天，小雪花飞到哪里了?”

2、下雪了

在下雪情景的烘托下，教师示范用撕、帖、画等方法表现下
雪的情景。

幼儿自由选择材料操作，表现下雪的情景。

3、雪人的秘密

引导幼儿将自己的作品送给小雪人(要求作品形状与小雪人的
帽子形状对应)

幼儿在雪人的`小肚皮里寻找“冬天不怕冷”的小秘密

幼儿与同伴分享冬天御寒的方法。



幼儿大班活动方案设计篇六

1、一次性叉子、吸管、桌布、盘子；洗涤工具；用餐器具；
座椅；活动场地。

2、人员安排：广播——刘少丽

摄像、拍照——周丽丽

3、教室活动内容：

大一班：活动指导——邵永梅；清洁、清理——-闫静静

大二班：活动指导——闫伦梅；清洁、清理——-朱红

4、环境：于3月13日上午空班老师布置教室环境；

1、活动前期通过发放通知和家长进行沟通、交流活动方案。

2、收集各类蔬果食品，自制一样小点心。

3、自带水果刀等工具。

(一)集体活动：

1、全体教师、幼儿、家长集中操场。幼儿按班级列队(大一
班列队与中二班场地；大二班列队与大一班场地)

2、广播：

简要介绍活动内容、时间、场地的安排。

播放幼儿早操音乐。

3、表演：幼儿早操、律动。



4、广播：

请孩子找到自己的家长，进入各个制作区参与活动。

5、规则：活动区中请听从各班指导老师的.安排等。

幼儿大班活动方案设计篇七

1、引导幼儿尝试用各种材料制作陀螺，并想办法让自己的陀
螺转动起来。

2、通过制作其它形状的陀螺，让幼儿从中体会力与平衡之间
的关系。

3、培养幼儿勇于科学探索的科研精神。

4、能学会用轮流的方式谈话，体会与同伴交流、讨论的乐趣。

5、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1、幼儿自己的各式陀螺。

2、操作材料：牙签、一次性筷子、塑料管、一头带塑料的钉
子、铆钉、茶杯、茶叶盖子、有抓手的盖子、彩色纸片、卡
纸、泡沫片、铅笔、剪刀、水彩笔若干。材料要丰富。

师：老师发现你们最近总是在玩一样玩具，是什么啊？

幼：（陀螺）

师：你们为什么喜欢玩呢？

（因为它会转、会变色、会比赛、有很多中款式、有的还会
翻身……）



1、通过玩，观察陀螺的特征。

幼：（幼儿四散开来，选择一样陀螺进行探索性玩耍）

师：请你们说说看，你们是怎样比赛的？

幼：（我们把陀螺放在一起，然后一起听口令开始转动，谁
的陀螺最后停下来，谁就赢了。）

师：你们的陀螺是怎样变色的呢？

幼：（陀螺的颜色本来是一块一块的，发现一转起来，颜色
就混在一起变成彩色的了。）

2、师生共同讨论陀螺的做法，鼓励幼儿不怕失败。

师：其实，这些陀螺都是老师自己做的。你们想不想自己动
手做呢？

幼：（想）

师：那么你们说说看，你会准备怎么做陀螺？

幼：（先把纸片剪成圆形，再用牙签从中间戳过去就行了；
我要做一个方的陀螺；我要做一个三角形的陀螺……）

师：好！用自己喜欢的材料做。可是，我在一开始做陀螺的
时候也会不成功，发现了许多的问题，把能转的和不能转的
进行了比较，后来我成功了！怎么会成功呢？这是个秘密，
我不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发现。有问题没关系，自己动
脑筋解决。如果实在不能解决，就把问题留下来，我们大家
一起解决！

1、幼儿第一次动手制作阶段，教师巡回指导。



2、在幼儿制作过程中，教师不要给予帮助，引导幼儿试着玩
一玩自己做好的陀螺。

3、共同解决留下来的问题。

师：好，现在请有问题的小朋友，说说你遇到了什么困难，
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

a：幼：（我的`圆片总是画不圆，怎么办？）

幼儿讨论解决办法。

b：幼：牙签戳在厚纸板上转不稳，太细了？

幼儿讨论解决办法

c：幼：我做的三角形的可就是不能转？

幼儿讨论解决办法。

师：刚才，我们解决了许多问题，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个陀螺
试试看！

4、幼儿第二次动手制作阶段，教师巡回指导。

5、再次玩一玩自己做好的玩具。

师：现在，我们要来进行一个陀螺比赛。

（幼儿操作自己的陀螺进行比赛。）

师：请你把自己做好的陀螺放在我们的科学区角里，大家再
进行研究。

幼儿已经做好的陀螺放在区角中，进一步引导幼儿探索发现



力与平衡之间的关系。

陀螺玩具貌似普通，颜色不算漂亮，外表没有电动玩具有吸
引力。可是他凭什么能流传至今呢？一直是小朋友心爱的伙
伴。到底陀螺玩具藏着什么秘密，让孩子们越玩越留恋？我
和孩子们一起探索，不停地变换角度实践与思考，挖掘着陀
螺玩具丰富的内涵。我们也一同分享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快乐
与幸福。当我第一次出示陀螺，孩子们不以为然，我请他们
说说第一眼看见陀螺的感觉。“很小、普通、平凡、不漂
亮”是陀螺的代名词。“对，普通的陀螺也有他的用途。就
是……”我捏紧了陀螺的把柄，用力一转，放手，陀螺自己
一个人在桌子上旋转起来，转呀转呀，速度减慢，最后停了
下来。“陀螺有什么用？”“能转起来。”“陀螺旋转的秘
密有很多，需要小朋友仔细看。这回，看谁的眼睛跟孙悟空
一样？”孩子们的情绪逐渐高涨，此刻兴致勃勃地观看起来。
我请了几个小朋友来玩陀螺，陀螺在小朋友的手中千变万化。
有的转速较快，有的转速较慢，快速飞转的片刻就摔倒在地，
慢性子的不急不慢忽忽悠悠的，仿佛玩的心满意足才罢
手……小朋友的心情也随着陀螺的变化而变化着，平静的引
子，跌宕起伏的高潮，余犹未尽的曲终人和……“老师，陀
螺转起来没有颜色了？”“老师，陀螺有的转的快有的转的
慢？”“老师，xx转的时间很长，xx转的时间很短。”你们发
现了这么多的秘密，想想这究竟为什么呢？自己讨论商量，
能否找到答案？于是孩子们小鸟蜜蜂似的喳喳喳喳起来。

此刻，孩子们都成了研究专家，有的拿着陀螺转呀转，有的
边商量边玩……望着这一切，我感触颇深：别小瞧一件普通
的东西，往往深藏着许许多多的可贵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