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世界粮食日大班活动方案(优质5
篇)

方案在各个领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
是在组织管理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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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方案范文，仅供参考，大
家一起来看看吧。

世界粮食日大班活动方案篇一

一、活动目标：

1、通过观察了解蚂蚁的外形特征及生活习性，并了解蚂蚁的
种类和分工；

2、活动中能细致、有序的进行观察，能用清楚、连贯的语言
进行讲述。

3、对蚂蚁感兴趣，在生活中能进一步的观察与探索。

二、活动准备：

1、相关课件；

2、在生活中有观察蚂蚁活动的经验。

三、活动过程：

1、手指谣导入：

教师：



小蚂蚁，很有趣，头上长着小胡须，

2、说一说：

教师：你在什么地方见过蚂蚁？他们在干什么？

教师小结：在草地上、山坡上、沙坑里、马路上，到处都能
看到蚂蚁，蚂蚁喜欢群体居住，两只蚂蚁相遇时，靠触角相
碰传递信息，他们的身体还会释放出一种气味，通过气味来
找到朋友和行走路线。

3、看一看：

教师：我们来观察一下蚂蚁的身体是什么样的？（从整体到
局部，从上到下）

教师小结：蚂蚁的身体很小，呈褐色或黑色，头上有触角，
身体下面有三对足（六只脚）。

1、谈论蚂蚁的种类与分工

教师：蚂蚁的家里每只蚂蚁的工作都一样吗？他们是怎样分
工的呢？

教师小结：蚂蚁分为雌蚁、雄蚁、工蚁。有翅膀的是雄蚁，
搬运食物、养育宝宝的是工蚁，负责产卵的是蚁后。

2、课件中关于蚂蚁分工的部分，了解蚂蚁的种类与分工。

3、教师小结

蚂蚁的身体很小，呈褐色或黑色，头上有触角，身体下面有
三对足（六只脚）。在草地上、山坡上、沙坑里、马路上，
到处都能看到蚂蚁，蚂蚁喜欢群体居住，两只蚂蚁相遇时，
靠触角相碰传递信息，他们的身体还会释放出一种气味，通



过气味来找到朋友和行走路线。蚂蚁分为雌蚁、雄蚁、工蚁。
有翅膀的是雄蚁，搬运食物、养育宝宝的是工蚁，负责产卵
的是蚁后。

四、活动延伸：

回到家中以后可以画一幅蚂蚁大家庭的画，并和家人分享一
下！

世界粮食日大班活动方案篇二

教学目标：

2、通过自由玩会转的玩具，与同伴相互交流的活动，初步了
解物体的一些旋转方式

3、培养幼儿有礼貌、爱劳动的品质。

4、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教学准备：

磁带、录音机、转转卡、理发店标记牌、小鸟纸环、各种会
转的玩具、牙签、水彩笔

教学过程

1、听音乐做运动，转动身体各部位

3、幼儿玩会转的玩具，相互交流，讲述这个玩具哪里会转动

今天老师为你们准备了许多玩具，请小朋友去玩一玩，找一
找，看看这些玩具会不会转，它是怎样玩的，你去选一样，
玩好后来告诉小朋友(幼儿自由玩玩具后交流)



4、出示理发店标记牌、小鸟纸环

5、出示转转卡，激发幼儿制作风转的兴趣

这张转转卡上有什么图案？这些图案转起来和不转时有什么
不一样？

请小朋友一起来做转转卡，老师介绍做法

6、相互交流，欣赏做的转转卡。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让幼儿在猜测——探索——再猜测——再探索的过
程中完成了对物体旋转现象的一个初步的了解，他们在自己
的努力下知道了：任何物体只要有外力的作用，都可以旋转
起来的科学道理。在活动过程中，幼儿对周围的`科学现象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探索活动产生了积极的态度，同时，语
言表达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孩子在讲述自己的动手
操作过程，就是对刚才活动中自己的探索、操作而产生的零
散的经验进行归纳和总结，从而形成一个系统的认知和正确
概念，孩子对这样的认知的掌握比教师的讲解和灌输的效果
要强很多，是孩子把刚才学到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固有的认
知的一个过程；同时也可以让自己的个人经验转化成大家共
有的集体经验，使得活动重点多次突出，难点再次被突破。
活动目标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孩子也是在愉悦的情绪中进行
了主动探索的活动过程，认知能力、动手能力、语言表达能
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与发展。

世界粮食日大班活动方案篇三

活动目标

1.知道歌曲的名称，帮助幼儿理解歌词内容。



2.引导幼儿熟悉歌曲旋律，学唱歌曲。

3.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

4.促进幼儿的创新思维与动作协调发展。

活动准备

几辆具有代表性的.玩具小汽车。

活动过程

导入

1.组织幼儿谈论自己上幼儿园的方式。

教师：你们是怎么来上幼儿园的呢?(走路、坐自行车、坐汽
车)鼓励幼儿大胆讲述自己来园的方式。

2.教师出示玩具的小汽车，分别让幼儿大胆回答。

(1)教师：今天有好多车宝宝来找小朋友玩，我们来听听它们
是谁?

叮铃铃，叮铃铃，这是什么车呀?

滴滴滴，滴滴滴，这是什么车呀?

呜呜呜，呜呜呜，这是什么车呀?

(2)师生随音乐演唱《这是什么车》。

3.幼儿学习歌曲《这是什么车》。

(1)教师加动作表演《这是什么车》，幼儿欣赏。



(2)教师与幼儿共同学习儿歌。

带领幼儿边做动作，边学习歌曲，可以变换多种方式来学习，
提高幼儿对儿歌的兴趣。

(3)尝试加快速度，记忆儿歌内容。

4.音乐游戏：开汽车。

教师和幼儿一个跟着一个，围着小椅子一边念儿歌，一边开
汽车。

教师和幼儿共同边歌唱《这是什么车》，边做开汽车的动作。

活动结束。

活动反思：

《这是什么车》是一节比较有趣的音乐活动，其歌词内容以
汽车的标志性声音构成。因此，对孩子而言歌词的记忆并不
是很困难。在活动准备中，我就已经带领孩子听过各种交通
工具的声音了，为开展本次活动做好经验准备。在整个活动
中，我一直围绕目标展开活动，整个活动的设计能够适合小
班幼儿的年龄特点，思路清晰，层层展开。在教具的准备上，
我准备了图片，操作卡，目的是让幼儿更生动形象地感受歌
词内容。

世界粮食日大班活动方案篇四

活动目标：

1、尝试用剪刀剪硬质物品，学习用废旧乒乓球制作旋转的小
花。



2、通过探究小花旋转，锻炼动手操作能力。

活动准备：

1、废旧乒乓球若干，剪刀、泥工板每人一套，清水每桌一份。

2、录音机，欢快音乐。

3、幻灯片。

4、魔袋一个，不同材质的小花。

活动过程：

一、“变小花”，导入活动。

教师扮魔术师，从魔袋中变出出不同材质的小花，导入活动。

二、幼儿制作旋转的小花并探究旋转的奥秘。

1、幼儿闯第一关“观察关”。

播放幻灯片1，幼儿在观察乒乓球小花外形的基础上说一说其
制作方法。

(1)这些小花是用什么材料做的，谁能说一说是怎样做成的？

(2)师生小结乒乓球小花的制作方法，强调剪刀剪硬物的技巧。

2、幼儿闯第二关“动手关”。

播放幻灯片2，

(1)幼儿动手制作小花，教师巡回指导。



(2)幼儿自由探索：请你试一试，如何让你的小花转起来。

3、幼儿闯第三关“探索关”。

播放幻灯3，借助学具让小花旋转起来。

(1)提供泥工板、清水，让幼儿再次尝试。

(2)小结幼儿操作，肯定幼儿的探究。

4、幼儿闯第四关“揭秘关”。

播放幻灯片4，初步了解水的吸附力作用。

(1)幼儿讨论：小花为什么一直转，不容易掉下来。

(2)师生小结：必须有水，小花才不容易掉下来，水的吸附力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板子的倾斜度决定小花的旋转速度。

5、游戏“看谁转的快”，幼儿亲自尝试如何让小花转的更快。

师：现在我们来比赛，看看在规定的时间内，谁的小花转的
又快又稳，不会掉下来。

三、联系生活，感受旋转的快乐。

1、幼儿寻找生活中旋转的物品。

2、幼儿用肢体动作扮演小花，感受旋转的快乐。

活动反思：

花是同学们喜爱的植物，真实的'花给人们带来了美丽的环境，
美好的心情。装饰花卉又称花卉图案。图案本身来源于自然，
又不同于自然。自然形象虽然很美，但它还不能满足人们对



美的需求，人们的生活需要用更加理想、更加超然的艺术形
象进行美化，因此就有了由自然形象变为装饰形象的过程，
也就是图案变化。本课花卉图案设计是在对花卉熟悉的基础
之上，对自然花卉物象的艺术加工。本课内容重点是设计应
用。

这节课基本上完成了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比较合理，电教手
段的运用使学生比较直观地了解了图案设计的过程与方法，
学生学到了图案设计的有关知识。另外，在课上发现学生创
作不够大胆，能够马上示范并指出，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作
业效果较好。

不足之处：由于时间关系，教师在图案创作方法的讲解上还
有些粗糙，学生学习得不够深入，解决方法是让学生带有花
卉图案的生活用品进行小组分析讨论)，当时是怕学生画不完
就把这个环节去掉了，教学方法还不够灵活多样，师生互动
不够。

总的来说，我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还算比较满意，今后我要多
研究，更加踏实备课，争取把课上得更好一些，使学生受益。

世界粮食日大班活动方案篇五

教学目标：

2、通过自由玩会转的玩具，与同伴相互交流的。活动，初步
了解物体的一些旋转方式

教学准备：

磁带、录音机、转转卡、理发店标记牌、小鸟纸环、各种会
转的玩具、牙签、水彩笔

教学过程



1、听音乐做运动，转动身体各部位

3、幼儿玩会转的玩具，相互交流，讲述这个玩具哪里会转动

今天老师为你们准备了许多玩具，请小朋友去玩一玩，找一
找，看看这些玩具会不会转，它是怎样玩的，你去选一样，
玩好后来告诉小朋友(幼儿自由玩玩具后交流)

4、出示理发店标记牌、小鸟纸环

5、出示转转卡，激发幼儿制作风转的兴趣

这张转转卡上有什么图案？这些图案转起来和不转时有什么
不一样？

请小朋友一起来做转转卡，老师介绍做法

6、相互交流，欣赏做的转转卡。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让幼儿在猜测——探索——再猜测——再探索的过
程中完成了对物体旋转现象的一个初步的了解，他们在自己
的努力下知道了：任何物体只要有外力的作用，都可以旋转
起来的科学道理。在活动过程中，幼儿对周围的科学现象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探索活动产生了积极的态度，同时，语
言表达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孩子在讲述自己的动手
操作过程，就是对刚才活动中自己的探索、操作而产生的零
散的经验进行归纳和总结，从而形成一个系统的认知和正确
概念，孩子对这样的认知的掌握比教师的讲解和灌输的效果
要强很多，是孩子把刚才学到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固有的认
知的一个过程；同时也可以让自己的个人经验转化成大家共
有的集体经验，使得活动重点多次突出，难点再次被突破。
活动目标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孩子也是在愉悦的情绪中进行



了主动探索的活动过程，认知能力、动手能力、语言表达能
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