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植物节活动方案(实用5篇)
为了确定工作或事情顺利开展，常常需要预先制定方案，方
案是为某一行动所制定的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和安
排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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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
方案策划范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中班植物节活动方案篇一

活动目标：

1、运用真挚的语言表达对他人的谢意。

2、懂得身边的人曾为自己的成长默默奉献，应该把他们铭记
在心。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5、培养幼儿与同伴之间和睦相处并珍惜这份友情。

活动准备：

挂图第23—24。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

1、教师：三年里，有很多人天天和我们在一起，他们是谁呢？

教师小结：有的孩子说和自己天天在一起的有爸爸妈妈、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等。

2、教师：那我们要感谢谁呢？为什么？（幼儿观看挂图材料，
看一看、说一说他们是谁？为什么要感谢他们。）

教师小结：小朋友都说要感谢爸爸妈妈，因为他们每天为了
让我们生活在开心、快乐、舒适的环境中，辛苦工作，每天
早出晚归。而爷爷奶奶年纪那么大了，走路都很辛苦，一不
小心就会摔跤，但爷爷奶奶没有因为自己身体不方便的原因，
而不来幼儿园接送你们，在家可能还要照顾你们。所以我们
要感谢他们。

二、说说感谢的话。

1、教师：老师像妈妈一样照顾我们、教育我们，细心的引导
我们改正缺点；保育员阿姨为让我们在良好的环境中学本领，
帮我们打扫教室，帮我们叠被子；厨房阿姨为我们做香喷喷
的饭菜；我们说一句什么感谢的话给他们呢？请个别孩子用
响亮地声音讲给大家听，教师给予肯定。

2、启发孩子们分组讨论对老师、保育员阿姨、厨房阿姨说什
么感谢的话。

3、请几名孩子有礼貌的邀请客人来到我们的活动室，鼓励大
家热情的向他们道谢。

教师小结：阿姨谢谢您，您幸苦了，我们爱您。

4、教师：孩子们，那你们最想对老师说什么感谢话呢？

教师说祝福或希望的话：老师听到你们真诚的话语，心里特
别的感动。那么谢老师希望你们每天开心、健康的成长，与
小朋友团结友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家是个乖宝宝，在
幼儿园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三、还要感谢谁。

1、教师：除了这些人，我们还要感谢谁呢？教师小结：还有
叔叔阿姨、外公外婆、警察叔叔、保健医生、清洁工等。

2、教师：那当我们遇见他们的时候，你们又会对他们说什么
感谢的话呢？教师小结：孩子们回家后和爸爸妈妈说一说吧。

活动反思：

幼儿情感教育的重要性在于让幼儿能够感知情意，懂得情感，
并乐于表达情感。我设计此活动的目的想通过幼儿亲身体验、
自主表达、主动参与的过程来表达自己的感谢与爱，在表达
爱心的过程中让感恩内化为一种行动。让他们从小懂得对周
围的每个人都要有感恩之心，知道知恩、感恩、报恩是一种
美德，活动中要鼓励幼儿大胆地表达，让温馨的话语贯穿整
个活动。

中班植物节活动方案篇二

一、设计意图

在班级环境布置中，我带来了几支芦苇布置墙面，没有想到
孩子们对在都市中很少见到的芦苇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且
还问了许多的问题，真对孩子们的这一兴趣点，我及时把我
最喜欢的植物—芦苇引进课堂来满足孩子们的求识欲望。

二、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的求知欲望，培养幼儿认识及对植物的.浓厚兴
趣。2、初步认识芦苇，并了解其主要特征3、通过音乐和美
术等活动，培养幼儿对艺术的感知力和表现力。

三、活动准备



芦苇、手偶（小熊、小兔）、图片、音乐、羽毛、胶棒、半
成品画面、剪刀、等。

四、活动过程

（一）语言

1、通过小动物导入（因为……所以）的句式师：小朋友，咱
们班级多了一种植物，它是什么？幼：芦苇，师：你们喜欢
它吗？幼：喜欢。咱们班来了两个小客人，它们也很喜欢芦
苇。让我们听听它们为什么喜欢芦苇。小熊说：“因为它毛
茸茸的，所以我喜欢芦苇。”小兔说：“因为它像扇子，所
以我喜欢芦苇。”师说：“因为我平时很少看见它，所以我
喜欢芦苇。”

2、师问：小熊说什么？小兔说什么？幼儿答(因为……所以)。
通过复述小动物的话让幼儿初步学会用因为……所以说完整
话。3、请小朋友分组讨论想一想，像小动物用因为……所以
这个句式，互相说一说自己喜欢芦苇的原因。

（二）常识

1、通过图片帮助幼儿认识芦苇的外形及主要特征师：芦苇分
根、苇叶、花序、种子这几部分。根状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能较长时间埋在地下，1米甚至1米以上的根状茎，一旦条件
适宜，就可发育成新枝。也能以种子繁殖，种子可随风传播2、
教师把芦苇的整体进行分解（运用芦苇的三段卡）引导幼儿
动手操作，巩固对芦苇的认识。

三、音乐

通过音乐和道具（羽毛），引导幼儿运用身体动作表现芦苇
的特征（音乐起羽毛代表种子到处飘，音乐停羽毛落代表种
子扎根），培养幼儿对音乐的感知和表现力。



四、美术

（配有音乐：抽油机）

1、小朋友看老师这里有一幅画，它上面有什么呀？（井架、
磕头机、油井房等）那上面还缺少什么呢？老师在这里为小
朋友准备很多的材料，请你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把画变得更
漂亮吧！

2、幼儿分组动手操作。

3、全体幼儿展示作品。

五、延伸

小朋友喜欢的芦苇太漂亮了，我也非常喜欢，但我还喜欢一
种植物，它是松树，那你们呢？除了芦苇以外还喜欢别的植
物吗？请你们回家找一找，然后告诉老师。

中班植物节活动方案篇三

为了确保工作或事情有序地进行，常常需要预先准备方案，
方案是在案前得出的方法计划。那么优秀的方案是什么样的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幼儿园中班给植物浇水主题活
动方案，欢迎大家分享。

1、知道“3月12日”是植树节。

2、通过活动的开展，让幼儿懂得保护植物就是保护环境的意
识。

3、活动中培养幼儿的'耐心、爱心，体验同伴间相互劳动的
喜悦。



1、介绍植树节的相关活动。

2、已学会用水壶给植物浇水的技能。

3、提醒幼儿注意安全，知道要保护好植物，不能随便折断树
枝。

1、交代具体要求，告诉幼儿今天是植树节，我们将为路边的
植物浇水，为环保出自己的一份力。

2、幼儿提着水壶出发到路边。

3、师提出要求，要按顺序给路边的植物浇水并注意不碰断小
树苗不踩坏小花蕊。

4、幼儿开始给植物浇水，教师巡回观摩并给予指导，引导幼
儿用正确的方法。

5、教师对幼儿的劳动给予肯定并进行评价。

6、幼儿收好小水壶回园。

7、互相交流体会，师总结活动。

效果评析：

从活动的结果来看，我们对幼儿进行的爱护植物保护环境的
教育是有成效的。我们不是通过说理、说教的方法对幼儿灌
输环保知识，而是重视让幼儿获得丰富的直接经验，让他们
从有趣的活动中去体验、去认识。幼儿的这些情感及知识是
来自于他们的自身经验的，其中的因果关系也基于思维可及
的范围，幼儿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做出判断，获得正确的认
识，作出正确的反应，从而调节自己的行为和习惯。

虽然很累，但是他们很开心，一张张小脸干的红彤彤的，在



太阳光的照射下显得特别好看。因为他们知道植树能美化环
境，使我们的城市更加美丽。生活中的教育无处不在，生活
中的美丽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更温暖，真正生活在“蓝天、
绿地、红积木；健康、快乐、我最棒”的教育蓝图下！

我为小树浇浇水

活动时间：3月11日上午9：30——11：00

活动场地：科大院内中心花园

活动形式：认领小树，挂上祈愿卡，给小树浇水。

中班植物节活动方案篇四

一、主题来源：

二、核心目标：

1、喜欢看书，愿意与同伴分享读书的乐趣。

2、掌握读书的方法，看图讲述的方法及初步续编故事的方法。

3、愿意以自己的方式把读懂的书及续编的结果将给大家听。
愿意分享其中的知识与乐趣。

三、活动过程：

书名，孩子们把心爱的图书绘画出来，讲述着自己的书有趣
的地方，增进了交流的机会，对看书有了浓厚的兴趣。

随着阅读活动的重复、深入，孩子们越来越熟悉故事中的语
言，并开始从被动的听故事最终过渡到自己主动阅读讲述故
事。在阅读多个故事以后在把曾经阅读过的故事拿出来让幼



儿再次阅读，这也是一种反复阅读。此时的分享阅读，已不
需要家长、老师的太多的参与或在必要的时候给予帮助即可，
完全可以让幼儿自己进行独立的阅读、讲述。孩子们都喜欢
到前面给小朋友讲故事由此获得阅读的成功感、胜利感，胆
小的雪婷，默默无闻的莹莹，怕被人笑话的曦曦，在老师们
和小朋友的鼓励下，在轻松的读书环境中，都开始争着讲故
事。，看到他们勇敢的样子，真让人欣慰。孩子们都争先龙
后的讲述，很短的环节时间已经不能满足孩子们的愿望，在
讨论后，我们开始了给好朋友讲故事活动，谁讲得多，可以
在争做“读书小明星”榜上盖上多个可爱的笑脸，读书小明
星活动使分享交流达到了高潮，也促使他们进行更多的阅读
活动。

1、学习一页一页地看图讲述。

孩子们带来很多的新书，为了学会阅读新书，掌握阅读的方
法，我们开始在孩子带来的书中寻找它们有兴趣的材料，我
发现然然和陈平带来的幼儿画报非常受欢迎，恰巧我们家也
有，我把图片扩大，请幼儿观看图上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图
上都有谁？你喜欢谁？为什么?他们在干什么？这是什么时候
的事？你怎么看出来的？逐步由学会观察什么到了解事情的
起因、经过到结果。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尽可能地为孩子们创
造一个可阅读的环境，挖掘让孩子们喜欢和可观察，自由想
象的材料，例如;“离不开妈妈的波波”，“我想我会飞”等
等，教材涂色活动“下雨了”，“旧房子变新房子”等等，
我逐步发现，好的语言教材其实就在身边，我们要学会运用
它。

2、感受事件顺序经过，学习续编故事，感受续编的快乐。

摸索中我逐步的发现寻找适宜的材料并不难只要老师心中装
有目标，贴近孩子们的生活，就会有很多有趣的活动。而且
我也发现语言活动中学习材料的选择是第一关键，我们开始
续编结尾，《红鼻子的小羊》〉让我看到幼儿真正需要什么



样的阅读作品，想象力是吸引孩子兴趣的所在，想象力要比
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却可以遨游世界。小羊们
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帮助遇到困难的红鼻子小羊，孩子们的想
象已经超越了我们的眼睛。有的选择用飞机带小羊飞翔，有
的选择作一对飞起来的翅膀，有的用弓箭把小羊射向月球，
热气球、飞艇、降落伞，他们互相交流着经验，感受着故事
的离奇和完美，也感知了故事的结构，又上了一节道德品质
课。

又如：耷拉耳朵的小兔也是选材幼儿画报，是来源于幼儿中
间的，老师用电脑放大情节，根据目标需要了改编并制作了
部分情节，色彩明快，动作表情明显，直接刺激幼儿的感官，
一出示这样的图书孩子们立即有了兴趣，也营造了了良好的
阅读情景。耷拉耳朵的小兔选材贴近幼儿的生活，每个孩子
都有自尊心，而且中班孩子在交往逐步会出现被嘲笑及生气
时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他们在故事中会找到相同的
感受，我想这样的选材有利于清楚的表达孩子的想法和感受，
激发孩子的表现力。

心想把耳朵竖起来，怎么办呢？你快来想一想。”老师最后
再给与孩子简单的整理或巩固幼儿的回答，达到分享的目的，
我也发现孩子们由续编结尾的能力发展到猜测高潮以至于续
编开始部分。耷拉耳朵的小兔使孩子们沉浸在续编的快乐中。
孩子们为帮小兔子把耳朵竖起来及救小兔子想出了十余种办
法，在这次创编中我没有把孩子想象的整个画面画出来，因
为在以前的创编中这种方法虽然直观但耗费时间太长，使注
意力差的孩子精神涣散，因此我用简单的图谱来表示，孩子
们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如：用绳子帮忙，用曲线表示，请大
象则画出他长长的鼻子，用老虎的尾巴则画一个粗粗的尾巴，
对孩子来说我想这是一个肯定，既肯定了孩子们的想法又蕴
含了幼儿对续编想象的理解，他也记录了我们班不同孩子们
的语言表达及想象水平，为后面的绘画结尾及制作成完整的
图书提供了依据。



在创编结尾小兔看病的过程中，孩子们猜测小兔肯定有病，
这是医生的话需要老师点明中心“小兔没有病，世界上没有
相同的两只耳朵。”，小兔心理发生变化的语言都是点明中
心，这种间接得讲道理，让孩子心理更容易接受，所以后面
的讨论更结合了实际生活中的感受，“如果小朋友有了错你
会怎么办？如果你遭到了嘲笑，你生气了怎么办？你遇到了
小兔这样的困难怎么办？”这里融入社会性领域的问题，即
发展了语言表达能力，又解决了孩子们的情绪和心理问题。

础，因此分享阅读十分强调在成人和幼儿之间创设轻松、和
谐的阅读氛围，让幼儿能够把阅读活动和一切愉快的情绪联
系起来，尤其在进行分享活动中成人应尽量减少对幼儿的评
判，避免伤害他们阅读的积极性。在这段时间里我也发现，
光靠幼儿带来的图书已经不能满足幼儿的愿望，需要开设更
大的阅读角，和丰富的阅读资源。把我们的表演潜能开发出
来，运用身体动作语言，复述及续编，丰富阅读活动。这会
更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使多种能力得到培养。

中班植物节活动方案篇五

活动目标

1、了解植物怎样过冬，感知冬季植物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2、通过观察、绘画、交流等方式，进一步感知各种植物在冬
季的不同状态。

3、有探索植物奥秘的兴趣及爱护植物的情感。

4、体验明显的季节特征。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准备



1、课件―植物的过冬准备。

2、图片―冬天的树，稻草。

3、记录纸，彩色笔若干。

活动过程

（一）谈话引出话题。

1、教师：小朋友，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吗？（冬季）

你感到气候有什么变化吗？

2、教师：这么冷的天气，花草树木会冻死吗？植物们准备好
怎样过冬天了吗？

（二）引导幼儿观察植物，并记录植物现象。

1、教师：冬天到了，小树上的叶子有什么变化？大树上有什
么变化？小草是什么样子的？

2、教师：请小朋友自主观察，并讲述自己的.发现和自己的
疑问。

3、教师引导幼儿有重点地观察个别植物，帮助幼儿进一步感
知植物的变化。

（1）观察大树。

请小朋友仔细观察冬天的树是什么样子？想一想，它们冻死
了吗？找一找树上还留下了什么？（引导幼儿发现芽苞、果
实、种子等。）

（2）教师：请小朋友剥开芽苞看一看，它里面有什么？猜一



猜，明年春天会变成什么？

（3）观察小草

4、教师：请小朋友仔细观察植物，并用自己的彩笔记录植物
过冬的种种表现。

（三）组织交流。

教师：请小朋友跟同伴讲讲你的记录和发现，看看植物过冬
有几种方式？

（四）帮助幼儿了解植物过冬的各种方式。

1、教师：冬天到了，落叶树的叶子纷纷掉下来，常青树的叶
子仍然还是绿色的；落叶对树木过冬有帮助吗？（减少水分
蒸发、落叶能化为肥料、营养树根）

2、教师：小草是什么颜色？它冬死了吗？（有的小草根已经
死了，但是它留下了种子，有的小草根还活着，明年春天还
会发芽。）

3、教师：人们怎样帮助植物过冬呢？（在树上涂石灰、扎干
草，为油菜、麦苗撒上草灰、干粪，把怕冷的观赏植物搬到
室内或温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