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乐的幼儿园活动方案设计(实用5篇)
为了确保我们的努力取得实效，就不得不需要事先制定方案，
方案是书面计划，具有内容条理清楚、步骤清晰的特点。那
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方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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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的幼儿园活动方案设计篇一

1、玩民间游戏“我们都是木头人”。

幼儿集体念儿歌，扮演木头人，“山山山，山上有个木头人，
木头人，不准说话不准动”。要求幼儿念完儿歌后做一个造
型动作，在规定时间内不准动。

2、师幼共同玩游戏“魔法师”。

(1)教师手持“魔棍”，口念“变变变，变变变，变成长鼻子
大象”，幼儿扮的“木头人”马上“变成大象”，模仿大象
行走。“魔法师”巡视，变得不像的用“魔棍”一指，这个
幼儿便停止动作，还原成“木头人”。游戏中“魔法师”不
断发出“变成小马”“变成小兔”等指令，“木头人”按指
令模仿各种动物的动作，听到“魔法师”吹口哨，“木头
人”就要停止动作。

(2)“魔法师”组织“木头人”玩跳数字游戏。引导“木头
人”按照1-10的顺序跳。如跳错，“魔法师”就把他“定”
在原地不动。

(3)“木头人”跳舞。播放节奏明快的音乐，“木头人”随音
乐起舞，“魔法师挥动魔棍”，音乐停止，木头人摆好造型
不动。

(4)随着音乐，魔法师送“木头人”回家。



教案设计频道小编推荐： 幼儿园中班教案 | 幼儿园中班教
学计划

快乐的幼儿园活动方案设计篇二

时间：10月20日9点30准时开始（请提前十分钟到）

地点：农科院橘园

要求：在讲述规则时，保持安静，鼓励幼儿参加，不要当面
斥责幼儿。

活动目标：

一、培养幼儿的愉快的与人交往的能力，增进家园之间的联
系。

二、复习20以内数的点数，初步接触统计。

三、通过观察秋季的各种植物，引导幼儿了解秋季的特征。
（如：果实丰收、树叶变黄、天气凉爽等等）。

活动准备：（谢）

1、塑料袋每人一个、统计表一张，树叶拼图范例

3、幼儿自备：水、运动装与鞋、纸巾、车

活动过程：

一、清点人数

二、集体表演：律动《鞋匠舞》《摘果子》

1、歌表演《三只熊》《好娃娃》《汽水瓶》《瓶子家族》



《秋天》

2、舞蹈《交往舞》《易拉罐操》

三、亲子游戏

1、《拍手歌》《在哪头》（同时进行）

a、幼儿与家长面对面坐好，边念儿歌边拍手，并做相应的动
作。（发展幼儿相互拍手的协调性并会口齿清晰的念儿歌。）

b、幼儿与家长面对面坐好，其中家长当着幼儿的面把一颗珠
子放到一只手里，然后边念儿歌边把两只手背到背后，将珠
子换到另一只手上，请幼儿猜。（练习g与j的发音。可换幼
儿藏，家长猜。）

2、《企鹅家族》（10人）

幼儿面对家长，双脚站立在家长的双脚上，双手搂着家长，
向前快速前进，看谁最先到达终点站。（培养幼儿的平衡能
力；注意安全）

3、游戏名称：端球竞走（10人）

游戏目标：提高孩子手眼协调能力及全身平衡协调能力。

游戏规则：家长与孩子用拍端球站在起点，开始同时向前
（终点）走，以球不掉并且速度快、先到达终点者为胜。

对家长的建议：家长可以扶着孩子的手，一起端着球拍向前
走，注意不要用手去扶球。

4、游戏名称：穿鞋比赛（10人）



游戏目标：

（1）增进亲子情感。

（2）练习跳跃等动作。

游戏规则：画好起点线和终点线，出发前家长先脱掉一只鞋
子，把鞋子放在终点线后，开始！家长单脚跳，尽量快点，
幼儿搀扶跳到终点，并找到自己家长的鞋子，帮助家长穿上
鞋子，然后双脚跑回起点，谁最先跑到起点谁赢。第二轮幼
儿跳，家长穿鞋。

5、跳方格：在地面上画好方格，并且写上数字，幼儿与家长
按数字的顺序前进（必须是双脚跳）

6、《狡猾的狐狸在哪里》（集体）

全体成员围成一个圈，闭上眼睛，同时从1数到20，教师在圈
外走用手轻轻的碰几个人，以示他扮狡猾的狐狸。其余人数
到20后睁开眼睛，连续问三次“狡猾的狐狸在哪里？”“狐
狸”迅速跑到中间举起手说：“我在这里。”才可以追捉。
其余幼儿赶紧跑回家。（注意不要互相碰撞。发展幼儿反映
敏捷与动作灵活性。）

四、摘橘子：

（1）、每个家庭摘两个，收集到一起，点数共有多少个橘子。

（2）、品尝橘子（颜色、味道、皮、瓤等）

要求：不损伤橘树。边品尝边说。

五、“拾落叶”比赛。复习20以内实物的点数，初步接触数
量的统计。



a、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拾的树叶最多，初步接触数量的统计。

b、观察树叶有些什么颜色的？讨论树叶为什么会丛大树上掉
下来。

c、出示树叶贴画范例，发展幼儿想象力，鼓励幼儿回家后与
家长一起动手制作树叶贴画。（下周一带回班上）

六、幼儿和家长参观共同寻找秋天的秘密，并总结。

七、清点人数，返园。

快乐的幼儿园活动方案设计篇三

老师和孩子一起围坐成一圈，家长坐在孩子后面。老师一边
拍手一边问：“**，**在哪里？”宝宝挥手回答：“我在这
里！”走上来和老师抱一抱。

对家长的指导要点：家长要用自己的语言来感染孩子，要注
意表达时语言的完整性。如果宝宝不愿意回答，家长可以带
着宝宝一起来，让宝宝心里有一个适应和模仿的过程。在生
活中家长要鼓励孩子与他人进行交流，可以帮着宝宝一起说
话，让宝宝知道应该如何与人进行交流。而且平时也要多给
宝宝一些说话的机会。

二、欢乐蹦蹦跳

（一）《网小鱼》

请家长和孩子手拉手搭成“鱼网”，其他家长和幼儿排成一
队，跟着音乐挨个做“小鱼”钻进鱼网。当唱到“快快抓
住”时，“鱼网”放下，抓住“小鱼”。

对家长的指导要求：家长可以积极地带动宝宝一起唱歌曲做



动作，家长积极的情绪和主动的行为对宝宝有着很大的影响，
家长表现的主动，孩子也会跟着积极。同时，家长带着宝宝
有序地游戏，鼓励宝宝自己单独钻“鱼网”。

（二）《小鱼的一家》

准备：颜色、大小不同的鱼若干、红黄蓝色的篮筐各一只。

1.吴老师今天带来了三只“鱼缸”，手边指边说，有红色的
鱼缸、黄色的鱼缸、蓝色的鱼缸。

2.教师“还有三条‘鱼’宝宝们看看是什么颜色的鱼。”边
说边出示红黄蓝三种颜色的鱼。

3.教师“红色的‘鱼’要回到什么颜色的‘鱼缸“里？”宝
宝说：“红色的‘鱼”要送到红色的“鱼缸”里去。”

4.教师“看看这两条鱼有什么不一样？”宝宝，“一条是大
鱼，一条是小鱼。”

5.现在请宝宝把篮筐里的“鱼”送回到它的“家”。

对家长的指导要点：活动中老师讲述时家长要引导和鼓励宝
宝认真的倾听，在生活中家长也可以通过一些小游戏来培养
宝宝的专注性。

教案设计频道小编推荐： 托班教案 | 托班教学计划

快乐的幼儿园活动方案设计篇四

2、教师示范。

3、小朋友操作，教师交代活动要求：卷起袖子，用食指少蘸
一些颜料在西瓜图片上点，但是不要在一处重叠点。点完后
在抹布上把手指抹干净。



4、小朋友图片展览，让小朋友体验成功的快乐。

5、收拾、结束。

活动反思：

本节课以西瓜做主题，锻炼幼儿手指点画的技能，对于托班
的孩子来说，直接和他们讲一些道理，他们不容易接受，可
能转身就会忘了，而使用一些“以人”的方法，孩子会容易
接受一些，记得很深刻。

在美术欣赏《西瓜籽》。整节课下来，幼儿的.情绪非常有活
力的，充满喜悦和兴奋。大部分幼儿都可以按照老师的指挥，
不重复点画，只有少数幼儿还不知道怎么动手，所以，老师
应该更注重幼儿的个人能力的发展。对于，那些能力弱的幼
儿要重点指导，保证每个都能感受美术的快乐。

香香的饼干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饼干的外形

2、学习粘贴，发展幼儿动手操作的能力。

3、体验成功的快乐。

活动准备：

1、圆形、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饼干若干。

2、供幼儿操作的材料；擦手的毛巾八条。

活动过程：



1、幼儿参观各种形状的饼干，请他们说一说饼干的形状。教
师小结饼干的外形特征。

2、教师简单讲述饼干的制作过程。幼儿品尝饼干说一说饼干
的味道

3、教师出示操作材料，在视频展台上展示，并示范粘贴过程
（圆形、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各粘贴一张）

4、幼儿操作，要求每一种形状都粘贴到盒子里。教师巡回指
导。

5、将幼儿的作品在展台上展示。

快乐的幼儿园活动方案设计篇五

【活动设计】

这是中班主题活动《爬呀爬》之“会爬的动物”中衍生出的
一个绘画活动。自从教室里投放了“蚂蚁工坊”以后，孩子
们天天趴在那观察、喂食、讨论……看到它们整天忙碌的样
子，大家想到了勤奋、团结，看到它们用触角“说话”，大
家又感到“神秘”，小小蚂蚁的吃喝拉撒俨然成为了孩子们
的兴趣点。所以本次活动以基于幼儿生活经验，易于激发幼
儿内在情感的“快乐的小蚂蚁”为内容，旨在让幼儿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去表现对蚂蚁的认知和感受。

【活动目标】

1、观察蚂蚁，了解蚂蚁的外形特征。

2、大胆想象，尝试画出蚂蚁的各种动态，结合生活经验构思
出简单的情节。



3、通过绘画，感受蚂蚁的快乐。

4、会用它们大胆地进行艺术表现与创造，喜欢装饰。

5、培养幼儿的欣赏能力。

【活动准备】

1、事先有观察蚂蚁的经验。

2、蚂蚁照片、视频。

【活动过程】

一、照片导入――感知蚂蚁的外形特征。

出示“蚂蚁工坊”里放大的.蚂蚁照片。

1、你喜欢它们吗？为什么喜欢？（从外形、动作等感知蚂蚁）

2、谁来介绍一下它可爱的外形？

二、视频欣赏――体会蚂蚁的动态。

播放“蚂蚁搬豆”视频，最后将各种动态不一的蚂蚁定格。

（1）小蚂蚁们在干什么呢？

（2）谁来学学蚂蚁的动作？

三、游戏铺垫――模仿、观察蚂蚁动态。

游戏：猜猜小蚂蚁在干什么？

（1）请幼儿找朋友商量好表演蚂蚁快乐的动态，最后定格。



（2）其他人仔细观察动态和表情，猜猜蚂蚁在干什么？

四、作品创作――表现快乐的蚂蚁。

幼儿通过回忆与想象创作蚂蚁快乐的生活情境。

五、欣赏评价――讲讲我的蚂蚁故事。

请幼儿讲述画面中的故事，体会快乐的情绪。

教学反思：

作为教师要善于发现幼儿的不同特点，给予每一位幼儿以激
励性的评价，充分挖掘作品中成功的东西，给予积极的肯定，
使他们获得成功的体验，感受到手工活动的乐趣，从而增强
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