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中班社会教育活动教案及反思
(实用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问题
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
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幼儿园中班社会教育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一

端午节对中班幼儿来说，比较陌生。本活动设计，让幼儿初
步感知一些中国民俗文化，从而激发幼儿对民族文化的兴趣
和情感。而中班幼儿的认知特点具体直观形象，故本活动设
计通过看图片、视频、游戏等，使孩子有一些感性的认识，
从而使幼儿热爱祖国的情感。

一、了解划龙舟的人员的及其工作。

二、知道只有讲规则，团结合作才能划好龙舟。

三、体验规则的重要性及规则游戏带来的乐趣。

重点：了解划龙舟这一运动。

难点：知道规则的重要性

一、划龙舟视频。

二、图片：龙舟、划手、鼓手、掌舵人。

三、纸折的船、塑料门洞。

一、出示纸折的小船，激发幼儿兴趣。



1、“小朋友，看这是什么？”

2、“你们知道它在哪里行驶吗？”（幼儿回答：河上、海里、
水里等）

3、“你们还见过哪些不一样的船呢？”（幼儿回答：冒烟的
木头、轮船、很长很长的船、两层的船等等）

二、出示图片认识龙舟。

1、教师出示龙舟图片，激发幼儿探索兴趣。

（1）师：“老师今天给你们介绍一条船，你们知道它是什么
船吗？”

（2）告诉幼儿图片上船的名字叫龙舟。

2、引导幼儿认识龙舟。

（1）“仔细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幼儿回答：长长的、
前面有一个龙头、后面还有一个尾、有船桨）

（2）“你知道它是用来看什么的吗？”（幼儿回答：划船的，
比赛的）

（3）教师小结：每年端午节的时候，人们都会举行划龙舟比
赛。

三、观看视频，出示图片幼儿观察及了解龙舟上三种人的分
工，及其重要性。

1、教师播放视频，幼儿观看划龙舟比赛。

2、教师提问，引导幼儿观察并了解龙舟上三种人的分工。



（1）师：你们看到船上有哪些人？（幼儿回答：有戴帽子的
人，敲鼓的人，还有坐在后面的人等。）

（2）他们在干什么？（幼儿回答：在敲鼓、在划船）

3、出示图片进一步认识龙舟上三种人的名称、分工及重要性。

（1）分别出示三张图片，一一介绍龙舟上的三种人，分别叫：
鼓手、划手、掌舵人

（2）引导幼儿观察并说出龙舟上三种人是做什么的。

教师小结：在龙舟上面，“鼓手”坐在龙头前敲鼓给划船的
人发号口令；“划手”听着鼓点拿着船桨划船；“掌舵人”
站在船尾拿着舵掌握方向。

（3）引导幼儿用动作模仿三种人不同的工作。

（4）和幼儿一起谈话，了解各自分工的重要性。

师：“如果有的划手不按照鼓手的节奏来划船，会怎么样
呢？”

“划船的时候鼓手敲鼓的节奏忽快忽慢会出现什么情况
呢？”

“如果掌舵的人控制不好方向船会怎么样呢？”

（5）教师小结：在龙舟上有划船的、有敲鼓的人、有掌舵的
人，在划龙舟的时候他们需要团结合作各尽其责才能到达终
点。

四.游戏体验

1、教师将幼儿分成三组，每组规定做不同的动作。（第一组：



拍手第二组：拍膝盖第三组：跺脚）

2、教师讲游戏规则

规则：听音乐看教师指挥，该哪组做动作或哪两组做动作，
其它组则休息，如有人犯规则音乐重新开始。

3、教师和幼儿一起游戏，体验规则的重要性。

4、师幼讨论：

（1）在刚才的节奏游戏中，我们重新开始了几次，为什么会
这样呢？

（2）后来我们是怎样成功的？

五、谈话小结，将规则意识延伸到孩子的一日生活中。

1、划龙舟的时候怎么做才能又快又稳到达终点？

2、刚才的节奏游戏中，怎样做才能完成游戏？

3、小朋友在喝水的时候应该怎样做？

4、在玩滑滑梯的时候我们要讲什么规则呢？

幼儿园中班社会教育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二

1.学习有节奏地朗诵儿歌，通过玩手指游戏，运用听说游戏
的方式感知、理解儿歌内容。

2.积极参加活动，体验游戏带来的快乐。

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在于：能有节奏地朗诵儿歌。

2.教学难点在于：能在听说游戏的方式感知、理解儿歌内容。

活动准备

1.小虫指偶每个孩子2个、四幅画图、四个大的实物图。

2.录音机、磁带。

活动过程

一、进入情景。

1.教师用语言引到幼儿进入情境。

师：“你们猜猜，今天谁来我们这里做客呀?让我们数3声请
它出来好不好?”(出示手偶)

2.师：“今天它要去玩耍，你们想知道它去什么地方吗?”

3.(教师借助教具以讲故事的形式边完整的朗读儿歌边出示图
片，让幼儿初步感知儿歌。)

4、提问：“这画上都画有什么?”“小虫虫都飞到什么地方
玩耍了?”“都做了什么?”(教师注意纠正幼儿的发音如：花
园、露水、树杈。)

5、教师在音乐的伴奏下运用手指游戏完整的朗读儿歌，让幼
儿进一步感知和理解儿歌的内容。

t：“让我们听着好听的音乐来念这首儿歌吧!”

二、学习儿歌



1.教师给每个幼儿戴上指偶，让幼儿跟着老师一起分句学习
儿歌。

2.引导幼儿和教师一起做手指游戏学习儿歌，可进行2—3遍

三、玩游戏。

1.教师和幼儿一起玩《虫虫飞》的游戏。

教师带领幼儿飞到四处不同的地方，要求幼儿边游戏边念儿
歌。

2.在音乐的伴奏下再次玩游戏，并感受游戏带来的快乐。

3.在游戏中自然的结束课。

教师：“你们真棒!学会了这首儿歌。小虫虫渴了，我们带他
们去喝点水吧!”(带领幼儿离开教室。)

附：儿歌《虫虫飞》

小虫虫飞呀飞，飞到花园踢踢腿。

小虫虫飞呀飞，飞到草地喝露水。

小虫虫飞呀飞，飞到天空排排对。

小虫虫飞呀飞，飞到树杈睡一睡。

幼儿园中班社会教育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三

第一、从活动目标来看，在整个活动中，大部分幼儿都能学
习有节奏地朗诵儿歌，通过玩手指游戏，运用听说游戏的方
式感知、理解儿歌内容。积极参加活动，体验游戏带来的快
乐。基本完成原定目标。



第二、从活动的重难点看，在应用手指游戏的形式下打节奏，
能更好的让幼儿能有节奏地朗诵儿歌。在游戏中，幼儿不但
能很好的理解并学习儿歌，还能很好的应用手指游戏的形式
进行朗读。能基本突破重难点。

第三、活动的整体效果来说，这个内容比较适合该年龄班。
整个活动设计由以讲故事的形式吸引孩子，并初步感知儿歌，
在音乐伴奏下激发幼儿学习的欲望;再通过手指游戏的形式让
幼儿在玩中学习并理解儿歌内容;最后以情景游戏的形式让幼
儿对刚学的儿歌进行巩固。其中做的比较好的是在第二部分。
这个年龄阶段的幼儿是最喜欢玩手指游戏的，因此在玩手指
游戏时我很注意与幼儿之间的交流。把儿歌形象套入手指游
戏中，让幼儿不但在游戏中理解儿歌的内容，还能在游戏中
掌握儿歌的节奏，效果非常好!在第三部分让幼儿到情景中进
行表演。孩子们很兴奋，不但能按诗歌的节奏朗读儿歌，而
且还能在音乐的伴奏下进行表演。不足的在于，我做的大树
过小，本班孩子过多，出现了有些拥挤的现象，如当时我能
加以引导，比如说：“瞧!我也变成大树了，你们可以飞到我
的树杈上休息。”(我可半蹲把双手上举，做树杈)这样可以
分流一部分孩子，效果会更好。其次如能加上一些品德教育
会更好一些。

看了“中班《虫虫飞》教案设计”的还看了：

1.小学音乐飞呀飞教学反思

2.幼儿园中班健康教学反思

3.幼儿园中班折纸教案反思

4.幼儿园舞蹈虫儿飞教案

5.中班健康活动反思



幼儿园中班社会教育活动教案及反思篇四

一、关注学生的已有经验，是学生主动学习的基础。

建构主义教学论明显指出：复杂的学习领域应针对学习着先
前的经验和学习兴趣。只有这样，才能激发起学习着的积极
性，学习才可能只主动的。由于一年级学生的学习特别是要
将他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活动规范化、常识经验系统化，因此，
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对于他们理解数学知识是十分重要的。
这些“经验”是学生的“数学现实”;同时，正是通过经验，
学生经历一个从具体到逐步抽象的过程。将生活中有关数学
现象的经验进行类比、分析、归纳，加以总结，从而逐渐建
立起规范化、系统化的数学知识。我们的课堂教学需关注学
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引导学生自主探索。本课中，学生于
对“比较”并不陌生，应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但是他们知道
哪些知识，教师不能武断估计，所以，设计“抓幸运星”的
活动，充分学生让展示了原有的认知水平，充分展示自己的
思维过程，展现自己的认知个性，让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
所发展，为学生的主动学习创设了良好的基础。

二、“生活”、“兴趣”是学生主动学习的源泉。

兴趣的发生，实际上是学习成功的起点。苏霍林斯基指出，
学生对课堂学习知识不感兴趣，智力情感就会贫乏，就会对
新知识、新事物、丰富的思想和认识的敏感性变得迟钝，课
堂学习如果具有思想、感情、创造、美和游戏的鲜艳色彩，
那学习就会成为孩子们深感兴趣而又富有吸引力的事情。所
以，我们的教学设计更应注意从生活和学生的角度去选择内
容、设计图画、编写例题、设置练习，学生才会知道数学知
识不是高高挂起的。由于“比较”产生于日常生活，学生觉
得自然贴切，趣味猛增，把学习“比较”看作是自身的需要，
并不觉得是一种负担，就更有利于学生主动地进行观察、猜
测、交流等数学活动，又通过运用数学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
碰到的“比较”的问题，体会到学生活中的数学，学有用的



数学的乐趣。

三、和谐的课堂教学氛围，是学生主动学习的保障。

巴班斯基说：“教师是否善于在上课时创造良好的情感气氛，
有着重大的作用。有了这种良好的气氛，学生的学习活动可
以进行得特别富有成效，可以发挥他们学习可能性的最高水
平。”实践证明：良好的课堂情感气氛能激活学生的脑细胞，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开发他们的思维潜能，从而有效地促
进他们接受新知识，并在获得新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联想、综
合、分析、推理等创造性的学习进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和
质量，使师生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本课中，我与学生是处
于一种放松的状态下的，处于一种找一找，说一说的大状态
下，他们在学习的全过程都不感到压抑或厌烦，而是积极地
成完一个又一个的学习环节，良好的心境中，学习变得更有
趣了，和谐欢乐的教学气氛中，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得到
体现，刺激了他们的表现欲，从而产生学习的动力。其次，
课堂中教师在讲解任何内容的时候都融化着自己的认识、评
价和态度，而这种情感色彩会自然而然地传染给学生，这种
感染作用有时比较学内容更重要，正是这种作用使学生产生
了兴趣、信心、激情和毅力。而教师的公正是师生情感交流
的前提。教师必须关心每个学生，捕捉孩子的忧愁、疑惑、
惊讶、不满、愤怒、欢喜、等细微的情感。在本课中用“你
真聪明”、“你真棒”“你真努力”、“你答得真
好”、“你进步了”、“表扬你”“如果你有不同意见请提
出”等激励性的语言，使他们增添信心，带着高涨的激动的
情绪投入学习和思考中去。这样，和谐的课堂气氛中教师、
学生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形成积极、健康、活跃的情感气
氛，学生主动学习的欲望有了保障。尊重孩子，尊重生活，
尊重数学，让孩子感受到游戏=生活=数学，让他们从玩中获
益，在玩中成材。



幼儿园中班社会教育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学习有节奏的朗诵儿歌，发准dtl等难发的音。

2、玩手指游戏，运用听说游戏的方式感知理解儿歌内容。

活动准备：

多媒体课件。

活动过程：

1、谈话活动。

“你见过小飞虫吗?在哪里见过?”

“它在干什么呢?”

2、学儿歌。

出示课件。

(1)“小飞虫在哪里?它在干什么?”教师根据孩子的回答说出
儿歌。

(2)分句说儿歌，重点指导孩子dtl的发音。

(3)教师带领幼儿看课件说儿歌。

(4)手指游戏说儿歌。

3、释放表演。



“让我们学着小飞虫的样子玩一玩吧!”

附儿歌：

虫虫飞

虫虫飞，虫虫飞，飞到草地喝露水;

虫虫飞，虫虫飞，飞到花园踢踢腿;

虫虫飞，虫虫飞，飞到天空排排队;

虫虫飞，虫虫飞，飞到树杈睡一睡。

下一页更多精彩“《虫虫飞》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