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社会教案五一劳动节教案 大班社会
活动教案漂亮的线教案附教学反思(优

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班社会教案五一劳动节教案篇一

活动意图：

随着认知水平的发展，和幼儿自我安全意识的不断增强，小
班幼儿与同伴、成人之间的交往日渐频繁。但是，由于他们
缺少良好的交往技能，容易发生矛盾冲突，严重时还会给自
己的身心健康和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引导小班幼儿在
活动时按秩序，不推不挤、会排队等待不仅能提高他们的交
往能力，更能培养他们的良好习惯，避免意外带来伤害。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初步形成在活动和玩耍时不推挤，要主动排队，
耐心等待的安全意识。

2．培养幼儿团结友爱、相互谦让的良好品质。

3．激发幼儿参与集体活动的兴趣。

活动准备：

1．教学课件一套。



2．茶桶、滑滑梯实物各一。

活动过程：

一、看课件，激发排队意识。

1.观看课件，发现问题

图片1：听声音猜动物

师：天气真好，小动物们都来草地上做游戏，你们猜猜有哪
些小动物呢？听，是谁呀？分别点击出现各种小动物。

（引导幼儿跟小动物打招呼，培养交往习惯。）

图片2：小鸭、小鸡、小狗、小猫、小羊等动物玩游戏

师：看，小动物们在干什么呢？

图片3：鸡妈妈招呼小动物们喝水

师：它们你追我跑地，玩的满头大汗，鸡妈妈招呼小动物们
喝水呢。

图片3：小羊怎么了？

提问：它为什么会受伤呢？

（引导幼儿说出要排队喝水，不推不挤，注意安全。）

2．帮助排队，解决问题

师：你们愿意帮助它们排队吗？（教师根据幼儿的意见点拖
动物排队）



小结：小动物们很开心，说谢谢你们帮它们排好队，不推不
挤，可以很开心的喝水。

二、玩游戏，培养排队能力。

师：小动物们安全的喝完水，又玩游戏去了。宝宝们，你们
想玩游戏吗？

1．组织幼儿玩滑梯，培养排队能力

（1）出示滑滑梯,引导幼儿讨论怎样玩滑滑梯？（幼儿讨论）

小结：玩滑梯时，要注意安全。先要用手扶着滑梯两边的扶
手，从台阶爬上去，坐好后再往下滑。人多时要排好队，一
个跟着一个，不推不挤。滑下来以后要赶紧离开滑梯，排到
队伍的后面去。

大班社会教案五一劳动节教案篇二

活动来源

在一次户外接力赛跑游戏中，我发现有一小组多出一个小朋
友，便向幼儿提出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多一个人怎么办？
期望幼儿能通过协商或通过数学活动解决游戏中的问题。但
幼儿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所有的建议都是让多出来的这个
小朋友从事比赛以外的活动：有的说让这个人去休息，停止
游戏；有的说让这个人独自玩一会儿别的玩具，或去跑步；
还有的提出让多的这个人去当裁判……我意识到这是一次对
幼儿进行社会性教育的契机，于是设计了这个活动。

活动目标

1、让幼儿通过体验，关注别人的`感受，学习站在别人的角
度考虑问题。



2、尝试通过协商解决游戏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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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准备

1、物质准备：录像机，不同幼儿体验后表达感受的录像，投
影仪。

2、经验准备：幼儿成为“多出来的那个人”的活动经历。

活动过程

1、请幼儿尝试按不同方法排队，感受成为“多出来的那个
人”的心情。

（1）将全班幼儿分成若干小组，组织幼儿分别按不同指令进
行排队，使幼儿体验到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那个多余的人。

2、集体分享“成为多出来的那个人”的感受。

请幼儿观看录像，并引发以下讨论。

（1）提问：“这些小朋友的感受是什么？”（不高兴、不舒
服、心里难受、难过。）

（2）询问幼儿：“你是多出来的那个人时，你有什么感
受？”请幼儿自由结伴，互相说一说自己的感受。

3、玩“消防员”游戏，体验当裁判的感受。



（1）提出游戏要求，请幼儿轮流当裁判，组织幼儿游戏。

（2）游戏后提问：“你当裁判有什么感受？”“你愿意当裁
判吗？”幼儿有的表示愿意当裁判，因为“裁判可以宣布比
赛开始、结束，还可以帮助老师判断哪队输赢”，“当裁判
舒服，不用跑，就站在那里休息”；有的表示不愿意当裁判，
因为“不会当裁判”，“当裁判没意思，不能玩，只能站
着……”

4、集中分享、梳理幼儿的感受，引导幼儿移情。

（1）提问：“有的小朋友喜欢当裁判，有的小朋友不喜欢当
裁判。那咱们让不想当裁判的小朋友去当裁判，他会是什么
感受？”（会不高兴的）

（2）提问：“咱们在刚开始多出一个人的时候，小朋友们都
说让他停止游戏，或去干别的事情合适吗？”（不合适）

（3）提问：“我们应怎样解决问题？”（商量，问他愿意干
什么；谁愿意当裁判，就让他当裁判；请他参加游戏，我们
不比第一，最重要的是参与……）

引导幼儿发现以前想的主意忽略了别人的感受，今后决定一
件事时，要考虑到别人的想法与感受。

小结：小朋友说得很好，出现问题，我们要协商解决，看看
用什么方法解决最好，能使大家都高兴、都满意，又都参加
了活动。

5、协商解决问题。

（1）提问：“怎样选裁判？”鼓励幼儿充分发表意见。

（2）在充分听取幼儿意见的基础上，帮助幼儿梳理出几种方



法：把愿意当裁判的小朋友记录下来，然后请这些小朋友先
当裁判；从第一组小朋友开始轮流当裁判；从每队排头（队
长）开始轮流当裁判。

活动延伸

请幼儿在实际游戏中尝试当裁判的几种方法。

活动反思

这一活动的另一个价值点在于：它来自幼儿的真实生活，是
孩子的真问题。幼儿园社会性教育的特点就是生活化、日常
化、自然化。本次活动中，“多出一个人”的问题情景并不
是教师预设的，而是自然生成的。活动中的社会性目标和实
施策略则是在教育过程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因此活动
中要解决的社会性问题更多的是来源于孩子的需要。孩子们
是围绕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自由而又有
针对性的探索，是一个有趣而又有意义的活动。老师不止一
次地创设情景：“如果你是多出来的那个人你会有什么感
受？”“如果让你当裁判，你会有什么想法”？“如果让不
愿意当裁判的人去当裁判，他会怎么想？”……让孩子们反
复感受、体验，逐渐学习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理解不
同人会有不同的感受，要顾及他人的感受等，从而逐步渗透
对幼儿社会态度和社会情感的培养。

大班社会教案五一劳动节教案篇三

大班社会活动教案：爱心传递教案(附教学反思)

活动目标：

1、知道通过手的不同动作可以表达多种情感，初步学习用手
语关爱聋哑人，感知聋哑人的非言语交往和表达方式。



2、在活动中了解残疾人，增强对残疾人的同情心和乐于助人
的思想品德。

3、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愿意与同伴、老师互动，喜欢表达自己的想法。

5、培养幼儿完整、连贯地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活动准备：

1、事先组织幼儿去参观锡山区特殊教育学校，并向聋哑儿、
智障儿奉献爱心；

2、多媒体课件（一组残疾人的图片、聋哑孩子生活、学习的
录像、《千手观音》、《残奥会》有关录像、视频《感恩的
心》）。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引起兴趣

1、师：小朋友，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段精彩的舞蹈，我
们一起来看吧！

2、教师打开电脑，和幼儿一起投入地欣赏舞蹈《千手观音》
的片段。

二、初步认识手语，尝试用手语去关爱聋哑人。

2、（让幼儿稍想片刻后）师：原来这些舞跳得这么好的人都
是残疾人艺术团的，他们嘴巴不会说话，而且耳朵也听不到
任何声音，他们是聋哑人。

3、师：你们知道聋哑人是怎样与人交流的呢？（手势）



4、师：对了，因为她们听不到、也说不出来，只好用手做动
作和别人沟通，这就是聋哑人说话的语言，叫做手语。

5、师：小朋友你们会做手语吗？（让幼儿可以自由做做）老
师做几个，让你们来猜猜看。（教师做几个手语，让幼儿猜）

6、师：小朋友你们也想来学手语吗？教师带领幼儿学习简单
的手语：你、我、哭、你好、我爱你、谢谢你们等。

（1）先学字词：幼儿集体学说（师说幼做）、幼儿与同伴一
起学做。

（2）再学短句：

师：小朋友，你们会不会用刚才我们学的手语变成一句话呢？
（先让幼儿自由尝试后教师再集体教）

师：我们学了这么多的手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句呢？谁愿意
上来讲给大家听听？（请个别幼儿上台说然后再集体跟说）

7、师：小朋友，你们学会了这些手语动作，以后想帮助聋哑
人的时候，就可以用学来的.手语来与他们沟通、交流了。

1、师：可是，小朋友你们知不知道在我们的身边还生活着更
多的残疾人呢！你们看！（打开课件，让幼儿逐一观察一组
残疾人的画面）

2、师：小朋友，你们都看到了哪些残疾人呢？

3、教师小结：刚才我们大家看到的是一组残疾人的生活画面。
原来我们身边的残疾人除了聋哑人还有更多的残疾人呢，有
盲人、有没手或没脚的残肢人，还有智力低下的智障人。他
们可能永远都看不见花儿的笑容，听不到鸟儿的歌声，他们
的学习、生活都很艰难。



4、师：小朋友，看见了这些残疾人，你们心里有什么样的感
受呢？（幼儿自由交流）

（1）幼儿与同伴交流。

（2）请个别幼儿说一说。

6、幼儿个别回答后教师小结：小朋友想的真周到，你们真是
个有爱心的孩子，想出了这么多帮助残疾人的方法。而且在
平时的生活中我们也要告诉周围的人不要去嘲笑他们、讨厌
他们、歧视他们，而应给他们更多的关爱与帮助。

四、通过观察图片引导幼儿学习残疾人坚强勇敢、克服困难
的精神

1、师：你们知道吗？有些残疾人他们虽然身体残疾了，但也
能把事情做得很好，你们看！（教师打开画面边讲解边让幼
儿欣赏一些身残志坚以及残奥会的有关画面）

2、师小结：原来他们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以及得到了许多
人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精彩，他们要感谢大家，今天还给大
家带来了一首好听的手语歌《感恩的心》让我们和客人老师
一起跟着唱一唱，做一做，感谢天下所有的好心人。也让我
们用一颗感恩的心给残疾人更多的关爱与帮助吧！

3、音乐起，全场所有人一起唱响《感恩的心》，结束。

活动反思：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应引导幼儿正确对待残疾人，
让他们从小学会关爱、帮助他人。而这次生成的主题活动—
爱心传递，正符合了这一要求，我们就是要让幼儿去了解、
感受、体验到同情，从内心激起想帮助他们的欲望。孩子们
在参观特校生学习、生活时孩子们不但带去了自己省下来的



水果，还自发地向他们赠送自己亲手画的图画呢！而且为了
跟他们交流，孩子们还认真地跟着手语老师象摸象样地学起
了手语呢！在返校以后的活动中，孩子们更是对学手语越发
了兴趣，在活动中孩子们拓宽了对残疾人的了解，还从残疾
人的身上学到了那种身残志不残的顽强意志，而且最最重要
的是孩子们由感而发地对残疾人产生了一种同情和尊重，有
的孩子在课上竟情不自禁地说：“老师，比起他们来我觉得
我们幸福多了！”最后我和孩子们还一起深情地唱响了手语歌
《感恩的心》。课后有不少孩子都跑来对我说：“老师我以
后再也不讨厌残疾人，嘲笑残疾人了。”“老师我再也不叫
盲人是瞎子了”“老师，我要把今天我学到的手语去教会更
多的人。”听着孩子天真的话语，我觉得自己的教育很成功。
是啊，感恩是人生最大的智慧，感恩又是人性最大的美德，
因为我们知道：只有爱才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大班社会教案五一劳动节教案篇四

教学目标

1.引导幼儿通过观察操作认识时钟。

2.能区分时针、分针，会看整点、半点。

3.引导幼儿讲出幼儿园一天的.生活。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教学准备

1.时钟一个

2.道具卡片时钟7个



3.幼儿用书

4.教学ppt5页

教学过程

1.小朋友看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什么？

2.小钟表非常的神气，到底多神气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不放ppt中音乐：小闹钟，谢谢你|）

3.歌词中唱到：谢谢你，小闹钟。为什么要谢谢小闹钟呢？

4.生活中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小闹钟？

5.所以说：小闹钟是我们的大帮手

6.齐读：做个守时的好孩子

7.观察钟面上有什么（数字、长针、短针）

8.有哪些数字？（1.2.3.4.5.6.7.8.9.10.11.12）

9.钟面上有12个数字，有两个指针，两个指针都有自己的名
字，短的叫时针，长的叫分针）

10.游戏：时针、分针赛跑（都从12开始，看谁跑的快）

11.得出结论：长针长，短针短，长针走得快，短针走得慢，
长针走一圈，短针走一步

12.认识整点、半点

13.今天老师也带来了7个小钟面，请大家告诉我你是几点钟
起床、刷牙、上学、做游戏、写作业、收拾书包、睡觉的



（老师将指针指向幼儿所说的时间）

14.幼儿完成幼儿用书作息时间表

15.结束教学

教学反思

此次活动充分体现了纲要精神，体现了幼儿在活动中的主体
地位，体现了了“儿童在前，教师在后”的理念。

大班社会教案五一劳动节教案篇五

《优点大展台》是主题教学《最棒的我》中的一次社会活动，
结合本班的实际情况，我将活动目标定为：

1、理解什么是“优点”，认识并了解自己与他人的优点。

2、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优点，可以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3、锻炼胆量，敢于在集体面前大胆发言。

活动中，大部分孩子都能大胆讲出自己的优点。但是也有部
分幼儿对于什么是“优点”，理解的还不到位，比如认为拖
一次地、整理一次房间，帮妈妈做一次事就是优点，其实应
该是一贯的、稳定的、能坚持下来的品质才算真正的`优点。

孩子的表现也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有的幼儿条理清晰，
声音响亮，善于表达;有的幼儿比较害羞，声音很小，不愿发
言;也有的幼儿虽然发言积极，但是讲话不连贯，词不达意。
个别幼儿倾听习惯不好，抢话、插话仍有发生。

活动中我对每一位幼儿的发言都能及时做出积极的评价，最
多出现的语言就是“还有吗?”“真棒啊!”“这真是一个很
大的优点!”等等带有积极暗示作用的话语，这些话语对幼儿



起到了鼓励和赞扬的作用，让幼儿有想继续说下去的愿望，
对于自己的发言都能产生一种成功感，锻炼了胆量，增强了
自信心。

对于没有发言的幼儿，为了帮助他们增强自信，我就开展游
戏，带动全班幼儿一起帮他们找优点。听到赞美之后，让他
们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的，只是可能自己还不知道就
是了，听到了大家的赞美，要对大家表达谢意。

本次活动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老师可以多加进一
些对孩子优点的点评，尤其是对一些只说出一条优点的幼儿
更要多加赞美;另外本次活动是以轮流发言为主，今后可以组
织一些可以自由发言的话题甚至是辩论会，最大限度地让幼
儿想说、敢说、愿意说，培养幼儿的倾听能力和口语表达能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