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社会活动教案我长大了活动
教案(通用8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
的教案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大班社会活动教案我长大了活动教案篇一

1、在讲讲、议议、想想、玩玩中知道盲人在日常生活中会遇
到很多的困难，激发幼儿愿意帮助别人的情感。

2、发展幼儿的想象力，积极地帮助盲人设计一些能够便于他
们生活的用具。

已录制好的片段、画纸、蜡笔等过程：

1、在我们的生活周围还有哪些人需要我们的帮助？为什么？

2、幼儿讲述，老师出示已收集好的资料和图片。

1、在录象中你看到了谁？你怎么知道他是盲人？（观看录象
片段一）

2、盲人看不见一切，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

3、请幼儿体验看不见东西的感觉。（鼓励幼儿把眼睛闭起来，
试着往前走一走。）

4、观看录象片段二，在这段录象中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吗？



5、王爷爷和胡奶奶怎么会看不见的？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哪
些困难？（读盲文、日常生活中的烧菜、洗衣服都要靠不断
的练习、过马路时没有人提醒……）

6、观看录象片段三：王爷爷和胡奶奶觉得现在外出时过马路
和乘车子有很大的困难，请我们小朋友来帮王爷爷和胡奶奶
想想办法，怎么样使他们在过马路和乘车子时又快又安全？
（幼儿相互讨论）

1、鼓励幼儿设计一些便于盲人的用具。

2、你觉得盲人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困难，可以怎样来帮助
他们？

大班社会活动教案我长大了活动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能用连贯的语言讲述自己喜爱的灯的名称、所用材料及喜
爱的原因；2、帮助幼儿进一步了解中国民俗节日——元宵节，
共享集体活动的快乐：

3、培养幼儿大胆表述和运用新词汇的能力。

活动准备：

1、自制或购买的各式花灯；2、网上收集花灯图片文字资料；
3、民族乐曲磁带一盘；活动过程：

1、导入：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俗话说“三十的烟火，十
五的灯”，农历正月十五是我国民间又一个十分隆重的传统
节日。

1） 介绍元宵节的由来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灯节。古时候，



一到过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普天同庆。当时挂灯于门上，
除了节日期间照明之外，多是为了增添节日气氛。从大年三
十到正月十五，很多民俗活动是和灯连在一起的，至元宵节
这天人们不光吃元宵，观灯、赏灯也是延续了2000余年的民
俗，所以俗称“灯节”。

2）介绍元宵节的主要活动：

看灯会：元宵节的中心内容是观灯，所以元宵节也叫灯节。
自古到今，元宵灯会、灯谜会总是异彩纷呈，热闹非凡，家
家户户，亲人相携相伴而出，赏灯猜谜，其乐无穷。

吃汤圆：元宵和春节的年糕，端午节的粽子一样，都是节日
食品。吃元宵象征家庭象月圆一样团圆，寄托了人们对未来
生活的美好愿望。

它们的名字叫什么？

用什么材料制作而成的？它的颜色怎么样？什么造型？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好看的灯。

1）引导幼儿观察网上下载花灯图片；2）引导幼儿看小朋友
带来的灯。

4、学古诗《正月十五夜》唐.苏味道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
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骑皆穠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5、延伸活动：运用腊光纸等材料，进行花灯的制作。



大班社会活动教案我长大了活动教案篇三

一、活动目标：

1.通过欣赏故事和事例讨论，知道讲信用的含义。

2.懂得做一个守信用的人，答应别人的事要说到做到。

3.感受到守信用对交往的重要性，体验守信用给别人带来的
愉快。

二、活动准备：

录音.图片

三、活动过程：

（一）谈话引入，激发兴趣。

（二）体验故事，深入感受。

1.教师结合图片讲《我会遵守约定》的故事，初步了解故事
大意。

教师提问：故事里有谁？发生了什么事情？

2.利用欣赏故事，帮助幼儿理解守信用的含义。

师引导语：那这个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看看听听。

（1）结合图片，引导幼儿理解巧虎不守信用给别人带来的不
愉快。

提问：巧虎答应小伙伴的事情？他做到了吗？



小兔是怎么想的？它们的心情怎么样呢？

（2）再结合图片，帮助幼儿感受巧虎守信用给别人带来的愉
快情绪。

小结：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做到，就是遵守约定，遵守约定
就是守信用。

（三）创设情境，明辨是非。

1.观看情境表演一，讨论：小朋友这样做对吗？为什么？应
该怎样做？

2.观看情境表演二，讨论：小朋友做得好吗？为什么？

3.讨论：怎么样做是守信用的好孩子？为什么？

（四）联系生活，引导做人。

师引导语：你知道生活中谁是守信用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

引导幼儿与同伴自由讲述。

师总结：“在生活中我们都喜欢守信用的人，所以我们要做
守信用的人，答应别人的事就要说到做到，如果不小心忘记
了约定要及时向对方道歉争取别人的原谅，这样大家相处才
能快乐。”

大班社会活动教案我长大了活动教案篇四

1、初步了解游览图的使用方法，感受游览图的作用。

2、尝试设计简易的浏览图。

3、乐意与同伴交流，体验交流、分享的快乐。



野生动物园游览图(大的1份，小的游览图数量为幼儿人数的
一伴)，根据野生动物园游览图创设的简单情景(几条主要路
线和几个动物区域)，投影仪，幼儿园整体路线图，有关幼儿
园标志性建筑和运动器具的照片，小猴玩具。

2、师幼共同观看野生动物园游览图(投影)。

3、、幼儿两两结伴，手拿小浏览图模拟浏览野生动物园情景。

2、出示幼儿园整体路线图，为幼儿园标志性建筑和运动器具
找到相应的位置。

3、请幼儿将幼儿园标志性建筑和运动器具照片贴在整体路线
图上，制成一幅大的幼儿园游览图。

请你们根据游览图带小猴去游览幼儿园吧。

大班社会活动教案我长大了活动教案篇五

1、能礼貌待人，感知传统美德。

2、能用文明语言与人进行交往。

3、知道在访友、交谈等场合的一般礼节。

图片、ppt。

一、开始部分

教师引导幼儿观看ppt。

教师：到朋友家做客，要讲哪些礼貌用语呢？

你到别人家里做过客吗？



做客的时候你是怎样做的？

二、基本部分

1、理解礼节的作用

（1）向他人递物品和接受别人物品时的礼节。

教师：观看图片，给东西的小朋友怎样把东西递出去呢？
（剪刀等物品）

（2）你知道讲礼节有什么好处吗？

小结：讲礼节会增进互相间的友谊，受人欢迎。

2、教师引导幼儿了解生活中的基本礼节。

教师：除了做客，你知道还有哪些时候要注意礼节？

3、教师引导幼儿了解谈话的礼节。

教师：

打电话时有哪些礼节？

观看演出时有哪些礼节？

穿衣服有哪些礼节？

敲门时有哪些礼节……

小结：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礼节，在待人接物中注意遵循
礼节，就会使对方感到愉快，产生好感，愿意与你交往；反
之，就会使对方不快，甚至厌恶。



三、结束部分

教师总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做做一名讲礼节的好孩子。

活动延伸：情景体验，使幼儿更深入了解礼仪礼节。

活动中幼儿根据ppt和图片所呈现的内容，结合生活中所发生
过的事情，通过感知和再现相结合的方式，理解礼节和礼仪
行为的重要性。并且感受到好的行为礼节给人一种愉快的舒
适体验，而不好的行为则会让人感到不快乐。并且通过活动
幼儿了解到文明的礼节是传统美德，需要每个人去发扬的文
明行为。

大班社会活动教案我长大了活动教案篇六

1、让幼儿亲自体验购物的过程，并了解购物是需要注意的事
项。

2、培养幼儿的`公德意识和良好的公共场所礼仪行为。

各种学习用品，自制的钱币

一、导入活动。

老师：“小朋友平时都跟家人一起在超市里买过东西，今天
啊，我们也一起来玩一个买东西的游戏好不好？”

二、关键步骤。

1、先让幼儿了解买东西时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什么？把购物礼
仪先更幼儿讲一遍，请幼儿回答。

2、幼儿都了解购物礼仪后就可以开始游戏了，先布置一个小
商店，里面有各种学习用品，给幼儿每人发数量相等的钱币。



3、当“小顾客”走到“商店”时，“售货员”要微笑，给予
优质的服务，“小顾客”纤毫东西后，要排队交“钱“，交
了”钱“以后，才可以拿走和打开所有的商品。

三、游戏后讨论。

1、请幼儿进行自我评价：在这次购物游戏中，那个小顾客做
的最好？为什么？

哪些服务员做的最好？为什么？

2、如果是你和家人一起去购物，你还会怎么做？

3、最后归纳总结核心要素的美容，与幼儿一起诵读。

大班社会活动教案我长大了活动教案篇七

活动目标：

1、初步感知、理解分享带来的高兴情感体验。

2、通过理解故事、回忆自己的生活经验，了解生活中的高兴
是可以自己创造的。

3、在活动中，注意与同伴的距离，避免碰撞。

4、理解故事内容，丰富相关词汇。

5、在感知故事内容的基础上，理解角色特点。

活动准备：

幼儿用书人手一册。

活动过程：



1、通过提问，引导幼儿谈论：在生活中，自己最高兴的事情。

教师：大家在平时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吗？

幼儿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说说自己生活中的高兴的事情。

2、幼儿感知、理解故事中的内容。

教师讲述故事，初步感知故事内容。

鼓励幼儿说出自己对故事的理解，并在教师的提醒尽量用故
事中的语言表达。

理解故事，感受故事中分享的快乐。

教师：小兔子和小刺猬他们有几个什么样的高兴呢？

启发幼儿根据故事的内容进行回答，并讲述自己的理解，知
道把自己高兴的事情与别人一起分享可以给更多的人带来高
兴。

感知生活中分享带来的高兴。

教师：平时在家里，你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呢？

启发幼儿说说自己把东西给别人的事，出可以说说别人与自
己分享的事情。帮助幼儿整理自己的语言：“因为我把__x与
别人一起分享，所以我们很高兴。”

3、体验音乐中的分享，所以我们很高兴。

教师：我们也来玩一个高兴的游戏吧——“碰一碰”好吗？

幼儿在游戏中与教师、同伴共同感受高兴的情感，感受相互
之间的触摸带来的快乐。提醒幼儿注意相互之间避免碰撞。



活动反思：

《有那么多的高兴》是一个语言领域的活动，活动的内容以
故事的形式出现，而本次活动的目标主要是让幼儿了解故事
内容，能用完整的语言表达小狐狸和小兔子的高兴，并在故
事中懂得和朋友一起分享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是一件快乐的事
情，感受别人高兴我的高兴的一个情感。

因此从一开始，我运用谈话法，引导幼儿回忆，鼓励幼儿想
说，敢说，积极地说，回忆生活中有关于分享的事情！这个
环节为整个活动开了个好头，孩子们的兴趣都被引了出来！

接下来就是挂图的欣赏了，教师边讲故事边提问，帮助幼儿
理解故事情节。然后教师完整讲述故事，并帮助幼儿梳理故
事中角色的“那么多高兴。”让幼儿将刚才听到的看到的零
碎片段串联起来，并进行小结：我们和好朋友分享是一件很
快乐的事情，别人高兴我们也高兴，高兴越来越多，快乐也
越来越多!小结过后，我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孩子们的生活迁移：
我们可以分享更多的东西，比如：分享图书、分享快乐心情
等等。

最后在幼儿边听故事录音边越多幼儿用书中结束活动。

大班社会活动教案我长大了活动教案篇八

在幼儿园经常会听到小朋友说，今天谁和谁结婚了。小朋友
在自由活动时间，经常会分别由一些男孩和女孩扮新郎和新
娘，甚至还会要求老师也来参加。还有的小朋友说要跟老师
结婚呢。有个小朋友最有意思，他每次都要生活老师做他的
新娘，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生活老师经常给他洗衣服。
显然，孩子们并不知道"结婚"的含义。称：对"结婚"有一种
朦胧的向往是学龄前儿童的一种正常心理和生理反应。我们
不必过分紧张，不能粗暴地制止，也不能心不在焉地一笑了



之，而是应该把这个时机当作一个有利的可教时机。我就针
对了孩子们的喜好和心理特点，并选择了适合大班孩子的内
容！

1、知道结婚是一件喜事，了解婚礼的基本习俗。

2、能够大胆地表达自己对婚礼的见解和感受。

3、感受婚礼中幸福喜庆的气氛。

教具准备：《婚礼进行曲》、结婚过程的视频、婚礼现场布
置的ppt

学具准备：各种喜糖、请柬、红包、喜字、胸花、纱巾、门
楣、撒花、气球、红双喜香烟等实物，婚车、灯笼、捧花、
烟花爆竹等图片。

1、认识红双喜教师：大家看这是什么？什么颜色的？这个喜
字很特别，两个喜字并排在一起，叫什么呢？（红双喜）你
在哪里看见过？（婚礼现场、房间里、车子上……喜字贴在
黑板上）

2、知道结婚是一件喜事教师：为什么要贴喜字啊？（因为结
婚是一件喜事）

1、知道新郎和新娘。

教师：那是谁和谁结婚啊？结婚那天男的叫什么？女的叫什
么？（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结婚）（出示结婚照）

2、了解结婚的含义教师：他们为什么要结婚啊？（他们相爱
了）爱就是非常非常喜欢。那喜欢他的什么呢？（样子、爱
劳动、勇敢、温柔……）



3、感受新郎和新娘的幸福与甜蜜。

教师：婚礼那天你觉得谁最漂亮？谁最帅？为什么呀？（打
扮得漂亮）他们穿的什么呀？（穿的婚纱和礼服）还有穿的
什么衣服？（中式的旗袍）他们的表情怎么样？（结婚这一
天他们最开心，他们和相爱的人结婚了，结婚是人生当中最
幸福的一件事）教师：等你们长大了，和心爱的人结婚，你
也会成为最幸福、最漂亮、最帅的人！

1、幼儿自主观察交流结婚用品。

教师：结婚要用到哪些东西呢？请你去看看然后告诉大家。
（看实物和图片）

2、集中提问教师：你看到了什么？

例如：

2、播放ppt，幼儿交流表达婚礼现场、婚房的喜庆氛围。

教师：你们参加过婚礼吗？感觉怎样?

教师：婚礼现场布置得怎么样？（看ppt）红地毯、拱门、舞
台有什么用？

除了现场很漂亮，还有哪里也很漂亮？（婚房）你怎么知道
是婚房啊？

教师：有人在室内结婚，还有的人在外面举行婚礼呢！

教师：结婚都是成双成对的，喜字是一双，看爱心也是两个，
用好听的词就是心心相印！

3、播放婚礼视频，引导幼儿了解婚礼程序。



教师：东西全部准备好了，人也到齐了，婚礼开始了，新娘
走上红地毯慢慢走向新郎，和新郎幸福地拥抱在一起，还互
相为对方戴上结婚戒指，这是证婚人在为新郎新娘证婚，他
们还倒了香槟，香槟表示结婚以后相敬如宾，幸福地一起生
活，在音乐声中大家鼓掌并为新郎新娘送上自己的祝福。
（边看视频边解说）

1、以游戏的形式请一对男女幼儿扮演新郎新娘，并分配婚礼
现场其他角色。

教师：大家想不想也来玩一玩婚礼的游戏？那需要一位新郎
和新娘，那请谁做新郎新娘呢？点兵点将，点到谁就请谁做
新郎和新娘。

2、新郎和新娘简单打扮，幼儿合作布置婚礼现场。

3、在《婚礼进行曲》声中玩结婚游戏。

游戏活动：其他仪式的了解，如商铺开张啦！

孩子们在看了婚礼所需用品的实物和提片后交流时，他们说
到哪样东西，老教师就出示的话可能效果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