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实践中班教案(实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优秀的
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带
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社会实践中班教案篇一

活动由来及设计思路：

近一段时问，来园的孩子越来越少，有的家庭甚至不再送幼
儿来，我向家长和孩子们询问不来园的原因，他们告诉我怕
感染甲流。看到长们对甲型流感的认识抱有恐慌的态度并影
响着身边的孩子，我设计“关于预防甲流”的系列活动，希
望通过活动的开展，能够让家长和孩们客观地认识甲流，减
少对甲流的恐慌，并引导家长积极配合幼儿园好主动预防甲
流的活动。

活动目标：

1、关注甲型流感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知道预防甲流和自
我保的方法。

2、会用多种方法、多种形式让幼儿园里的伙伴和家长了解甲
流的防方法，感受、体验关心他人的自豪感。

活动准备：

关于甲流的新闻视频(自制)、各类色彩笔、宣传纸、照相机、
涝六步法图片。

活动过程：



1、观看“新闻播报”，引导幼儿讲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教师：看了刚才的新闻，你想说些什么?

幼儿：甲型流感是一种传染病，如果得了要马上去医院治疗。

幼儿：小朋友得了甲流不能再上幼儿园，要不会传染更多的
小朋友

幼儿：甲流会发烧、流鼻涕、咳嗽。

幼儿：甲型流感可以传染自己身边的人，身边的人还可以再
传绐多身边的人，所以得了甲流的人不要到外边玩，要不会
传染更多的人。

幼儿：小朋友到商场买玩具，如果看到流鼻涕、咳嗽的人动
了自喜欢的玩具，千万不能再去摸这个玩具，要不会被传染
的。

幼儿：妈妈总说，吃药、吃药，要不会得甲流，得了甲流就
要打针很疼。

幼儿：妈妈总说，洗手、洗手，手脏了会得甲流。

幼儿：和好朋友玩的时间少了，大家因为怕得甲流都不出来
玩了。

教师小结：甲型流感是一种传染病，如果小朋友发现自己和
别人在身体上出现不适的症状：如发烧、咳嗽、流涕，就千
万不要再到人多的地方去玩，应该马上到医院治疗，这样既
不会延误病情也不会影响他人的正常生活。

2、讨论：预防甲流的好方法。

幼儿：小朋友不能到人多的地方玩。



幼儿：如果看到生病的人就离他远一点。

幼儿：在人多的地方要戴口罩。

幼儿：吃东西前和大小便后要认真洗手。

幼儿：打喷嚏时用手捂上嘴和鼻子。

幼儿：将吐出的痰用卫生纸包上扔到垃圾桶里。

幼儿：吃预防甲流的药。

幼儿：多喝水，多吃菜，不挑食。

幼儿：经常去操场运动，如踢球、跳绳、打羽毛球。

3.鼓励幼儿用多种方法、多种形式让大家了解预防甲流的方
法，感受助人为乐的自豪感。

教师：刚刚我们知道了许多预防甲流的好方法，你们想把这
些好方法讲给谁听?

幼儿：我要讲给妈妈爸爸、爷爷奶奶听。

幼儿：我要讲给哥哥姐姐听。

幼儿：我要讲给弟弟妹妹听。

教师：我们怎样让他们知道预防甲流的这些方法呢?

幼儿：我们教弟弟妹妹正确的洗手方法，告诉他们如果用这
些方法洗手，就不会得甲流。

教师：弟弟妹妹这么小，教一次要是不会怎么办?



幼儿：那我们天天去教他们洗手。

幼儿：我们给弟弟妹妹画张正确洗手的画，让他们自己看着
画洗手

幼儿：如果他们看不懂你们画的画怎么办?

幼儿：老师你把我们洗手时正确的方法照下来，给弟弟妹妹
做成照片，把照片送给他们，让他们的老师把照片贴在盥洗
间，弟弟妹妹洗手时，一看照片就会学着我们的样子去洗手
了。

教师：这个方法真不错，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幼儿：我们用画画把我们知道的关于甲流的预防知识都送给
幼儿的弟弟妹妹和哥哥姐姐。

教师：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幼儿：我们给自己的妈妈爸爸写个纸条，告诉他们预防甲流
的方法。

教师：这个方法真好，如果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更好了。

幼儿：我们把写好的信多印些送给幼儿园所有的家长，让他
们看我们的信后告诉自己的孩子有哪些预防甲流的好方法。

教师：你们的这些方法真的很棒，现在让我们一起去完成这
些好方法吧。

社会实践中班教案篇二

1、感知秋天许多树叶发生了变化，有采集、欣赏树叶的兴趣。

2、介绍自己找到的树叶，对其形状进行联想。



活动准备

马甲袋、小筐

活动过程

一、园内散步感受树叶的变化

孩子们，上次我们在幼儿园的操场上寻找秋天的时候发现了
什么?(幼儿自由发言讨论)

二、外出捡落叶

(1)幼儿讨论外出注意事项。

(在老师规定的捡落叶，不乱跑，不去湿的地方，在干的地方
捡，听到老师说排队的时候马上过来排队，注意安全。)

(2)幼儿外出捡落叶。

教师引导幼儿采集不同形状大小的树叶。

三、讨论、交流自己采集的树叶

1、看看说说你捡到的树叶是怎么样的?

幼：圆圆的，椭圆形的，有点枯掉了。

师：有的小朋友捡到的叶子是椭圆形的;秋天到了，叶子变黄
掉下来了，时间久了就枯掉了，所以有的小朋友捡到了枯黄
的叶子。

2、闻闻你捡来的树叶有什么味道?

幼1：有树叶的味道。(师：那是什么味道呢?……)幼2：有股



香味。

师：树叶有股淡淡的清香。

3、摸摸你的树叶是怎么样的?

4、想一想你的树叶像什么?

社会实践中班教案篇三

常言道：秋风扫落叶，簌簌无情，可我和孩子们看到的却是
春风扫落叶，翩翩起舞。金黄的黄桷树叶随风舞动，飘然下
落，把大半个操场的一角铺成金黄一片。大自然的美景吸引
了孩子们的眼球，他们纷纷跑到黄桷树下，自然地和树叶玩
起了游戏。此时，作为老师的我是按原计划开展户外体育活
动还是尊重孩子的选择，让孩子们和树叶玩游戏呢?我想起
《纲要》中所提到的：幼儿园教育要寓于生活和游戏中，现
在大自然把这么美好的情景融入孩子的生活中，这难道不是
很好的教育契机吗?于是我设计和生成了此次体育活动——
《和树叶玩游戏》。

二、活动目标

1、通过观察、练习掌握双脚跳、投掷等动作的要领。

2、在参与各种玩树叶的游戏中发展幼儿跳跃能力、投掷能力、
及身体协调能力。

3、体验自由创造、想象多样玩树叶的乐趣，并能用语言完整
表述各自创造的玩法。

重点：在和树叶玩游戏的过程中锻炼幼儿的跳跃能力、投掷
能力及身体协调能力。



难点：能大胆的用完整、清晰的语句表述自己创造的树叶玩
法。

三、活动准备

幼儿园地面的落叶，幼儿已有的种植经验。

四、活动过程

(一)尝试玩树叶的多种方法，激发幼儿创造力。

老师：看到这么多漂亮的、金黄的树叶，你想怎么玩?

幼儿：可以这样玩。幼儿自主地玩着树叶。

幼儿创造的玩法有：

1、幼儿：双脚跳起来抛树叶：下雪了，结婚撒花了，生日快
乐等游戏!(玩抛树叶的游戏)

教师：下雪的时候雪可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所以一定要把树
叶抛得高高的哟。

撒礼花的时候有的人个子也很高，一定要跳起来把树叶再抛
出去哟。我们来比赛一下，看谁抛得高吧。

(幼儿听完我的话赶紧跳起来高高跳起来抛，在鼓励中幼儿双
脚跳起来同时抛树叶，发展幼儿的跳跃能力。)

2、幼儿：树叶变成飞机，孩子们把飞机使劲扔出去然后追着
飞机跑。(玩开飞机的游戏)

教师：飞机飞起来了，看谁的飞机飞得最远。

他的飞机飞得好远，他是怎么做的呢?



飞机飞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撞机哟，撞机可是很危险
的事情哟。

(教师示范或者引导幼儿观察投掷的规范动作，引导幼儿用正
确的方法投掷小“飞机”。发展幼儿投掷能力，同时发展幼
儿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敏性)

3、幼儿：一片两片三片、(玩数树叶的游戏)

教师：这么多的树叶，你数清楚了吗，你是怎么数的?

(引导幼儿按群计数。)

小结：兴趣是的老师，孩子们在自由的环境中创造力无限的
爆发，真不错!

(二)分享交流玩法，发展幼儿语言表达能力。

1、教师提问：谁愿意把你的玩法分享一下!注意要把话说得
清楚，让别人能听懂哟。

幼儿：我把树叶抛起来，玩下雪的游戏。

幼儿：我把树叶当成飞机，和它一起飞起来。

幼儿：我在玩数树叶的游戏。

幼儿：我把树叶当成床，可以躺在上面休息。(大家争相表述。
)

(教师着重引导幼儿把自己的想法表达清楚，指导幼儿用合适
的词语表述。)

2、师：刚刚小朋友们分享的方法，你有玩过吗?试一试。



除了刚才的这些玩法，还可以怎么玩?我们再玩一次吧。

幼儿：他们又一次开心的玩了起来。

社会实践中班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让幼儿体验在水中玩球的乐趣。

2、学说“小球躲起来了”、“小球浮上来了”、“小球飘过
来了”、“小球飘走了”。

3、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

活动准备：

1、在水槽中接满水;两个小朋友一个乒乓球。

2、玩水前将幼儿的长袖外套脱掉或卷起衣袖。

活动过程：

1、师：小朋友，今天老师手里有宝贝呢!你们猜猜看我手里
拿着的是什么?(幼儿自由猜测)

2、老师给你变个魔术。

老师把小球放在水里，用手划水，手不碰到球，小球随着水
流的方向飘走了。老师向相反的方向划水，小球又飘回来了。

3、小朋友们两人一组，一个在水槽左边，一个在水槽右边，
小朋友用手划水，手不碰到球，让小球从左边飘向右边，再
从右边飘向左边。(边做边说：“小球飘过来了”、“小球飘
走了”。)



4、观看游戏“小球躲猫猫”。

(1)师：小朋友，小花猫来了!(配班老师发出小猫的声音)哇，
乒乓球可害怕小猫了，这可怎么办啊?它浮在水上肯定会被小
猫叼走的。(幼儿自由发言)

(2)师示范游戏：双手抓住乒乓球，用力将球摁入水中，边摁
边说：“小球躲起来了。”等小猫走后，师放开双手，边放
边说：“小猫走了，小球浮上来吧!”

(3)师示范游戏第二遍，鼓励幼儿一起说：“小球躲起来
了。”“小球浮上来啦!”

4、分组游戏。(师讲明游戏规则：听到猫声就躲起来，听不
到猫叫了就浮上来。)

活动延伸：

小朋友们，在水里玩球好不好?回家和爸爸妈妈玩玩，看看小
球在水里游得快不快。

活动反思：

幼儿都喜欢玩水，对于小球在水里的飘动和浮沉更是充满了
好奇。这节课孩子们积极参与，师幼互动，动手动脑，既开
发了幼儿智力，又激发了游戏兴趣。但玩水时间不宜太长，
注意幼儿安全。

社会实践中班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让幼儿用舌头品尝各种食物，知道舌头能感觉各种味道。



2、启发幼儿说出酸、甜、苦、辣、咸等不同味道，学习表达
尝到这些味道时的感受和表情。

活动准备：

1、将苹果、酸梅、榨菜、山楂、苦瓜等食物分成小块，幼儿
每人一盘，一根牙签。

2、教育挂图《小小宴会》。

活动过程：

1、介绍食品名称，引起幼儿品尝的兴趣。

今天老师为每一位小朋友们都准备了许多好吃的东西，让我
们先看一看都有些什么?引导幼儿说出它们的名字。

提问：

(1)这些食物你们吃过吗?它们有什么味道?

(2)怎样才能知道这些食品的味道呢?(知道是用嘴巴里的舌头
感知到的，让幼儿伸出舌头，互相看看舌头的样子)。

2、 出示教育挂图引导幼儿观察并提问。

(1)你们看这四个小朋友尝到了什么味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2)你吃过这些东西吗?你是用什么尝到味道的?

3、请小朋友品尝食物是什么味道，可以和旁边的小朋友说一
说：你吃的是什么?有什么味道?也要看看旁边小朋友的表情，
并鼓励幼儿品尝每样食品。

4、品尝食物时的感觉。



提问：

(1)你刚才尝的是什么食物?它有什么味道?

(2)还有哪些食物也是甜(酸、苦、辣、咸)的呢?

(3)你看到别人脸上的表情吗?是什么样的表情?你学一学。

(4)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为什么?

小结：食品的味道是各种各样的，有甜的、有酸的、有苦的、
有辣的、有咸的，用舌头尝一尝便能知道，我们的舌头真能
干。

5、师生共同讨论保护舌头的方法。

舌头是最勇敢的，什么味道都能尝，舌头也是最娇弱的，我
们不能吃太烫的食物，这样会把舌头烫破的。我们人生病了，
舌头也会难过的，这时你吃食物也不会太香，甚至感觉不出
食物的味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