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走进大自然活动总结(优质5篇)
当工作或学习进行到一定阶段或告一段落时，需要回过头来
对所做的工作认真地分析研究一下，肯定成绩，找出问题，
归纳出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以便进一步做好工
作，并把这些用文字表述出来，就叫做总结。那么我们该如
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总结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幼儿园走进大自然活动总结篇一

“葫芦丝”是源自云南少数民族的吹管乐器中的一种，其代
表曲目《月光下的凤尾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竹
林深处》等经典曲目深深的打动着每个人。自年以来，葫芦
丝教学逐渐走入全国各地的小学、幼儿园课堂。掌握一样乐
器的演奏，已经成为许多家长对孩子的一种希望，而“葫芦
丝”绝对是最适合小学、幼儿园孩子集体学习的一种乐器。

学习葫芦丝的好处很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一：学习民族音乐，提高民族素养：

二：成本低、简单易学：

幼儿园5-6岁的孩子学习2个学期，可以较好的演奏《月光下
的凤尾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以及我们平常熟悉的儿
歌、现代歌曲。一学期下来，宝宝能较熟悉的消化认谱、打
拍等基本乐理，可以完成10首曲子的合奏、独奏。

三：便于携带、便于交流：

小小的一支葫芦丝走到哪里都可以随身带着。走亲访友、逛
公园，随时随地演奏一曲都可以成为焦点并且娱人娱己，不
像大件乐器只能摆在家里自己欣赏，不能携带。



如今，民族音乐早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管在任何地方，
音乐都是没有交流障碍的语言。葫芦丝教学不仅只在小学，
它已经深入幼儿园课堂。通过实践证明，幼儿园的孩子是有
能力学习演奏葫芦丝的。

四：有益健康：

学习吹管乐器能增加人的肺活量，改善呼吸系统机能，在提
高音乐素养的同时提高身体素质。

五：灵敏身心、抒发情感：

葫芦丝声音柔美、不伤听力。学习葫芦丝，脑要思考，心里
要有节奏、耳朵要辨音、手指在快速活动、肺活量由气息在
调控，全身都在思考和运动，宝宝身心更灵敏。

六：“一通百通”

学会了葫芦丝的演奏技能，宝宝一定掌握了基础的乐理知识，
那么学习另外一种乐器上手就非常快了，尤其是吹奏管乐类。
学会了葫芦丝，就等于直接学会了演奏“巴乌”,如果还对其
他乐器感兴趣，一定会比常人学习的更快，所谓“一通百
通”。

“开设乐器教学，创办特色幼儿园”-------在全国各省市，
与我们葫芦丝、巴乌协会老师合作的学校已经有200多所。咱
们的小型活动月月有，葫芦丝集体汇演每学期都有，优秀节
目上电视台的也是每年都有。我们的少儿合奏《月光下的凤
尾竹》曾在年央视少儿春晚拿过第一名的好成绩，在央视
《大风车》少儿器乐演出中拿到第一名，在云南泼水节开幕
式上献艺也被各大媒体曝光表扬。



幼儿园走进大自然活动总结篇二

（胡明广西区直机关第三幼儿园）

一、创设家园合作通道，为幼儿发展营造家园互动的氛围

1．建立家园合作关系，唤起家长参与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意识。

案例一：“会说话的家园栏”――情感中的“请”字内涵

家园栏作为家园互动的一扇窗口，向家长传递着幼儿教育的
各种信息。如何让静态的“家园栏”变成“会说话的家园
栏”，我们的做法是：家园栏的口吻从原来命令式的“请”
转变为以孩子的、同伴的、协商的口吻，进行平等、对话式
交流。

例一：星期五是我们班的“小小民歌节”活动，请您和孩子
共同为这次活动设计一张“小小民歌节”宣传海报，快快加
入吧！让我们一起分享你们的创意，别错过让孩子展现自我
才能的机会哦！

例二：今天，我们和老师一起学习穿脱衣服，我们已经会自
己穿衣了：罗浩楠、梁喜凯、林伟棋、林民远、黄小天、黄
泽琳。爸爸妈妈，在家的时候，也让我们自己穿吧，相信我
们一定能穿得好。虽然有时候我们还需要一些帮助，不过，
没关系，多给我们一点时间，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好。瞧我们
多棒！

现在的通知，把家长当成了我们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员，营
造的是家园合作的和谐氛围，家长更乐于接受，更乐意参与
到幼儿的教育活动，从而能更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

案例二：“会说话的家园栏”――珍藏点滴



过去，教师认为配合教学而要求家长带东西来幼儿园是理所
当然的事情，现在我们教师更为真切地关注家长对班上的工
作热情，把家长、孩子对班上工作支持的点点滴滴，记录下
来，呈现在家园栏中，供所有的家长翻阅。使家长真切地感
受到教师对自己的关注和认可。

“会说话的家园栏”，把教师和家长融入了同学习、同交流、
同研讨、多角度、多渠道地共学共育活动中，并且获得了家
园同步教育的积极效果，为真正实现家园互动，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

2．创设条件促进双向沟通，实现家园的真诚对话。

家园合作是一种双向互动活动，不仅教师要关注孩子教育中
的问题，紧扣着家长的需求和困惑，更应该引导家长关注孩
子的发展，参与到教育的全过程中，以真诚、平等、合作的
态度来赢得家长真诚而积极地回应。

案例：孩子爱告状怎么办

我们在家园栏中设置了一个栏目，如“每月话题”、“亲子
情浓”等，围绕家长共同关心的问题，由老师在家园栏中提
出一些问题，如“孩子爱告状怎么办？”等。因为这些问题
家长们都深有同感，所以许多家长纷纷投稿参与讨论。

有的家长写道：“用故事来帮助孩子，告状行为反映孩子缺
乏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会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并帮
助他分析，比如别人推他是不是路过时不小心？女儿爱听故
事，我就把女儿和其他孩子的矛盾编成故事，和他一起设计
不同的结尾。”还有家长写道：“鼓励孩子自己解决，和孩
子一起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启发孩子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法，
小朋友们握握手、抱一抱，相信孩子很快忘掉。”……家长
间的交流，既增强了家长之间的互动，也增强了家园之间的
互动。



二、利用家长资源，为幼儿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1．利用家长知识经验开展相应的教育活动

案例：蚕宝宝

家长队伍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在蚕业技术推广站工作
的龙龙妈妈，春天来时，给班上送来了许多蚕宝宝。孩子们
在饲养中提出了许多问题：蚕宝宝为什么不吃别的树叶？它
为什么要退皮？蚕宝宝有没有眼睛？龙龙妈妈给孩子们一一
作了解答，并拿来各种各样的蚕茧图片给孩子们欣赏。家长
的参与比我们单纯组织这样的教学活动效果更好，孩子的发
展机会更多。

2．采纳家长信息资源，拓展教育内容

案例：挖土豆

主题活动“好吃的东西”开展一段时间后，有家长提出“能
否带孩子到自然中去亲身体验一下劳动？”这一提议得到了
许多家长的响应。家长联系了地点，与孩子们体验了劳作与
收获的快乐。以下是家长体会（节选）：事隔一个月了，好
些细节我已忘得一干二净，可甜甜还记得清清楚楚，在写这
篇文章前，我问她：“甜甜，你还记得挖土豆的事吗？你跟
妈妈说说，妈妈好写下来。”甜甜毫不思索地回答：“我们
一群同学一起去挖土豆，我挖了这么多、这么大的土豆(用手
比划她的劳动果实)，老师帮我们照相，好开心!我还抓了蟋
蟀，还看见了水牛。”由于是她自己亲手从泥里挖出土豆，
所以我想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土豆是埋在泥土里的。孩子还
小，她不会说很多动听的话，也不会想很多深远的道理，她
还无法表达这些活动对她产生的影响，可作为和她朝夕相处
的妈妈，我却能感觉出这样的活动已悄悄在她幼小的心灵里
种下爱的种子，她知道老师是爱她的，同学是友善的，她更
爱上幼儿园了。



3．发挥家长个人才艺，分享教育经验

案例：妈妈老师

曾在中学当过音乐老师的覃翰宗的妈妈，在给孩子们组织音
乐活动后感叹道：孩子一天天长大了，作为曾经的音乐教师，
我一直都在考虑儿子的音乐教育问题。虽然知道世界上有那
么多优秀的音乐教学法可以让孩子快乐地开始音乐学习，但
我始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集体中开始音乐学习，那样会使
他的学习更有趣，更好玩，他的个人表现力和与人合作能力
也会得到同步发展。正好，区直机关第三幼儿园的家长走进
课堂活动使我有了实践的机会。我非常乐意走进孩子的课堂，
尽己所能，与幼儿园携手把孩子培育成身心健康的社会一分
子。回想起自己的音乐学习过程，很多时候陷入偏重技巧学
习、知识理论学习等误区中，漫长的学习过程，更多的是苦
练、苦学，又有多少时间是在享受音乐带给自己的愉悦呢？
所以，我真心祝愿今后幼儿园与家庭能进一步合作，把家长
的多才多艺充实到幼儿园的活动中，丰富孩子们的活动，尽
家长的一份力。

家长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参与到幼儿园教育活动中，既
锻炼了家长教育自己孩子的能力，又提升了家庭教育的实效。
同时也拓展了幼儿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弥补幼儿园教育的缺
陷，丰富了幼儿园课程，为教师创造了更好的向家长学习的
机会。

三、促进多向互动，实现幼儿、教师、家长的共同发展。

幼儿、家长、教师是学习的共同体，在互动学习、互动合作、
互动交流中，孩子的纯真和求实、父母的无私和关爱、教师
的理性与公平，都是教育过程的.营养。

案例：快乐童年艺术节



这样的“六一”活动，真正体现了幼儿、家长与教师之间三
方的主体作用。当教师感受到家长的关切与信任时，更能以
平等、积极的态度回应家长的需要，真诚而有效的互动，使
得教师、家长、幼儿三方都能获益。

（文章源自中国首届幼儿园园长大会）

幼儿园走进大自然活动总结篇三

金秋送爽，国旗飘扬，在“中秋节，国庆节”双节来临之际，
我园在节日前夕开展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现将活动总结如
下：

1、我园发动家长积极参与中秋节系列活动，先是家长与孩子
进行灯笼制作活动，我园收取了亲子灯笼作品x份，园内呈现
浓浓的节日氛围，得到了家长的一致好评。

参与是一种快乐，创造是一种享受，合作是一种幸福。通过
此次活动，提高了幼儿的动脑、动手操作能力和想象创造力，
同时也增进孩子与家长的亲子感情，有效促进了家园共育。

2、我园以班为单位孩子们欢聚一堂，说着中秋节的故事、唱
着中秋节的儿歌，老师们也纷纷给孩子们讲起了有关中秋节
的故事，让孩子们在欣赏故事的同时了解了有关中秋节传统
文化的知识，在优美的歌曲中感受到传统节日的快乐与美好。

3、我园开展的“庆国庆，迎中秋，”活动，主要以“快乐”
为中心点，让幼儿体验幼儿园这个大家庭的团圆与快乐，激
发幼儿乐意上幼儿园的美好情感。不仅让幼儿了解了中国传
统节日的许多习俗，更让幼儿学会了分享，提高了对我国民
族传统文化的兴趣，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在参与中秋节各种活动中能大胆自信地表现自己;简单了解中
秋节的来历和祖国的传统文化。幼儿对其有深厚的兴趣及探



究欲望。由于幼儿对民间节日、习俗了解较少，所以在开展
这一主题活动时主要涉及到社会、语言、艺术等领域，并运
用多种活动形式来组织集中活动。

中秋节家长走进幼儿园活动总结

幼儿园走进大自然活动总结篇四

“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20xx年1月16日中午，安溪幼儿园在良渚街道卫生教育办
的支持下，组织部分教师、幼儿及家长代表走进敬老院，开
展了“迎新春送温暖”活动。

在党团联盟的带动下，老师们主动捐款购买了插手暖袋、零
食水果等，并在当天把这些作为礼物送给了爷爷奶奶们。

幼儿园走进大自然活动总结篇五

俗话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也正如所说：“没
有好与不好的家长，只有不好好学习的家长。”

周日我参加了幼儿园组织的幸福家长课堂，这一次幼儿园请
到的是福米立教育专家――杨淼老师。她亲临幼儿园现场，
将更适合孩子、更有益于孩子成长的育儿理念带给更多的家
长。

养育就是一次渐行渐远的美丽修行，学会放手才是最伟大的
爱。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杨淼老师从孩子入园令大家头疼的问
题入手“怎样愉快地入园，入园后怎样学习自己入睡，怎样
学习自己大小便，怎样增强免疫力”“面对任性娇惯的宝贝
怎样去接纳他们的坏情绪，教会宝贝怎样去交更多的好朋友，
”最后我也在思考：“我们能够为自己的孩子做些什么？”



格赛尔认为，教养婴幼儿应以儿童为中心，婴儿带着一个天
然进度表降临人世，婴儿尽管知识尚未开化，但对于其内在
需要，对于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非常“聪明”,父母（教养
者）应追随儿童，从儿童本身得到启示，而不应强迫儿童接
受自己的意愿或规定的模式。

学到老，活到老，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好学习的家
长，让我们这些做家长的，重新学习，重新开始，一起努力，
走进幸福家长课堂，为我们的宝贝寻找更适合他们的阳光，
雨露与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