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社会活动我上大班了课题教案
(优秀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大班社会活动我上大班了课题教案篇一

1.了解火灾的危害，知道不玩火的重要性。

2.学习火场逃生的基本技能。

3.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知道遇到危险要冷静、积极地想办法。

了解火灾的危害，知道不玩火的重要性。

学习火场逃生的基本技能。

ppt课件；湿毛巾（每人一个）；场地有安全出口标志。

一、在观察与讨论中了解火灾的危害

1.有个小朋友叫亮亮，他和爸爸妈妈住在美丽的花园小区里，
那里环境优美、绿树成荫。有一天，亮亮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玩起了爸爸的打火机，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观看火
灾视频。

2.教师提问：

亮亮家发生了什么事？（着火了）



看到了这样的大火，你有什么感觉？幼儿发表自己的看法：
害怕、着急……

亮亮应该怎么办？幼儿讨论，给出自己的建议（拨打119等）。

3.观看消防员英勇救火的视频

4.教师提问：

亮亮家为什么会发生火灾？（玩火）还有什么事情会引发火
灾？幼儿充分讨论。

火灾有什么危害？幼儿讨论。

怎样才能避免火灾的发生？幼儿积极动脑。

5.教师小结：

虽然消防员叔叔能够扑灭大火，但火灾还是给我们的生活带
来很大的危害：大火能让美丽的大自然变成一片灰烬；能让
繁华、热闹的商场变成一片废墟；能让我们温暖的家园变得
一无所有；能让我们的身体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生活
中我们要严格按照这些安全标志的要求去做，这样就能避免
很多火灾的发生了。

二、掌握火灾中基本的自救方法

1.演练火灾中弯腰、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快速逃生

如果家里发生了火灾，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幼儿充分讨论。

用准备好的湿毛巾进行火灾安全演练。

如果火灾中来不及去找湿的小毛巾，怎么办？幼儿积极想办
法。



幼儿用自己的方法再次快速的进行火灾安全逃生演练。

2.练习拨打火警电话：119

逃到安全的地方之后，我们要拨打火警电话。那么在拨打火
警电话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幼儿讨论。

练习拨打火警电话，要说清楚自己的家庭住址。在拨打火警
电话的时候，除了要说清楚自己的家庭住址之外，还要说明
火场里有没有人。如果有人，那么消防员叔叔就要先救人，
再救火。

3.知道哪些通道可以逃生

谁注意到了，我们刚才是从哪里逃生的？认识安全出口的标
志。

除了从安全出口逃生之外，还能从哪些地方逃生？幼儿讨论，
观看课件，幼儿正确选择。

4.逃不出去时，掌握正确的躲避方法，延长等待救援的时间

如果火势太大，大火挡住了我们逃出去的路，我们怎么办？
幼儿想办法。

观看课件，知道正确的躲避地点及方法。

三、知道遇到危险要冷静、积极地想办法

1.教师讲婷婷的故事，幼儿倾听。

2.教师提问：

婷婷刚开始和妈妈走散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害怕和哭泣有用吗？我们应该怎么做？（要冷静，想办法）

婷婷想到了什么好办法？

3.如果你遇到了火灾，你会想什么好办法？

四、活动延伸

今天，我们学到了这么多火场逃生的好办法，要把它们记在
心里。以后一旦发生火灾，要冷静，要按照这些有用的办法
去做。还要把这些火场逃生的好办法告诉爸爸妈妈，告诉好
朋友们，让更多的人掌握，让更多的人能够火场安全逃生。

本节课活动安排合理,环节层层渗透,联系紧密,使幼儿在活动
中较好的掌握到了火灾的危害以及火场逃生的技能.这节课的
活动准备得比较充分，在课堂上孩子们都积极地发言讨论。
活动的开始环节，我以幼儿喜欢的故事形式引起幼儿兴趣，
让幼儿初步了解火灾带来的灾难。进而让幼儿讨论、交流不
能玩火的原因。在基本环节，我通过给幼儿观看火灾录像及
贴近幼儿生活经验的图片，使幼儿在大脑中形成表象，让幼
儿通过观察、思维、想象，自主的作出判断，丰富了幼儿的
安全防火知识，从而增强防火意识，逃生演习也进一步巩固
了幼儿的防火自救技能。同时初步了解了拨打火警电话119以
及火场逃生的基本自救方法。总之，在整个教育活动中，我
坚持面向全体，尽量给每个幼儿表达的机会，注意动静交替
以及活动的游戏性，给幼儿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他们一起
探索，做幼儿学习的引导者、参与者，丰富了幼儿的防火知
识，提高了自我保护的能力。

大班社会活动我上大班了课题教案篇二

1、了解龙的由来，知道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2、练习舞龙，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



1、幼儿搜集有关龙的故事。

2、舞龙的录象、饮料筒或布做的龙。

3、教学挂图《龙》、《健康－社会》p2-3。

1、说说印象中的龙。

--你见过龙吗？龙是什么样子的？

--请幼儿用自己的语言描述龙的样子。

--幼儿欣赏挂图和画册〈龙〉，请幼儿说一说图中龙的样子，
龙的各个部位都像什么。

2、听一听龙的由来。

--启发幼儿将自己知道的关于龙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教师讲解龙的由来，让幼儿了解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3、欣赏舞龙表演。

--放有关舞龙表演的录象，幼儿欣赏。教师引导幼儿仔细观
察表演者是如何舞龙的。

4、练习舞龙。

--幼儿自由组合分成4人一组，并协商分配好舞龙的角色。然
后自由尝试舞龙。

--让舞龙配合最好的一组幼儿说说自己的经验。让幼儿懂得
合作的团队意识。



大班社会活动我上大班了课题教案篇三

月饼，各种水果。

1、环境创设。和幼儿一起布置中秋的大型壁画，其中有月亮
的变化、宫灯，月亮的.传说故事。

2、讲有关中秋节的传说。强调中秋节是丰收节，团圆节。

3、“团团圆圆过中秋”。摆上月饼和水果，师生一起品尝。

4、请幼儿晚上与家人一起观赏中秋的月亮，并讲一个关于月
亮的故事或教给幼儿一首有关月亮、中秋的古诗。

5、谈话：“我家怎样过中秋”。把父母讲的故事或诗歌告诉
大家。还可开展想象性谈话：“神密的月亮”等。

6、表演游戏：“到嫦娥姑姑家做客”。幼儿自愿分组，商讨
怎样表演，分配角色（嫦娥、白兔、太空人、宇航员等）。
制作道具，进行表演。其余幼儿当观众。互相轮换。

1、此活动可结合自然领域的活动进行。如在节前节后安排观
察月亮、绘制“月亮变化册”等。

2、此活动为系列活动，分多次进行。小班可只进行前几个活
动。各班也可增加部分美工和数学活动，如用泥土或橡皮泥
制做月饼、水果等。

3、有条件的幼儿园，最好在月亮升起的时候用天文望远镜观
察月亮或是月光下举世闻名行“中秋月光联欢会”，教师配
乐为幼儿讲月亮的传说，讲太空人登月球，大家品尝月饼、
水果，赏月，举办化装舞会（小朋友扮演嫦娥、小白
兔……）。



大班社会活动我上大班了课题教案篇四

：大班幼儿好奇心和求知欲强烈，对世界充满好奇感，想了
解，想探索问题也越来越多，所以在第六周，我们设计
了“小 问号”这一单元活动，激发幼儿探索知识的兴趣和勇
气。通过一周的活动，幼儿的问题就更多了，所以我们准备
了这个知识竞赛，鼓励幼儿不断挑战自己，积极回答别人提
出的问题。

活动教案

活动名称：小问号大王(社会) 执教：鼓幼：朱丁艳

1.第一层次：能快速抢答知识性问题，愿意为别人出题;

第二层次：积极抢答知识性问题;

第三层次：能回答一些知识性问题。

2.喜欢参加知识类学习活动。

1.红、黄、蓝、绿队的标志)，笑脸花(得分标志)，幸运排行
榜;

2.电脑题库(动物类);

3.每队铃鼓一个;

4.每队已讨论好各自的夺冠口号，如黄队黄队，一定胜利。

一、各参赛队入场，渲染气氛

1.主持人(教师)宣布竞赛规则。以组为单位，回答问题;每个
问题可以集体讨论，由一人代表大家回答;问题分三种，分别



为必答题、抢答题、发难题，必答题由教师指定队员回答，
抢答题由各队敲击乐器最快者回答，发难题由各队向其它两
对各出3--5题;回答正确得一朵笑脸花，回答错误不得花。

2.各队讨论并呼己的口号，鼓舞士气。

二、“小问号大王”竞赛

1. 必答题部分。

2. 抢答题部分。

主持人出题，幼儿打击各自的乐器，最先摇打的幼儿进行回
答。(注意：主持人灵机操作，给每个队机会)

3.幼儿代表出任意题，幼儿抢答。

每队轮流请一位幼儿出题，其他队幼儿抢答。

三、统计成绩

根据每队笑脸花的数量，颁发奖品。

附：竞赛问题：

(陆地)

1、狗为什么爱伸舌头?

2、小蝌蚪是怎样变成青蛙的?

3、为什么蛇没有脚却能走?

4、恐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5、牛不吃草为何还嚼个不停?

(飞禽)

1、猫头鹰在夜里为什么能看见东西?

2、鸟的尾巴有什么作用?

3、啄木鸟为什么要啄木?

4、为什么孔雀要开屏?

5、为什么鹦鹉会说话?

(海洋)

1、为什么螃蟹横着爬?

2、鲨鱼会吃人吗?

3、珊瑚是植物还是动物?

4、为什么鲸鱼会喷水?

5、为什么河马总在水里?

(昆虫)

：这次的知识竞赛孩子们在紧张、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孩
子们积极抢答问题，有人回答不对的还积极举手抢答。发难
题部分，发难的幼儿准备也很充分，不仅知道问题还知道问
题的答案。在三个环节中，抢答部分最精彩!每个幼儿的高度
紧张，一出完题就有人摇铃鼓，气氛非常热烈。在活动中还
体现了集体合作、集体荣誉感，问题出来后每队队员都集体
讨论，寻求正确答案。不足是：活动时间有点长，应该紧凑



一点，体现竞赛活动紧张、激烈。抢答题部分，幼儿用摇铃
鼓示意有点不妥，建议改用小旗，减少干扰和分散幼儿注意
力。电脑课件的运用还可以更灵活。

大班社会活动我上大班了课题教案篇五

1.培养幼儿的观察力、思维力及语言表达能力。

2.说出邮票的基本特征。

3.认识邮票上的数字。

4.认读“邮票”。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1.搜索有关邮票的图书、图片、集邮册。

2.每人一个放大镜，一张邮票。

1.请幼儿讲述自己喜欢的一张邮票。

2.让幼儿用放大镜观察，看邮票上有什么？代表什么？

如：写有“中国邮政”“china”是中国“100分”表示金额费用。

4.认读“邮票”。

5.让幼儿互相欣赏邮票，能说出各种邮票的区别。

在观察邮票时，教师要根据幼儿的兴趣，引导其观察、思考，
发现问题并合力解决问题，而不是教师强加给幼儿。

让幼儿自己设计邮票。



旨在让孩子们了解邮票的基本特征和用途，然后尝试按自己
确定的类别，自制模拟纪念邮票。引起幼儿对邮票的兴趣，
感受邮票图案的漂亮。尽管现在人们已经不太通信，但是邮
票作为一种文化，可以给孩子太多的文化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