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特色的各类活动方案设计 幼儿园
特色活动方案(实用6篇)

为有力保证事情或工作开展的水平质量，预先制定方案是必
不可少的，方案是有很强可操作性的书面计划。通过制定方
案，我们可以有计划地推进工作，逐步实现目标，提高工作
效率和质量。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欢迎阅
读与收藏。

幼儿园特色的各类活动方案设计篇一

1、欣赏端午节传说中有关屈原的故事，知道屈原是我国古代
的爱国诗人。

2、能认真倾听老师和同伴的讲述，乐于在集体中交流自己对
故事的理解和感受。

有关《屈原的故事》的图片。

1、观看图片，倾听《屈原的故事》，了解端午节的来历。

2、理解故事内容，激发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敬佩之情。

3、拓展交流：端午节还有哪些习俗?

幼儿园特色的各类活动方案设计篇二

体育竞技领域

6―8岁

快乐的搬运工



1、能领会此次活动是为了锻炼孩子的手部平衡能力、全身的
协调能力。

2、能够在活动中很好的引导孩子又快又稳又多的运送兵乓球。
儿童目标：

1、锻炼孩子手、眼、脚的协调与配合能力。

2、培养孩子在活动中抗受挫折的能力，中途掉球后能不气馁，
重新出发。

3、增强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合作能力，培养亲子感情。活动材
料：兵乓球若干、球拍4对活动准备：

1、志愿者提前做好场地检查，保持活动场地整洁有序。

2、检查活动道具是否到位，有无破损。

3、志愿者检视仪容仪表，调整好情绪状态迎接孩子和家长的
到来。活动步骤：

１、志愿者先示范整个游戏的流程。

２、活动场地设起点和终点，中间距离50米。

３、起点点放兵乓球若干，终点放篮子一个，由一名孩子和
一名家长从起点开始，用球拍向终点运球。

４、在规定时间内，往返运球，运送兵乓球最多的组为胜。
５、中间乒乓球落地必须返回起点重新运球。指导家长建议：

1、在活动中有落球现象时，及时给与孩子鼓励，让其尽快重
新投入游戏中。

2、让孩子们明白重在参与的运动精神。



1、在家可和父母一起用书本、硬纸壳之类的运送球状物，把
它当做生活中的一种趣味运动，有助于协调亲子关系，更能
锻炼孩子的身体协调能力。

2、在农村可以采取搬运红薯、玉米、桔子、橙子之类的农作
物作为游戏道具，进行游戏。

1、活动中落下的乒乓球志愿者要及时清理，以免参与者踩到
摔倒。

2、往返运球时只能走自己的赛道，不能走到别人的赛道，尽
量避免跑。安全隐患及排除：

1、在宽阔地方进行游戏，排除地面障碍以免摔倒。

2、赛道内禁止跑。

知识竞赛领域

9―12岁

疯狂猜猜猜

1、培养亲子之间的默契度，能理解孩子的肢体语言。

2、重温童年时代体会游戏带来的快乐。

1、培养幼儿肢体表达能了和口头表达能力。

2、锻炼幼儿的反应能力。

提示卡

1、志愿者提前做好场地检查，保持活动场地整洁有序。



2、检查活动道具是否到位，有无破损。

3、志愿者检视仪容仪表，调整好情绪状态迎接孩子和家长的
到来。

１、志愿者先示范整个游戏流程。

２、孩子为描述方，家长为答题方，工作人员举提示卡。

３、孩子可以用语言和动作来描述提示卡上的内容，家长则
要一字不差的猜出提示卡上的内容方可进入下一题。

４、在规定的时间内猜出答案最多的那组为胜。

活动中孩子碰到难表达的时候，家长不要着急，给与适当的
鼓励，或者提醒孩子可以pa掉难度大的这一题，直接进入下
一题。

准备好题卡，随时可以在家和爸爸妈妈进行游戏。

孩子在描述时不可出现与提示卡上相同的字，如有出现，此
题成绩无效，直接进入下一题。

1、在宽阔地方进行游戏，排除地面障碍以免摔倒。

2、两点距离适当，不宜太远。

幼儿园特色的各类活动方案设计篇三

1、引导幼儿正确处理同伴间的关系，学会使用“对不
起”“没关系等文明礼貌用语，体会活动主题“对不起真神
奇”故事意义。

2、提高幼儿的交往能力，使幼儿进一步感受到生活中文明、



礼貌的言行很重要。

3、进一步培养并使幼儿形成讲文明、懂礼貌的良好品质。

1、音乐律动《你好》。

2、《对不起真神奇》故事情景表演（本班幼儿）。

3、小老鼠、小羊头、小蜗牛饰各一个、小老鼠、小羊头、小
蜗牛投票版各一个。

4、有关文明礼仪图片20张、“快乐大巴”教具一个、笑脸贴图
（大20个、小40个）

（一）律动表演：

1．教师：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相互问好，好
不好呀？教师与幼儿一起表演音乐律动《你好》。

2．教师：小朋友们表现的真棒，今天呀，我们班又来了几位
新朋友他们呀给我们带来一个特殊的礼物，瞧他们来了。

（二）欣赏故事，说说故事中动物的优点

1、教师完整讲述。

2、教师出示小题板，小朋友你喜欢故事中的哪一个小动物呀？
我们来给他们投投票吧。（请小朋友为自己喜欢的小动物投
票动手贴上一个笑脸娃娃）

3、请幼儿与教师一起统计每一个小动物的得票数量，说一说
为什么要给xx投票？师：小朋友，你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吗？
师：你是怎样做的呢？与幼儿讨论深入主题。老师带领幼儿
一起边看边说边讨论，幼儿积极发言。



（三）主题扩展

1．小朋友们，你们还知道那些礼貌用语、文明的言行呢？请
小朋友积极讨论表述，进一步学习学习文明礼貌用语“请、
对不起、你好、谢谢、再见”等请幼儿分别说一说自己知道
的礼貌用语以及文明礼貌的行为。

2．教师为幼儿出示准备好的图片请每位幼儿看看图片上画了
些什么？请幼儿进行讨论并讲述自己的观点，最后动手操作，
图片上画的'是文明礼貌的言行我们就给图片贴上一个红色的
笑脸娃娃。

（四）游戏活动“快乐大巴”）

滴滴叭叭？快乐大巴来了，小朋友们想不想坐着快乐大巴去
郊游呀？坐我的快乐大巴可有一个条件，你们看车上写
着“文明、礼貌从我做起”你们呀要每人说一个礼貌用语或
者文明行为才能上车。（小朋友们排队说出文明的言行有序
上车）快乐大巴上路了，再见！

（五）延伸活动

活动一、幼儿识字活动（礼貌用语）

活动二、绘画活动《文明礼貌从我做起》

幼儿园特色的各类活动方案设计篇四

1、增强社交能力，与自我意识。

2、增强语言能力，促进中指、食指的灵活性。

电子琴一台，唱名乐谱一份。



1、让幼儿取地毯，坐在脚丫位置。

2、教师问好，并介绍自己。

3、听音乐轮流唱每个宝宝名字，并分别上来跟教师握手，并
大胆的做自我介绍。姓名、年龄。

4、其他小朋友鼓掌欢迎。

幼儿园特色的各类活动方案设计篇五

活动准备：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2、练声：《精彩夏天》、《山谷回音真好听》。

1、熟悉乐曲并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2）教师：你还记得好朋友是怎么和你一起玩的，怎样帮助
过你吗？

教师：有一首歌曲唱的是朋友之间的友谊，分别的时候，好
朋友总是唱起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2、教师范唱，幼儿完整欣赏歌曲。

（1）教师范唱。

（2）教师富有感情的朗诵歌词。

教师：你听到歌词里说了些什么呢？说的'最多的是一句什么
话？“旧日朋友”、“怀念”是什么意思。



教师结合和孩子回答小结：说的最多的一句是“友谊万岁”，
“旧日朋友”就是“老朋友“的意思；“怀念”是“想念”
的意思。

（3）引导幼儿第二次倾听范唱。教师自然带动幼儿与领座同
伴目光对视，随着节拍轻摇身体。

教师：和好朋友一起面对面再来听一听这首歌吧！

3、幼儿学唱歌曲。

（1）教师有感情地边弹唱边唱，引导幼儿用轻声哼唱的方法
完整感受旋律。

教师：这首歌曲听起来有什么感觉？我们应该怎样唱？

教师小结：这首歌曲是抒情曲调，歌词所表达了离别情绪，
十分感人。

（2）教师范唱第一、二乐句，注意提醒幼儿弱拍起唱的强弱
处理及延长音的情感处理。

教师弹琴，幼儿反复跟唱歌曲。

（3）教师演唱两段歌词，幼儿完整唱出歌曲。

（4）提醒幼儿唱准弱起小节。

1、复习《小牧民》，结束本活动。

2、教师：我们马上就要告别了，你想和朋友怎样告别呢？下
课后和好朋友可以握手、拥抱、拉钩、击拳等。



幼儿园特色的各类活动方案设计篇六

中华经典诵读活动是幼儿园生活化、游戏化教育教学活动的
一部分，必须在紧紧把握幼儿教育的核心价值、遵循幼儿教
育的基本原则、幼儿学习与发展的基本特点的基点上开展幼
儿园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因此，我园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开
展以全园幼儿的“接受性”为目标，“游戏化”为主
线，“故事化”为主要策略，幼儿喜爱的、易于接受的丰富
有趣的诵读为基本形式，“浸润式”为基本原则，紧密结合
幼儿语言教学，采用听、看、读、诵等一系列直观生动的教
学方法，让幼儿“伴随动作学习”、“伴随音乐学
习”、“伴随活动学习”、“在环境互动中学习”、“在玩
玩耍耍中学习”……努力实现：在玩耍中学国学，快乐中诵
经典，让幼儿在教育的黄金阶段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感受
祖国语言的博大精深，激发学习、读书的兴趣，并终身受益。

传承传统文化，提高道德素养，培育民族精神

为使“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友”中华经典诵读系列活动能
够得到落实和取得成效，成立观音寺中华经典诵读系列活动
领导小组，具体名单如下：

组 长：朱小红（园长） 副组长：杜石萍（副园长） 成 员：
所有科任老师

（一）幼儿发展目标

1、将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纳入幼儿园的课程体系建设之中，作为
“丰富幼儿玩耍形式”中的一种启蒙国学诵读游戏，让中华
文学在诵读中浸润幼儿的心灵，在亲近国学、感受经典的过
程中，培养幼儿从小崇尚高尚、崇尚文化、热爱学习、喜爱
儒雅的情感，为幼儿成为德行高尚、知行统一的社会人奠定
坚实的基础。



2、让幼儿在趣味化、多形式的中华经典诵读活动中，得到优
美语言的熏陶，接受丰富的语言刺激，感受精彩语言的表达，
从而激发语言表达的兴趣，提高语言感悟力、表达力，为日
后语文素养的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教师发展目标

1、营造“人人诵经典的学习氛围”，拓展幼儿园团队学习内
容。增强教师的文化修养，丰富文学底蕴，多一点儒雅的谈
吐，多一些精彩的观点，多一份职业的幸福，为从事的教育
事业奠定更深的情感与文学功底。

2、以儿童的理论教国学诵经典，实现“教学相长”。

（三）幼儿园发展目标

教师们通过不断研究、实践探索，丰富幼儿园课程体系，建
构有幼儿教育特色与本园特点的快乐中华经典诵读教育体系，
包括教材、教法、音响、视频等。以此为基础，提升幼儿园
的社会影响力。

1、熟练性诵读基本内容：富有童趣的唐诗、童谣、弟子规。

2、概略性诵读选择内容：《弟子规》。

（1）小班在原有教材基础上精选一些简短、易记富有童趣的
童谣儿歌，扩大记忆范围。

（2）中班在小班基础上，根据这一阶段幼儿语言记忆表述能
力，增加古诗文的篇幅及古训《弟子规》学以致用，感受成
功自豪，为进一步学习提高兴趣。

（3）大班这个年龄阶段幼儿有了一定的对事物认知能力。选择
《唐诗》经典教育。



1、在幼儿一日生活的某些环节渗透国学经典诵读。如：晨间
入园时、餐前饭后的经典赏析与诵读；以经典诵读为早操背
景音乐等。

2、幼儿生活中的偶发事件，可以用国学中的事例对幼儿进行
教育。如在教育幼儿学习互相谦让的美德时，可用《三字经》
中的“融四岁，能让梨”的事例。

3、在经典故事中领悟国学。选取适宜幼儿理解和感悟的国学
片断，通过故事，辅以动画，让幼儿理解，并将道理融于生
活，指导自己的德行。

4、在反复吟咏中记诵国学。直接通过教师范读、领读，幼儿
齐读、自读等多种方式吟咏经典。

5、在日常生活中渗透国学。采取多种方式，将中华经典渗透
到幼儿的日常生活，让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在无意识的接触
中，感受和诵读国学，积累起对国学经典的部分词句的基本
理解和认识。

6、在“家园共读”中强化国学。通过“家长学校”开设国学
讲座，增加家长国学知识，提高家长“经典育儿”意识，提
高家长国学素养，营造家庭学国学氛围，在“家园共读”中
引导幼儿学国学。

1、把《弟子规》、《唐诗》教师精心写到班级墙壁上，休息
室的墙壁和餐厅的墙壁上，和原有的儿童装饰图案相映成趣，
让幼儿走到哪学到哪，由大带小形成“人人是老师，处处是
教室”。

2、早晨幼儿入园早晚不一，先来的幼儿可在老师的带领下诵
读，读的方法很多，可跟读、带读、分组读、个别读、接龙
念……诵读过程中不要求完全理解，只需了解内容大概即可。



3、利用幼儿喜欢听故事的特点，让每个幼儿在听故事之前，
复诵有关的诗文，老师加以表扬肯定，吸引后进幼儿参加。

4、每日餐前餐后组织幼儿背诵，增强对经典美文的记忆。

5、我园每学年大型表演活动，如“六一”、“元旦”、“国
庆”等活动中举行“诵读成果汇报”，让幼儿体验成功和快
乐。

6、通过“天天诵读”培养幼儿持之以恒，百折不挠的意志和
毅力。

7、做好家长工作，理解幼儿“整体记忆”的特别能力，不作
解释不去考问，配合老师，多加“温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