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社会活动教案及反思 社会活动
中班教案(大全9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
为完美的教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
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中班社会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一

1.理解故事，知道做事要有条理。

2.学习有条理地整理、保管物品，体验整理物品带来的乐趣。

1.设置娃娃家场景。

2.教室中设置场景（放乱的积木、手帕纸巾、小椅子等等）

3.娃娃一个。

1.小朋友，你们好，我是拉拉。（幼儿打招呼）

3.这是我的家，你们能够帮助我一起找找我的衣服朋友吗？
（启发幼儿在布置好的场景中寻找）找到以后对拉拉
说：“拉拉，我找到了你的##”。拉拉说：“谢谢你。”

4.谢谢小朋友们，你们帮我找到了我的衣服朋友，可是我不
会整理他们，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请幼儿来到上面，
一边说，一边尝试师范整理衣物鞋袜等）我们一起学一学。

1.我们的活动室里有没有不听话的朋友啊？（玩具、书、积
木、空着的小椅子、脱下来的衣服、小手帕和纸巾等）



2.我们的活动室里有这么多不听话的朋友，我们可以把他们
放在哪里呢？

3.幼儿与教师共同交流讨论。

（1）玩具放在柜子上，排好队

（2）书，一本一本排好队，插进书架。

（3）空着的小椅子可以放哪里？一个个排好队放在墙边。

（4）脱下来的外套衣服挂在换洗室的橱里。

（5）积木放在小框里，排队放在柜子上。

（6）有的小朋友没有口袋，小手帕和纸巾总是握在手里面，
该怎么办？准备一个小篮筐，手帕纸巾放进去，有需要的时
候再去拿。

1.接下来，我们一起动手整理一下。可以分小组整理，每组
选择一种物品。

2.你们都整理好了吗？现在我们的活动室看上去又干净又整
洁。

中班社会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二

学习和好朋友相处的方法，体验有朋友的快乐。

糖果炮

教学图片孩子照片

一、导入部分



师：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找朋友》的游戏。

二、游戏“找啊找啊找朋友”

a、电脑屏滚动播放幼儿照片，边播边说儿歌“找啊找啊找朋
友，找到一个好朋友”，说到“友”字时停在谁的照片上，
请全班小朋友说出他的名字，并问“这是谁的好朋友？”

b、利用猜谜语的形式猜朋友，并出示照片。

师小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朋友，有的有一个好朋友，
有的有好多个好朋友。

三、说说和朋友在一起的乐趣

1、为什么你会和xx成为好朋友？（夸夸自己好朋友）

2、你喜欢和好朋友在一起做什么事？

3、和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心情如何？

4、请你找到好朋友拉拉手，抱一抱，亲一亲……

师小结：和好朋友在一起很开心、很愉快！

四、通过故事，讨论和好朋友友好相处的方法。

1、师：“可是有一只小狐狸却高兴不起来，到底为什么
呢？”我们来听一个故事。

利用教学图片讲述故事《糖果炮》的前半部分，请幼儿带着
问题安静地倾听。

2、提问：小狐狸怎么了？它为什么伤心？



幼儿自由回答。

如果你是这只小狐狸你会怎样和动物们做朋友？

幼儿表达自己的观点。

3、师：小狐狸知道自己做的不好，它想和小动物们称为朋友，
那它会怎么做呢？

4、揭晓答案，讲述故事后半部分，并做小结：

原来要想和别人成为好朋友，就不能欺负朋友，嘲笑朋友，
陷害朋友，应该去关心朋友，帮助朋友，与朋友友好相处才
行。瞧！交到朋友的小狐狸多开心啊！

四、 小结

小朋友你们看，这是一棵朋友树，大树的树干就是我们中三
班，那小朋友就是这棵大树上的树叶,你看“朋友树”的叶子
多茂盛啊！这是因为他们这么多好朋友团结在一起，相亲相
爱不分离。但有时，风吹过来，树叶也会互相碰撞，可是他
们一点也不生气。我们也要像小树叶一样，碰撞了也不生气，
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这样才能是永久的朋友。

中班社会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三

1、为自己是济南人而感到高兴和自豪。

2、迎亚足赛，展示自我。

3、知道今年我们济南要承办亚洲最高级的足球赛事，我们要
做文明小市民。

4、初步培养幼儿有礼貌的行为。



5、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搜集相关材料、图片

2、向幼儿介绍济南迎亚足赛，创文明城的做法：自上月济南
市启动“迎亚足赛创文明城”主题行动以来，短短一个
月，2600个马路市场被清理，近万处野广告不见了踪影，407
条背街小巷变得干净清洁。市民们高兴地说，盖大楼、修马
路是政绩，整治背街小巷、改善居住环境也是政绩。这样
的“创建”，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值！

济南有关部门按照符合创建文明城市要求、当前群众普遍关
注、行动期限内经过努力能够办到、可以取得实实在在的效
果这4项条件，确定了舆论宣传行动、市民文明行动、道路畅
通行动、环境保护行动、市政治理行动、绿化保洁行动、城
市平安行动、“窗口”明亮行动、志愿服务行动、文明提升
行动等10项行动计划、70件实事，把完成时限、达到标准、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全部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4、讲评：我们都是济南人，为使人们对我们济南有好的看法，
我们小朋友从小就做一个文明的小市民。

本此活动，我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发展特点来设
计的。活动中的亮点就是：我遵循了《纲要》中“既适合幼
儿的现有水平，又有一定的挑战性。既符合幼儿的现实需要，
又有利于其长远发展。既贴近幼儿的生活来选择幼儿感兴趣
的事物和问题，又有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和视野。”的原则
和精神，满足了孩子们多方面发展的需要，使他们在快乐的
童年生活中获得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经验。当然，文明礼仪不
是一朝一夕可以养成的，社会公德也不是一节课可以学会的，
这需要我们老师，家长，整个社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
我就像是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朵礼仪之花，我相信在不久的
将来，经过我们的精心培育，这朵美丽的小花一定会开得更
加美丽，更加绚烂。



中班社会活动教案及反思篇四

1.积极参与大灰狼是否该救的讨论，能大胆地与同伴进行辩
论。

2.思考大灰狼该不该救的理由，能用语言清楚地表达自己的
想法。

3.初步理解狼的行为习性和有关生态平衡的出浅知识。

教学挂图《大灰狼该不该救》；教学cd《大灰狼该不该救》；
阅读材料2《大灰狼该不该救》。

1.情境导入。

（2）教师播放教学cd，幼儿带着问题倾听故事。

2.理解故事。

（2）教师再次播放教学cd，让幼儿在对故事比较了解的基础
上，认真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判断。

3.展开讨论。

（1）幼儿自由结伴组成若干小组，围绕问题畅谈想法：要不
要救老狼？为什么？

（2）幼儿分成"要救大灰狼"和"不救大灰狼"两组，每组幼儿
在组内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参与两组的讨论，了解幼儿的
想法。

（3）持不同意见的两组，各自说出本组的意见。

（4）教师作为参与讨论的一员，谈自己的想法：狼是肉食动



物，但我们不能因为狼吃小动物而随便捕杀狼，这样会造成
自然界生物链的断链和生态的不平衡。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
友，我们应该和它们和平相处。

1.活动中的讨论环节，教师可将自己作为讨论小组中的一员，
与幼儿一起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

2.在语言区提供阅读材料2《大灰狼该不该救》，请幼儿自主
阅读并完成提示内容。

3.活动后，教师可以提供有关动物方面的百科全书请幼儿阅
读，使他们能从多方面了解动植物与人类之间的依存关系，
了解随意捕杀野生动物对生态环境会造成破坏，对人类的生
存环境也会造成伤害，使幼儿对如何保护狼等肉食动物有新
的认识。

中班社会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五

1.了解生活中几种常见的卡，知道它们的用途以及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的便利。

2. 愿意大胆交流自己对卡的.认识，幼儿尝试自己设计卡。

ppt、卡片、水彩笔。

意图：了解识别磁卡的方法识别交流

1.请幼儿找找认识的卡讲述卡的名称，在哪里使用过？

2.怎样识别这些卡？你是从哪里看出这是××卡？

3.小结：卡的种类很多，我们可以从卡上的标记、文字、图
案来了解这是一张什么卡。



意图：了解几种常见的卡，感受卡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了解用
途。

1.逐一引导幼儿观看实物磁卡这些卡的用处一样吗？它们都
有什么用？

2.银行卡--取款方便、便捷服务你看见爸爸妈妈在什么情况
下会使用银行卡？

银行卡除了在银行里用，还可以在什么地方使用？

4.手机充值卡--只能使用一次什么时候需要手机充值卡？充
值结束后，卡还有用吗？

5.会员卡--可以积分和优惠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出示会员卡？

6.磁卡使用时应注意什么？

不能弯曲、卷折，远离手机和火源，可使用保护套。

7.小结：各种卡的用途都是不同的，但都能给我们的生活带
来方便。

意图：引导幼儿设计自己的卡并进行交流表达表现。

1.幼儿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设计卡。

2.作品交流：这是我设计的×卡，有了这张卡我……

3.小结：今天我们了解了许多卡的不同作用，在我们的生活
中衣食住行都可以使用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真是有
卡走遍天下。



中班社会活动教案及反思篇六

小动物的形象在幼儿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幼儿园
的教育中，也常常引用动物形象进行游戏活动。特别是常见
的小狗、小猫、小兔更是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和欢迎。在现实
生活中，我们身边养宠物狗的人越来越多，孩子们也经常能
与这些宠物狗狗接触，但一些不良行为和现象同时在影响着
孩子们：住宅小区、楼道、马路边到处是狗狗的粪便，破坏
环境卫生、冷不丁被串出的大型犬吓一跳等。因此根据教育
主题，我选择了此教育内容，将身边常见的现象引入活动，
引发孩子们的思考，学会爱护环境，与动物和谐相处。

1、初步了解饲养小狗的文明规则，知道在人群中应牵好管好
小狗，并帮助清理粪便；

2、乐于参与活动，愿意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

玩具狗一个、小狗一只、小袋子、绳子各一、创设街道背景。

1、情景表演：在马路边，导入活动

由一名成年人牵小狗入场散步，与老师偶遇，并进行交谈。

2、组织幼儿讨论：带小狗在马路边散步时，应遵守的文明规
则

刚才我们看到阿姨牵小狗在马路边散步，小狗脖子上戴了什
么？为什么要戴项圈呢？

散步时，阿姨手上还拿着什么，它是用来做什么的？为什么
一定要收拾狗狗的粪便呢？

马路边人很多，还有小朋友过来了，这时牵狗的阿姨是怎么
做的？她为什么这样做？



3、幼儿经验讲述：我身边的小狗主人

4、幼儿表演游戏：我做小狗主人

请1—2名幼儿扮演狗主人，牵小狗散步，进行情景表演。

教师提问：这个小主人哪些地方做得好？为什么？

教师小结，并结束活动。

中班社会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七

1．初步知道食物变质的原因，了解一些食物保存的方法及食
物保存的发展过程。

2．丰富幼儿想像，锻炼其批判性思维能力。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1．经验准备

(1)在班上用塑料袋装上面包、蔬菜、肉，过几天后观察其变
化，了解食物变质的原因。

(2)了解家中的食物是如何保存的。

(3)观察小区居民是如何晒菜干、做腊肉的。

(4)请家长带幼儿到超市购一种食品。

2．物质准备



(1)幼儿自带一种食品。

(2)情景：自选商店。

(3)标志图。

(4)食物保存发展图片。

1．请幼儿向同伴介绍自己带来的食品。

2．如果食物保存不好会有什么结果？(变质)分析食物变质的
原因。

3．让幼儿看一看、摸一摸、尝一尝、闻一闻，学习正确购买
食物的方法。

4．向同伴说说自己买的食物是用什么办法进行保存的。

5．创设自选商店的情景，请幼儿根据标志，将食品按各种保
存方法(低温、高温杀菌，抽真空，脱水等)进行分类。

6．鼓励幼儿大胆想像，发明更好的方法保存食物。

7．向幼儿介绍食物保存的发展过程：熏烤一腌制一低温保存、
高温保存一脱水一抽真空。

各领域渗透

健康：变质的食物能吃吗？

生活中渗透

初步了解食物保存的方法，食物变质的原因，以及如何购买
食物。



环境中渗透

让幼儿注意观察不同方法保存的各种食物。

家庭中渗透

1．家中的食物是如何保存的。

2．带幼儿购物，教幼儿如何购物。

活动评价。

中班社会活动教案及反思篇八

在中国各个不同的地区、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不同的待客之
道，这些传统的风俗通过一代代的传承和发扬形成了具有独
特魅力的待客文化，本次活动以镇江东乡特有的待客之
道——“蛋茶”为载体，让幼儿通过“尝蛋茶”“做蛋
茶”“请客人用蛋茶”这些环节和过程，帮助幼儿深入了解
家乡的民俗特点，感受东乡传统待客文化的独特魅力，激发
幼儿对传统文化和家乡的热爱。

1.幼儿能够初步了解东乡蛋茶的历史来源、制作方法和饮食
方法。

2.幼儿能够通过东乡蛋茶，学习待客之道，能有礼貌的招待
客人。

1.重点：幼儿能够通过东乡蛋茶，学习待客之道，能有礼貌
的招待客人。

2.难点：幼儿能够初步了解东乡蛋茶的饮食方法。

东乡蛋茶是东乡人民特有的待客之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民



俗文化和传统礼仪，但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作为东乡本
地人对东乡蛋茶这种传统民俗文化知道的人越来越少，《指
南》中也指出：“要让幼儿能够说出自己家的地名，并且能
够讲出家乡的一些故事，名胜古迹、特产等等。”因此，我
选择了有特色的东乡蛋茶，从蛋茶入手让幼儿了解家乡的特
有的待客之道，让文明礼仪这种良好的德行继续传承下去。

镇江的东乡有这样的习俗，用蛋作茶来招待客人。本次活动
通过孩子们的亲身体验和感受，再加上教师的讲诉让孩子们
了解了东乡以蛋作茶的由来，吃蛋茶的讲究以及做蛋茶的方
法等内容，让孩子们通过东乡蛋茶，学习待客之道，并能将
这种具有东乡特色的待客之道传承下去。

一、玩游戏“找朋友”，介绍家乡，引出“东乡”的概念

1.播放音乐《找朋友》，教师和幼儿伴随音乐做动作，并找
到自己的好朋友。

（1）师：现在咱们一起跟着老师找朋友吧！

（2）师：你找到你的好朋友了么？你的好朋友是谁？

2、师幼互相介绍家乡，引出东乡的概念

（1）幼儿介绍家乡

师：咱们刚才都找了好朋友，你能向好朋友介绍你的家乡在
哪里么？

（2）教师介绍家乡，帮助幼儿总结出东乡的概念。

师：老师也找到了好朋友——大一班的孩子们，老师现在也
介绍一下家乡，老师的家乡在镇江的东边，人们称它为东乡，
东乡包括了大港、大路、姚桥、丁岗这四个镇。



三、认识蛋茶，了解东乡蛋茶的饮食讲究及由来

1.出示蛋茶，让幼儿通过闻、猜、看的方式来认识蛋茶。

（2）小结：小朋友们，这种茶叫做东乡蛋茶，在我们东乡只
要家里来了客人，主人都会热情的用鸡蛋煮一碗蛋茶来招待
客人。

2.“以蛋为茶”招待幼儿，了解东乡蛋茶的饮食讲究

（1）师：你们想不想尝一尝这东乡蛋茶，你准备尝几个蛋？

（2）教师播放吃蛋茶的视频，帮助幼儿了解蛋茶的吃法

师：吃东乡蛋茶可是有讲究的，咱们一起去看看这东乡蛋茶
的吃法？

师：这进门我们要怎么样？一开始要吃几个？然后再吃几个？

（3）师幼情景表演，品尝美味蛋茶

师：现在请一个小朋友作为尊贵的客人，邀请他到我家来做
客，尝一尝这美味的东乡蛋茶。

3.讲诉乾隆下江南的故事，帮助幼儿了解东乡蛋茶的由来

（1）为什么我们东乡会以蛋为茶，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呢！

六、观看视频，了解蛋茶制作方法，并尝试制作蛋茶

1.观看制作东乡蛋茶的视屏，了解东乡蛋茶的制作方法

（1）师：你们想不想制作美味的东乡蛋茶？咱们一起去看看
东乡蛋茶是怎么制作的？



2.引导幼儿制作不同味道和品种的蛋茶

（1）师：随着时代的变化，东乡蛋茶的味道和品种也越来越
多，有白煮蛋的东乡蛋茶，还有茶鸡蛋的东乡蛋茶，于老师
昨天在家还研究出了几种新品种！

a.添加枸杞做出的蛋茶

b.添加了红枣做出的蛋茶

c.添加了元宵做出的蛋茶

（2）你们想添加什么不同的食材，做出与众不同的东乡蛋茶
呢？

3.幼儿跟随教师一起制作东乡蛋茶

七、赠送蛋茶给好朋友

1.教师带领幼儿将制作好的蛋茶送给来做客的好朋友们

在特别的日子里，比如结婚的时候、生孩子的时候、过节日
的时候，我们东乡人也喜欢烧制东乡蛋茶给客人喝，尤其在
人多的时候，我们会用白煮蛋来代替蛋茶，不过也表达了对
客人的美好祝福，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请小朋友们将
东乡蛋茶送给我们的好朋友吧，不过送蛋茶的时候要注意了，
要双手碰好蛋，还要有礼貌的对客人说请慢用。

中班社会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九

1、了解“过年”的来历,知道“过年”是我国的传统节日。

2、学说简单的祝福话和拜年动作。



3、感受“过年”的喜庆气氛，激发过年的愿望。

了解“过年”的来历，知道“过年”是我国的传统节日。

“年的传说”的故事课件；“人们过年”的课件。

1、谈话，引出过年。

2、播放“人们过年”课件，了解人们是怎样过年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过年了，人们是怎么庆祝的呢？”

3、小结：过年真热闹。

“过年真热闹啊，敲锣打鼓放鞭炮，贴春联，吃年糕，还能
穿上新衣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真开心呀。这可是
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哦。”

4、看“年的传说”课件，了解过年的来历。

（1）“可是，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可没有过年这个习惯。每
年的这个时候是人们最痛苦、最害怕的日子。你们知道为什
么吗？”请幼儿猜一猜，说一说。

（2）“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一段有趣的动画。”幼
儿看课件前半部分，了解人们害怕的原因。

（3）看“原来人们是怕‘年’这个怪兽。小朋友们，你们快
帮这些人想想办法，怎么对付‘年’这个怪兽吧。”幼儿讨
论，发表意见与想法。

（4）继续看课件，了解人们战胜“年”的故事。

“大家想的办法都不错，但最后到底是谁的好办法战胜
了‘年’呢?我们一起来继续看下去，看看是谁帮助了这些人



们?”

（5）“白胡子老爷爷是用什么办法对付‘年’这个怪兽的
呢?为什么他用这些办法？”

（6）“怪兽‘年’最害怕红色、灯光、响声，所以白胡子老
爷爷用穿红衣服、贴红对联、放爆竹、点灯的方法来对付它。
从此以后，每年过年的时候，人们都穿红衣服，贴红对联、
红福字，放爆竹，挂灯笼，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守岁。过年的
风俗就由此而来。”

5、引导幼儿讨论过年时，人们要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1）提出问题，引导幼儿讨论。

“除了这些风俗习惯，过年时，亲戚朋友之间还要互相做什
么事情？”

“拜年时要做什么动作？”

“拜年时要说些什么呢？”

（2）教师小结：

过年时，人们之间要互相拜年。拜年时要说一些吉祥的祝福
的话，比如：见到爷爷奶奶要说“祝您身体健康”；见到叔
叔阿姨可以说“恭喜发财”“祝您万事如意”；见到小朋友
可以说“祝你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聪明”等等。

6、和幼儿一起玩游戏“恭喜恭喜”。

我们边唱歌边找朋友，当歌曲唱完后要向好朋友说一句吉祥
祝福的话。

7、自然结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