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建构区活动案例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
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幼儿建构区活动案例教案篇一

日病假工资=病假工资的计算基数当月计薪日相应的病假工资
的计算系数

第四、病假天数的确定

疾病或非因工负伤休假日数应按实际休假日数计算，连续休
假期内含有休息日、节假日的应予剔除。而以上公式中提到
的计薪日概念，是指国家规定的制度工作日加法定休假日，
例如小冯单位的制度工作日是每周工作5天休息2天，6月份单
位制度工作日是20天，如果是5月份就得加上五一3天法定休
假日，而不是统一的国家规定的20.92天月平均工作天数。

1、根据《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本市企业职工疾病休
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最低标准的通知》，沪劳保保发14号，
企业支付职工的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不得低于当年本市企
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80%(现行标准为每月508元)。

2、企业职工疾病休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最低标准不包括应由
职工个人缴交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3、病假待遇低于本企业月平均工资40%的，应补足到本企业
月平均工资的40%，企业月平均工资的40%低于当年本市企业
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80%，应补足到当年本市企业职工最低工
资标准的80%。



关于病假待遇，有两点需要注意，也即病假工资的保底标准
和封顶标准。

1.病假工资的保底标准

根据上海市劳动局《关于加强企业职工疾病休假管理保障职
工疾病休假期间生活的通知》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本市企业职工疾病休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最低标准的
通知》的相关规定，每月职工疾病或非因工负伤休假待遇低
于本企业月平均工资40%的，应补足到本企业月平均工资
的40%，但不得高于本人原工资水平、不得高于本市上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企业月平均工资的40%低于当年本市企业职工
最低工资标准的80%，应补足到当年本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
准的80%。企业职工疾病休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最低标准不包
括应由职工缴交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2.病假工资的封顶标准

根据上海市劳动局关于加强企业职工疾病休假管理保障职工
疾病休假期间生活的通知(沪劳保发[1995]83号)第五条之规
定，职工疾病或非因工负伤待遇高于本市上年度月平均工资
的，可按本市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计发。因此，打个比方，如
果某员工的收入比较高，每月10000元，而按照法定标准计算
出来的病假工资是6000元/月，高于上海市上年度月平均工资，
则可以按照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计发，即每月发放2892元，而
非6000元。

幼儿建构区活动案例教案篇二

某工程天棚平面如图8-4，设计为u38不上人型轻钢龙骨石膏
板吊顶，龙骨网格350×350，计算天棚装饰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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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定额12-42#，基价为26.28元/m2

工程量：跌级式，s=0.6×（4.5+7.5）×2=14.4m2

平面，s=（4.5+0.6×2）×（7.5+0.6×2）-14.4

天棚骨架费用：35.19×26.28+14.4×34.84=1426.49元

工程量：平面，s=35.19m2

跌级式，s=0.6×（4.5+7.5）×2+0.3×（4.5+7.5）×2

=14.4+7.2=21.6m2

天棚饰面费用：35.19×15.07+21.6×16.74=891.9元

天棚装饰费用合计为：1426.49+891.9=2318.39元

幼儿建构区活动案例教案篇三

案例

中午进餐的时间到了，今天的午餐是贝壳面。孩子们洗完手
在自己的座位上开始吃饭，教室里一片寂静，只听到碗勺相
碰的声音。看到孩子们都吃得津津有味，我心里很满意。这
时，我发现洋洋小朋友在饭刚分好时他吃了一口，就和同桌
的小朋友说起了悄悄话。发现老师在注意他，就又吃了一口
饭，含在嘴里，坐着发呆，约两分钟后，再慢吞吞地喝一口
汤，吃一口饭。后来我看他几乎都没吃下去就去喂他吃，可
当我把青菜喂进他嘴巴的时候他好象要呕吐一样。这顿饭他
足足吃了半个多小时才把面吃完，菜全剩在碗里，理由
是“我不喜欢吃”。

今天的午餐是炒米饭和蛋花汤，小朋友们依然是吃得津津有



味，才一会儿，就听到一个小朋友喊：“老师，我饭还要一
碗。”是洋洋的声音。只见洋洋的碗已吃得干干净净的拿到
我前面要我盛饭了，我给他再盛了半碗。再一会儿洋洋已经
把饭菜及水果都吃完把碗勺送回来了，他是全班吃地第三快
的小朋友。

分析：

现在生活条件一般都比较优越，家长们对孩子吃的方面更是
慷慨解囊，但幼儿的偏食现象却是非常普遍的，有的家长更
是束手无策，拿孩子一点办法都没有。幼儿期是孩子生长发
育的关键期，摄取丰富的营养是保证身体健康发育的前提。
家长对自己孩子的营养与膳食越来越重视，都非常关心自己
的孩子在幼儿园的进餐情况，一到放学的时候，家长问老师
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的孩子吃饭好不好？有没有
剩饭？”不少家长在教师家访的时候也都会谈及孩子的吃饭
问题，普遍反映孩子的吃饭问题是个头疼问题，有的家长采
取各种物质奖励哄骗孩子吃饭，有的采取威吓打骂的方式；
有的家长更有耐心，干脆追跑喂饭等等，使尽了无数招数，
仍不尽人意，他们为此大伤脑筋。由此看来，不少幼儿都缺
乏良好的进餐习惯，而不良的进餐习惯不利于营养的吸收，
对身体的健康发展产生影响。

挑食、偏食的习惯表现在孩子身上，但是责任却在父母。任
何一种习惯都不是一时养成的，它与家庭的饮食结构、家长
处理孩子进食的态度以及家长自身的挑食、偏食行为有着密
切的关系。这样的吃饭场景，我们在许多家庭的餐桌上都可
看见。的确，孩子吃饭挑食、偏食在今天非常普遍。比如，
有的孩子只吃肉不吃菜，有的孩子不吃某些菜，有的孩子只
吃才不吃饭，有的.孩子不吃水果等。

对策

1、带孩子一起到市场购买食物，请孩子帮你挑选今天要吃的



菜。

2、让孩子和你一道捡菜、洗菜，参与到做饭的过程中，诱发
孩子对饭菜的兴趣。

3、将食物切成各种形状，并给饭菜取一个好玩的名字。

4、增加食物的种类、扩大食物圈。尽量变换饭菜花样。对孩
子不熟悉的食物可采取先小量混合在熟悉的食物中一起做，
让孩子慢慢习惯它的味道。

5、鼓励孩子尝试新食品，但不要强迫。

6、孩子不喜欢吃某种食物，改变一下制作方法，或许孩子就
接受了。

7、控制孩子的零食，尤其不要在饭前半小时给孩子零食吃。

8、鼓励孩子自己独立吃饭，激发孩子吃饭的兴趣。

9、不要强行要求孩子一定要吃多少饭菜。

10、父母给孩子作出不挑食、偏食的榜样。

11、不要将食物作为奖励或惩罚的手段。

在纠正孩子挑食、偏食习惯时，家长要把握好度。既要给孩
子挑选食物的一定自主权，又不能完全由着孩子自己来。在
孩子吃饭时，父母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担心孩子如果不吃或
者吃得太少会影响健康，为此而放弃原则。在这一点上，父
母一定要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孩子在进餐时间不吃饭，ok！给
孩子自主权。你可以不吃，但要告诉他不吃饭的后果，如果
不吃饭也得不到其他食物。家长一定要说到做到，将家中可
吃的东西藏起来。经过1、2次，孩子就会学乖，知道必须好



好吃饭，否则会饿肚子。

幼儿建构区活动案例教案篇四

设计意图：

分类教学是小班第二学期的教学重点，又是较复杂、较抽象
的一项数概念。对小班幼儿来讲，更是如此。而小班幼儿形
象思维直觉行动性思维较突出，运用自己动手操作、探索来
理解这一概念，相对较容易。

纲要明确指出：儿童只有在自由活动的过程中，才能充分体
验自身的存在与价值，更好地获得发展。

皮亚杰也认为，虽然幼儿期的思维是以具体形象为主的，但
是他们在理解抽象的数学知识时却需要采用直觉行动性思维。

上述种种，都对我们幼教工作者表明了一点，那就是让幼儿
在自己的操作探索活动中，学习数概念。

因此，我设计了让幼儿自由操作探索的分类教学——分卡片。
意在创设合理的操作环境及条件，并引起幼儿探索操作的欲
望，通过幼儿自己对卡片的摆弄、操作、探索来学习理
解“分类”这一数概念，再通过大家——起来分析理解这一
概念，并通过最后的巩固操作活动加深对分类的认识、了解。
相信通过活动，幼儿对分类这一概念会有较深刻的认识。

一、活动目标：

1、幼儿园通过自己的操作、探索等活动，初步掌握分类的概
念和方法；

2、幼儿有初步的探究的兴趣。



二、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解分类的含义及方法。

难点：区分物体的特征(颜色、形状、大小、数量)

三、材料及环境的创设：

1、提供不同层次的印有不同数量、大小、颜色的图形卡片许
多；

2、提供不同层次的其他各类卡片(各种动物、水果等，具有
大小、颜色、数量之分)；

3、小熊头饰一个，熊妈妈一个。”

四、操作流程：

创设情境——操作探索——讨论理解——巩固操作

—、创设情境，引起兴趣

2、作思考状，并请幼儿一起思考

大家想出多种办法，最后决定：分放好。

3、怎么分呢?

这么多卡片，放在这乱糟糟不行，怎么分放，以后看上去整
齐，用起来又方便寻找。(幼儿纷纷表示要帮助想办法分)

二、幼儿操作活动

“大家都要帮助我，太好了!”



1、教师按幼儿能力分发卡片，引导幼儿先观察

看看，这些卡片上到底有什么?

2、在观察过卡片后，幼儿进行操作。摆弄卡片，试图经过自
己的操作、探索找到分的方法。

*教师注意观察、随时注意指导；

*鼓励个别胆小幼儿，大胆去尝试，去操作；

陈涛、陶懿鑫、周婷、何佳琳……

*鼓励个别能力一般的.幼儿找到一种分法后，再去寻找另一
种分法；

*鼓励能力强的幼儿进行两维思维，按两种特征分卡片；

宋依捷、乔艺、徐晨涛吴艺倩、张潇霞……

三、讨论理解(在幼儿基本找到分的方法后，组织幼儿进行讨
论理解)

“太好了，我看到小朋友分的这么好，有的这样分，有的那
样分，真开心!”

1、先把自己分的告诉给旁边的小朋友听；

幼儿轻声与人交谈、讲述，师巡回倾听

2、太好了，这么多分法，几个幼儿告诉给大家听

个别幼儿讲述，大家一起听，并适当进行讨论、理解。

幼：我把红的放在这，黄的分在那，绿的又分在一起……



师与幼儿一起讨论：她是按什么分的?

师总结：把颜色相同的分在一起是按颜色分的……

幼：我把卡片上是5个的放在一起，4个的放在一起，3个
的……

师与幼儿一起讨论：她是按什么分的?

师总结：把数量相同的分在一起，数数有几个，一样多的放
在一起按数量分的……

幼：我把红a分在一起，绿的o分在一起，黄的口分在一起。

师与幼儿一起讨论是按什么分的?

师总结：按颜色形状分，把相同的分在一起。按两种特征分
的，师与幼儿一起拍手鼓励。

3、师与幼儿一起总结

分的时候，把相同的分在——起，可按不同的特征来分，如
大小、颜色、形状、数量等，把相同特征的分在一起，并告
知幼儿，这样分的活动叫分类活动。

四、巩固操作

熊妈妈拿着又一叠卡片来了，“小熊，还有这么多卡片，你
也要把它们理整齐。”

妈妈走了，小熊与小朋友开始分卡片。

l、一起观察，这些卡片与刚才不一样，刚才全是图形，现在
是水果、动物等。



2、幼儿分，教师巡回观察、指导

可把这些分在刚才一起，也可重新分类，幼儿自由分类。

五、结束

妈妈回来了，表扬小熊和小朋友，夸大家分得好，按不同特
征分好了卡片，分类的本领很大。

妈妈放好卡片，带小熊与幼儿一起出去做游戏。

幼儿建构区活动案例教案篇五

在我们班的区域活动中，有一个“娃娃超市”，孩子们非常
喜欢这个区。

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摆弄各种商品。一会儿放在这，
一会儿放在那。通过观察，我觉得孩子们对商品的具体分类，
不太清楚，只会把商品随意地摆放。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带
领幼儿走进社区，参观了幼儿园附近的一所超市，通过参观，
孩子们学到了很多有关超市的知识，如：商品的摆放、分类、
标签、收银及怎样计算收银等等。而且，通过这次实践活动，
我们发现可以通过超市等一系列活动，来组织分类、计算、
统计等等有趣的计算活动。

一、在超市游戏中，孩子们可以做以下计算活动

1、分类活动：

在“娃娃超市”中，孩子们最先接触的是商品的分类、组合，
要把很多的商品进行合理的摆放，例如：对超市所有商品可
以按照用途进行分类：饮料类、玩具类、生活用品类、食品
类等；在各个种类中又可以作不同的分类：饮料类可以按大
小、形状、颜色、品牌分；玩具类可以按大小分、轻重、易



取放、方便顾客分；生活用品类可以按不同的品牌、不同的
商品、不同的用途、大小分；食品类可以按不同的食品味道、
颜色、大小分。在刚刚开始分类的时候，孩子们只是会按照
简单的大小分类，经过不断的尝试活动，他们不但会简单的
分类，还会按照各种不同的用途来分。例如，他们刚开始对
饮料进行分类时，是按照大小来排列的，小的太子奶放在第
一层，大的可乐瓶放在第二层。在玩的过程中，孩子们感到
想买的东西，到处都有，拿取非常不方便。于是孩子们又重
新进行调整，他们把最小的瓶子都放在了第一层，第二层放
大的，第三层放小的，第四层又是大的。这样摆起来大小一
目了然，但不同的`品牌就存在东一个、西一个的现象。如果
想买2瓶以上的，就要找半天。怎样快速地买到同类的商品。
在参观超市后，孩子们明白了：“人家超市里的商品是把一
样的放在一起。”孩子们开始有了品牌的概念，经过一
番“倒腾”，他们把同样的商品放到了一起，“可乐”放到
一起，“鲜橙多”放到一起，“脉动”放在一起，“太子
奶”放到一起等，经过反反复复的实践活动，孩子们的分类
组合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在不知不觉间主动学习了
分类的知识。

2、计算活动：

在“娃娃超市”里，买完东西就要交钱，这里就产生了需要
进行加减运算的问题。随着超市活动一步一步的深入，收银
台的工作开始忙碌起来。孩子们把商品都贴上了标签，有1元
的、2元的、3元的、5元的。有的孩子买了2瓶可乐（1元一
瓶）、2瓶矿泉水（2元一瓶），那么就
是1+1=2、2+2=4、2+4=6。孩子们经过一番思索总算算出来了，
大大地体验到成功的乐趣。如果顾客给了8元钱，那么8-6=2，
还要找人家2元钱，在这里，加减法的使用率明显提高。孩子
们在实践中自己就学会了，充分体现了幼儿学习的主动性，
参与性。

3、统计活动：



随着超市活动的进一步深入，在进行商品调整的过程中，我
们开始渗透统计的活动，在调整商品后，怎样知道每个组的
商品都有什么，一共有多少商品，我们为担任“超市工作人
员”的幼儿每人提供了一个小本，用来记录每个小组的统计
商品，孩子们不会写字就用画图来表示，把每一种同类的商
品放到一起，画出图，在旁边写上数量。统计商品后，有的
孩子又提出：“老师，我们每天卖出的商品是不是也应该记
录下来呢？”随后我们又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用来统计每天
卖出的各种商品的记录本。孩子们每天在超市活动后，主动
去记录今天所卖出的商品，同时了解到什么商品最受小朋友
的欢迎，今天投放了什么新商品，明天准备上什么货等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他们的统计能力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二、为什么要运用超市游戏这种形式培养幼儿的数学能力

超市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每天都离不开的重要的购物场
所，孩子们也经常跟着爸爸、妈妈到超市购物，日常接触得
很多，生活经验比较丰富，再现起来比较容易。在《娃娃超
市》中，孩子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利用游戏的形式，淋漓
尽致的表现出来，非常生动。游戏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活动
方式，超市又是他们经常去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利用超
市这个游戏形式，培养幼儿多方面的能力，尤其是数学能力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孩子们很容易接受，也很容易培养幼儿
的实际能力。在实践中学习，再现他们生活经验的同时，真
真切切的进行着他们的计算活动，认真地给每一位顾客算好
帐，顾客在交钱的一瞬间，也在算着自己的钱还剩多少，可
见，超市活动非常适合幼儿的年龄特点，易模仿。这与其他
活动相比，有着它独特的优势。

三、在超市活动中，培养幼儿多方面的能力

在《娃娃超市》刚刚开始筹建的时候，孩子们提出了很多的
方法，如：商品怎样摆放，标签怎样贴，商品多少钱一瓶，
买的东西多，钱不够了怎么办，自己特别喜欢的玩具想买还



缺2元钱，怎么办，对于非常贵的商品，自己怎样才能买到等
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解决以上诸多问题的时候，孩子们发挥
了自己的各种智慧，各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如：超市里
有一大箱拼插玩具，孩子们都很喜欢它，有一次，韩皓拿着
自己手里的10元钱，想买这箱玩具。当他看到箱面上醒目的
标签15元时，他着急了，钱不够怎么办呢？他转来转去，当
看到张敬贤也来买东西时，他问：“张敬贤你想玩这箱里的
拼插玩具吗？”“想玩呀。”“我的钱不够，咱俩把钱凑在
一起买，行吗？”“好啊，买完后咱俩一起玩。”“行！”
通过合作，两人愉快地买到了称心的玩具，高高兴兴地去玩
了。在这里，孩子们主动交往的意识提高了，互相合作的能
力也提高了。这样的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

孩子们看到收银台的机器和开小票的机器，觉得很有意思，
王宇轩就与丁雨晨商量：“咱们做个收银台吧。”于是，两
人找来废旧的纸盒子，做了一个收银台，他们还找来了计算
器，自己卷小票，在这里，孩子们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
了最大限度的提高，孩子们会自己管理超市了，每天他们把
超市里收拾得很干净，自己整理商品，不断地调整超市的商
品内容，在中秋节时，他们还准备添加各种月饼，进行促销
活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