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教案春季 春季开学第一课
幼儿园教案(精选12篇)

教案应具备足够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通过使用这些教案，教师们可以更好地组织和引导幼儿的学
习活动，实现教育目标的达成。

幼儿园教案春季篇一

我眼中的春天

大班社会领域

1.能运用多种感官，有目的感知春天来到时动植物的变化。

2.学习运用各种方式记录和表征自己的观察结果，并主动与
同伴交流、分享自己的发现。

3.感受春天大自然的美好，体验与同伴分享的快乐。

活动重点：幼儿通过看、听、闻，感知春天到来时动植物的
变化。

活动难点：幼儿运用各种方式记录和表征自己的观察结果，
并能与同伴交流分享。

1.幼儿与家长有春游的经历。

2.歌曲《春天在哪里》：教学课件：记录表格：水彩笔

（一）幼儿随音乐表演歌曲《春天在哪里》，请幼儿说一说
歌曲中的春天是什么样子的？



幼儿自由发言，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小结：春天有红的花，绿的草，还有会唱歌的小黄鹂。

（二）幼儿运用多种感官，感知春天来到时动植物的变化。

1.课件出示表征表格，教师分析表格内容。小组讨论并表征。

2.小组之间讨论交流，并用绘画的方式表征自己眼中的春天。

3.小组分享交流。

小结：小朋友看到大树找出了绿叶，各种花都开了，而且还
能闻到花香。小燕子叽叽喳喳的声音真好听。

（三）激发幼儿与同伴一起春游的欲望，增进小朋友之间的
友谊。师：小朋友，你们眼中的春天真是太美了，老师的眼
前呈现出一片美景，那你们想不想出去春游？（想）那你们
快约上你们的小伙伴一起出发吧，出发前你们一起说一说你
们的春游计划吧。

鼓励幼儿继续观察、记录春天的变化，将不同时间段的观察
结果进行对比，感知春天的变化过程。

幼儿园教案春季篇二

1、 能运用多种感官，有目的地感知春天来到时动植物的变
化。

2、 学习运用各种方式记录和表征自己的观察结果，并主动
与同伴交流、分享自己的发现。

相机一部，记录表、彩笔若干。



1、 组织幼儿进行谈话：现在是什么季节，你怎么感觉到春
天的，激发幼儿的活动愿望。

2、 幼儿在幼儿园的院子里找春天，并运用相机进行拍摄，
感受春天的变化。

（1） 教师和幼儿一起体会春天吹在身上和太阳照在脸上的
感觉。

（2） 引导幼儿寻找并观察幼儿园内的树木、小草、小花有
什么变化。

3、 教师带领幼儿到幼儿园附近的田野或社区公园走走，看
看春天有哪些变化。

4、 回到活动室，指导幼儿用绘画或符号的`方式记录寻找到
的春天的信息。

5、 组织幼儿交流自己的观察记录，进一步感知春天来到时
周围环境的变化。

（1） 请幼儿结合记录表中的内容说一说自己找到的春天。

（2） 提示其他幼儿认真倾听，共同分享同伴的发现。

6、 把幼儿的观察记录、图画和教师拍摄的照片张贴在班级
主题墙或在走廊布置“春的讯息”展览，加深幼儿对春天特
征的整体感知。

幼儿园教案春季篇三

教学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学习故事中的对话。



2、体验开开心心上幼儿园的情感。

教学准备：

故事磁带、教学挂图、幼儿用书《开开心心上幼儿园》

教学重点：

学习故事中的对话教学难点故事表演

过程：

1、倾听录音了解故事内容

幼儿第一遍倾听后，告诉同伴故事的名称师生共同听故事录
音：故事里都有谁？

2、学说对话，进一步理解故事中的内容：

出示背景图和故事中的动物形象讲述故事：

小青蛙看见小鸭子、小乌龟是怎么说的？

小动物是怎样上幼儿园的？幼儿自由结伴讨论故事内容，教
师巡回聆听：

为什么要开开心心上幼儿园？

3、情景表演，体验高高兴兴上幼儿园的情感：

观看大班幼儿的表演。大班幼儿带弟弟妹妹一起表演，进一
步体验开开心心上幼儿园的情感。

4、经验迁移、表达感受：



你会将自己开开心心上幼儿园的故事表演给大家看吗？幼儿
表演，教师观察、鼓励幼儿。

5、小结

讲述幼儿表演情况。

幼儿园教案春季篇四

1、理解故事内容，学习故事中的对话。

2、体验开开心心上幼儿园的情感。

教学准备：故事磁带、教学挂图、幼儿用书《开开心心上幼
儿园》

教学重点：学习故事中的`对话

教学难点：故事表演

2、学说对话，进一步理解故事中的内容：

出示背景图和故事中的动物形象讲述故事：

1、小青蛙看见小鸭子、小乌龟是怎么说的？

2、小动物是怎样上幼儿园的？幼儿自由结伴讨论故事内容，
教师巡回聆听：

3、为什么要开开心心上幼儿园？

4、情景表演，体验高高兴兴上幼儿园的情感：观看大班幼儿
的表演。大班幼儿带弟弟妹妹一起表演，进一步体验开开心
心上幼儿园的情感。



5、经验迁移、表达感受：你会将自己开开心心上幼儿园的故
事表演给大家看吗？幼儿表演，教师观察、鼓励幼儿。

6、讲述幼儿表演情况。

幼儿园教案春季篇五

我该怎么办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
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的'健康放在工作的首位。”也就是说，
儿童的安全是一切发展的保障，只有在儿童生命健全的基础
上才能保证其身心健康发展。

又是一年开学季，开学的第一课我们选择了和幼儿生活息息
相关的安全常识进行教育，把一些简单的安全防护知识教给
幼儿，增强幼儿的安全防护意识，学习保护自己的技能和方
法，以便处理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紧急情况。

1、让幼儿懂得一些基本的自我保护常识，对幼儿加强安全知
识教育。

2、培养幼儿初步的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初步的应变能力。

情境表演“小明在家”、独自在家的各种图片

生活中突然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不惊慌、不害怕、
尽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你们遇到过什么事，当时你是怎样的?想过什么办法解决。

让幼儿各自讨论，并把经历与其他幼儿分享。

(1)两位老师进行情境表演，让幼儿看情境表演，学会“家里



突然来了陌生人”的处理办法。

教师小结：小明和机灵，遇到有陌生人来访，没有先打开门，
而是先问清来人是谁。

现在社会上有坏人，如不问清，很可能会让坏人钻空子，小
朋友们也要当心。

对待爸爸妈妈的客人要礼貌热情。

“发生火警(触电、受伤、溺水等)时你有什么办法?惊慌失措
有帮助吗?”在此过程中引导幼儿知道火警、急救、匪警等的
电话号码。

教育遇到突发事件，应沉者、有信心，做任何事情都要先用
脑子想一下，相信自己能办好。

幼儿园教案春季篇六

活动目标：

通过活动让幼儿知道尖利的物品如使用不当会伤害身体；教
幼儿学习正确地使用笔、筷、剪刀、铁铲等物品的方法，初
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幼儿平时能接触到的尖里利物品，如笔、筷子、剪子、小刀、
小树枝等；熟悉《幼儿用书》中的`有关内容。

活动过程：

1、介绍准备好的一些尖利物品的名称、形状及用途。让幼儿
了解这些物品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方便。



2、让幼儿根据切身体会谈尖利物品使用不当时，会对人造成
危害（划伤、割破等）。

3、讨论如何正确使用尖利物品，保护自己或别人不受到伤害，
学习正确使用笔、剪刀、筷子、铁铲等。

小结：

在使用尖利物品时，不能将尖利的物品拿在手上随意挥舞，
也不能含着筷子、吸管或用小棒串着的食物追逐。尖利的物
品用完后要及时收拾好。特别要提醒幼儿，他们年纪还小，
有一些尖利的物品还不能使用，也不要去尝试，更不能当玩
具玩。

幼儿园教案春季篇七

1.知道自己长大了，乐意为班级做更多的事情。

2.能结合日常教学，共同商量适宜的值日生服务内容。

3.能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值日生的工作内容。

教学准备

空白值日生挂牌，纸、笔若干，小拖把，扫帚等。

教学过程

1.讨论：升入中班后，值日生可以做哪些事情？

2.结合日常生活，初步确立值日生的服务内容。

教师：在入园、早操、上课、游戏、吃饭这几个阶段期间，
值日生可以做些什么呢？(引导幼儿自由发言)



引导幼儿从晨间教学入手，梳理生活中幼儿能做的事情。如：
晨间轻器械的摆放，挂毛巾，餐前折纸巾，饭后帮老师整理
打扫餐桌等。

3.设计值日生标志。

教师：怎样才能让大家知道今天谁是值日生呢？每个值日生
负责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为每天的值日生设计标志吧！
你想为负责什么工作的值日生设计标志？想一想可以用什么
图案来表现？(引导幼儿通过绘画的方式来表现值日生的工
作)

提问：如果我们为负责挂毛巾的值日生设计标志，你想怎样
设计？

鼓励幼儿开动脑筋，自由发挥设计值日生标志，并在此过程
中，教师巡回指导，帮助幼儿解决设计中遇到的问题。

4.评选值日生标志。

值日生标志设计完成后，教师将所有幼儿的设计作品展示出
来，让每位幼儿介绍自己设计的值日生标志。根据讨论、投
票，师生共同选择适合的标志作为班级值日生的标志。

幼儿园教案春季篇八

  预防感冒的图片：开窗通风、勤洗手洗脸、锻炼身体

  活动过程

  1、出示感冒药。

  教师：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药吗？（感冒药）



  2、说说感冒的感受。

  （1）你得过感冒吗？感冒得时候有什么感觉？哪里会不
舒服？

  （2）幼儿相互交流已有的感冒经验。

  （3）小结：感冒有发烧、流鼻涕、咳嗽、鼻塞等基本症
状。

  3、了解感冒的传播途径--怎么会得感冒的？

  除了着凉以外，感冒会不会是别人传给你的呢？怎么传
的？

  小结：不注意冷热会得感冒，人的身体抵抗力差也会得
感冒。另外，感冒还可以通过吐沫、痰等传播。

  4、懂得一些预防感冒的小常识。

  （1）幼儿交流治疗感冒的经验。

  （2）幼儿交流预防感冒的方法。

  --那我们怎么来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和别人传染上感冒
呢？

  （3）出示图片，理解预防感冒的方法。

  （4）教师小结。

  活动总结

  教师总结幼儿今天的表现，表扬和鼓励幼儿在活动中表
现积极的幼儿。让幼儿在参与活动的同时，感受到健康活动



的快乐。同时，教师要照顾到那些在活动中比较安静的幼儿，
使其也能在活动结束的时候获得快乐。

  活动反思

  在活动开始时，每个幼儿的注意力都很集中。都能很准
确的将老师提出的问题回答出来，幼儿注意力很集中。只是
在回答问题时，他们在老师的提醒下，才能够将语言说完整，
在这方面要加强幼儿的训练。

幼儿园教案春季篇九

设计意图：春季是流行性感冒多发的季节，随着天气的骤然，
许多幼儿因不适应气候变化，而患上流感。流感是一种常见
的而且多发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具有一定的传染性。为了
帮助幼儿了解流感的特征，掌握预防流感的一些方法,促进幼
儿的身体健康,因此我设计了本次活动。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流感的典型特征。

2.掌握预防流感的一些方法。

3.树立保护身体健康的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活动重点：掌握预防感冒的一些方法。

活动难点：在游戏中运用自己了解到的方法。

活动准备：

经验准备：幼儿有感冒的经历。

物质准备：



1.手偶小熊，口罩、病菌帽、音乐《健康歌》

2.预防感冒小知识的ppt，健康小贴士主题墙。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手偶表演，激发幼儿谈论的兴趣。

1.提问：森林里的小动物怎么了？它们为什么会感冒？（了
解感冒具有传染性）。

2.谈论自己感冒的经历，了解感冒的症状。

二、基本部分

1.讨论：怎样才能预防感冒？

（1）幼儿谈论预防感冒的一些方法。

（2）播放ppt，了解预防感冒的方法。

2.师小结：感冒一般都是由于病菌引起的，只有增强我们的
抵抗力，病菌才不能靠近我们，我们就不会生病。

（二）游戏活动：

游戏：对付病菌有办法

教师扮演病菌，幼儿想办法对付病菌。“我是大病菌，最喜
欢小朋友，谁的身体弱，我就来找他。”

四名幼儿扮演大病菌，和小朋友玩游戏。



三、结束活动

律动：《健康歌》

四、延伸活动

1.制作健康小贴士宣传画：

通过今天的活动，你们对付病菌的办法肯定更多了。可是，
许多小朋友还不知道这些好方法，请你将这些办法画出来，
我们制作成健康小贴士的宣传画，让更多的人能够健健康康
的过冬天。

2.将健康小贴士张贴在醒目处，让更多的幼儿了解预防流感
的好方法。

附故事：

小河马的大口罩

有一天，小河马得了重感冒，不停地打喷嚏。于是，小河马
来到医院看病，大熊医生说："小河马，你得了重感冒，你把
这瓶药带回家，按时服用，这个大口罩给你，你要好好地戴
在你的大嘴巴上"。

小河马戴着大口罩，捧着药回家去，半路上，它忍不住又打
了个大喷嚏。"阿嚏"这个喷嚏可了不得，揣得小河马蹦得老
高，口水满地淌。戴在小河马嘴上的大口罩呢，大口罩飞过
了大树梢不见了。小河马摸摸嘴巴，看看大树，大声地叫道：
"啊！我的口罩不见了。"

小白兔正在采蘑菇，看见落在草地上的大口罩，小白兔捧着
一个大蘑菇高兴地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篮子吗？"于是小
白兔捡起大口罩，用它来装蘑菇，拎着蘑菇回家去，路上遇



到了小羊和小鹿。小羊和小鹿说："小白兔，你好"。"小羊和
小鹿你们好，这两个大蘑菇送给你们吃。小羊和小鹿再见。"
小羊和小鹿说："谢谢你，小白兔！"

小白兔回到家，把大蘑菇倒进盆里，又把大口罩往窗外扔。
树上的小松鼠看见扔在地上的大口罩，"咦？这不是一个很好
的吊床吗？"说着小松鼠卷起了大口罩，拉成一张吊床"哈，
真舒服！"

幼儿园教案春季篇十

  2.尽量避免与感冒患者接触

  3.少去人员密集的地方，特别市室内

  4.加强体育锻炼

  5.均衡饮食

  6.充足的睡眠

  活动反思：

  针对生活中常见的问题生成的活动，一方面幼儿感觉有
兴趣，一方面对幼儿的认知有很大提高，对幼儿的身体成长
有很大帮助。因此本次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孩子们听到
老师打喷嚏就会马上提醒“老师，你感冒了，要吃药哦。”
我要在以后的教学活动中多抓住生活中有意义的素材，对孩
子们进行即时引导教育。

幼儿园教案春季篇十一

  （1）、讨论春秋季为什么是流行性传染病的多发季节？
（春天和秋天气候乍暖还寒阴雨绵绵，潮湿多雾，气候多变。



）（2）、教师告诉幼儿春秋季会有哪些流行性传染病会出现？
（如：感冒、麻疹、咳嗽、腮腺炎、水痘、手足口病等）
（3）、重点介绍手足口病的临床表现。

  （4）请幼儿讲述自己生病时的经历和感受。（如请医生
诊治，要定时服药，多休息，多喝水，痊愈后才回幼儿园上
课等。）2、教师讲述手足口病的传播途径。

  （1）、幼儿运用自己的已有经验讨论讨论。

  （2）、请语言能力强的幼儿到前面来讲一讲小朋友们的
经验。

  （3）、老师小结：咳嗽，打喷嚏，吐口水，，毛巾及手
摸过的用具上都会留下细菌，都有可能会传染手足口病的。

  （4）、很多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手足口病是一样的。

  3、幼儿讨论：如何预防手足口病。

  （1）、提问：我们应该怎样预防传染病？

  （2）、幼儿自由回答。

  （3）、老师小结：多喝开水，多吃蔬菜水果、不挑食，
勤洗手，勤剪指甲，不喝生水，打预防针，不接触生传染病
的人群。

  活动反思：

  小朋友又生活在集体生活中，非常有必要知道如果得了
传染病一定要隔离、看医生、定时吃药，多喝水等。这次活
动上下来，我觉得自己对教学中的突发事情，有些不知所措，
我想在今后的教学中，一定要吸取经验，不断学习，让我的
教学机智更加灵活。



幼儿园教案春季篇十二

春天天气寒冷干燥，班上孩子感冒、咳嗽发烧的比较多，为
了让孩子了解感冒的形成，症状以及懂得怎样预防感冒，积
累健康生活经验。特设计了本次活动。

活动目标

1.了解一些感冒的症状以及传播途径。

2.懂得预防感冒的常识，积累健康生活的经验。

教学重点、难点

了解感冒症状，懂得怎么预防。

活动准备

教学挂图若干张、音乐律动操

活动过程

1.开始环节，点名引入活动。

教师进行班级点名引出今天的教学活动

这几天，飞飞小朋友为什么没来呀？

幼儿相互交流各自对感冒的感受与体会。

教师：你得过感冒吗？感冒时人会有什么感觉?

教师小结：感冒时会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涕，鼻塞等症状。

2.了解感冒的传播途径。



教师归纳:

不注意冷暖或身体抵抗力差的人容易患感冒，另外，流行性
感冒还会通过吐沫，痰等传播，

3.掌握预防感冒的小常识。

教师和幼儿一起交流预防感冒的方法。

我们应该怎么来保护自己，尽量不让自己和别人患上感冒？
教师出示图片，幼儿了解预防感冒的具体方法，师幼一起归
纳：

不随地吐痰，常开窗通风，勤洗手洗脸，经常锻炼身体，适
当吃点醋及蒜，多喝开水，多吃蔬菜水果，流感期间，尽量
少去人多拥挤的地方，如果已经患上感冒，打喷嚏时要用纸
巾掩住口鼻，而且要侧转身，不对着他人打，避免传染给他
人不道德。

教学反思

每次季节变化时候感冒的孩子就比较多。所以选择这一活动
一方面可帮助幼儿回忆感冒时的痛苦症状，在回忆中，幼儿
能够感受到感冒了会很不舒服。另一方面可让幼儿了解有效
防治感冒的方法，如开窗通风、多锻炼身体等等，提高幼儿
的自我保护意识。以下是我对这次活动的反思：

1、活动内容贴近幼儿生活，活动各环节围绕目标。

我通过飞飞没有到校来引入活动主题，让幼儿“交流感冒的
感受和体会”，首先出示几幅患感冒的幻灯图片，让幼儿观
察图片中的人怎么了，通过观察，幼儿说出图片中的人感冒
了，然后问幼儿自己有没有感冒过，有何感受或症状，幼儿
讲感冒时的感受和症状。最后和幼儿一起小结一下感冒的症



状：发烧、嗓子痛、咳嗽、打喷嚏，人很难受，通过这一环
节让幼儿知道感冒后身体很不舒服，懂得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第二个环节是“想一想人为什么会感冒”教师能和孩子的共
同讨论感冒的各种原因，孩子们可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以自己的经验说出各种原因。经过过第二环节后幼儿知道感
冒也是有原因的，引出了第三个环节“怎样预防感冒。”了
解感冒了应该如何应对的方法，同时也在讨论中得到了经验，
如何预防感冒，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幼儿在想一想，回忆
已有的经验，听故事，交流中了解简单的预防感冒的知识，
增强了自我保护的意识。

因为选择的内容都是幼儿熟悉的，所以幼儿能够有话说，有
内容讲，在活动中能积极举手发言，体会积极参与活动的乐
趣。

2、活动中能对幼儿的回答作适宜的回应。

虽然幼儿对感冒有了解，但幼儿的回答是较零乱的，在活动
中我对幼儿的回答作出相应的回应，帮助幼儿梳理、概括相
关经验，而不仅仅对幼儿的回答作简单重复叙述。

二、不足方面：

1、在活动中，我没有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在请幼儿回答时会
走过去，来回走动的次数太多。这会分散幼儿的注意力，在
今后的活动中会注意这一问题。

2、作为这个活动的延伸，让幼儿在运动中锻炼身体，增强抵
抗力。选择的音乐和律动都是幼儿熟悉的，当音乐开始时，
幼儿都开始在椅子上按捺不住扭动身体，我没能及时让幼儿
跟着音乐动起来，导致幼儿对于律动中有些意犹未尽。如果
能及时让幼儿跟着音乐动起来，幼儿在活动中能获得更多的
快乐。



在这个活动中，我们渗透了情感的教育，幼儿对生病有体会，
也能展开讨论说出自己的想法。锻炼了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
同时，幼儿对锻炼身体的重要性也有了解，经验得到了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