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教案好朋友设计意图(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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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
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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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能k认常见的安全标志，了解标志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

2.知道一些基本的安全知识，初步培养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活动准备：

1.请家长带领幼儿到马路、商场等处观察和了解有关的安全
标志，初步认识生活中的安全标志。

2.手机、平板

3.准备禁止吸烟标志、人行横道标志、紧急出口标志等常见
标志。

活动过程:

一、引导幼儿结合生活经验，交流自己所认识的安全标志

1.提问：小朋友们，你们在马路，商场，幼儿发现了哪些安
全标志？

2.幼儿回答问题，教师出示相应的标志。



3.小结：生活中有很多常见的安全标志，小朋友们要留心观
察这些标志，看清楚这些标志提醒我们要注意什么，并听从
这些标志的指示。

二、引导幼儿理解安全标志的含义及作用

出示常见的安全标志图片，提问：这些安全标志上有什么图
案？表示什么？

（1）禁止吸烟：红色带斜杠，一根点着的烟，提示我们在这
里不可以吸烟。

（2）紧急出口：绿色长方形，有一个人往门跑，提示我们当
发生火灾、地震等危险的时候，请往这里走。

（3）人行横道：蓝色方框，有一个人走在斑马线上，提示我
们过马路请走斑马线。

（4）慢行：黄色圆形，写了一个慢字，提示我们前面要减速
慢行。

（5）注意儿童：黄色三角形，有两个行走的儿童，提示我们
前方有学校，请减速慢行。

三、观看视频，初步培养幼儿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1）认识马路上的安全标志

（2）在家发生火灾该怎么办？

四、找找幼儿园里有哪些安全标志

师：让我们一起去找找幼儿园里有什么安全标志吧！然后用
你们手里的手机或者平板拍下来，我们待会一起来分享。



小结：幼儿园里有安全标志，能提大家注意安全，免发生危
险。

活动延伸:

游戏活动：

（1）提供常见的安全标志，引导幼儿观察、交流安全标志的
含义，以及应遵守的安全规则。

（2）鼓励幼儿用多种材料制作安全标志。

家国共育：

（1）家长与幼儿一起找找家中哪些地方应注意安全，并共同
设计、制作相应的安全标志。

（2）家长带幼儿外出游玩时，有意识地引导幼儿观察常见的
安全标志，掌握自我保护的方法。

（3）请家长引导幼儿认一认亲子手《生活中的安全标志》中
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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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青草是一种很常见的植物。然而，人们并不喜欢
它，也不曾注意过青草。人们不但不去保护它，甚至任意地
破坏它，糟蹋它。

青草，在城市的每一处地方，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见到。春天
来了，它伸出了尖尖的脑袋，向春天姐姐问候了一声，再向
她招手。它越长越大，脑袋越长越尖越可爱，青翠的颜色，
好看极了。它像一张舒适的地毯，让人随便在它的身躯上踩
踏，它毫无怨言。它像一条五颜六色的彩条，春夏的时候，



它是翠绿色的，在一些地方还点上了一些小小的花珠。秋冬
的时候，满地成了金黄色的海洋。

我喜欢在青草地上跑步，玩耍，喜欢躺在它上面，仰望蓝蓝
的天空。不管人们对它怎样，它总是默默无闻。

花儿、果实、大树的美丽，都是有了青草的衬托。青草慢慢
成长，最后变成大片的草坪，与树上芬芳的鲜花，还有累累
的果实，绿化了城市。对于城市来说，青草是不可缺少的。
他既美化了城市，也绿化了市容。还可以帮人们吸掉一些二
氧化碳，制造氧气，让空气变的清新，对人们的身体大有好
处。

在生活中有许多人像青草一样茁壮成长，长大后为社会做些
有益的事，人们不也没发现吗？在许多成功人士的背后，也
有许多像青草似的人在支持他，衬托他。默默无闻地为社会
献上自己的一份力。

我爱青草，爱它的颜色，爱它的样子，更爱它的精神，也更
敬佩青草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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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在的小孩来说，他们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渴望与人交
往，渴望有好朋友。但又因为在家常常是受大人们的宠爱，
喜欢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又很难交到好朋友，常常为此苦恼。
让学生初步了解人际交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1、让幼儿仔细观察图片上人物的表情动作，发展幼儿思维的
流畅性和敏锐性，并学会运用新词：踢、滚，发展幼儿语言
表达能力。

2、教育幼儿与同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3、初步培养幼儿有礼貌的行为。

4、培养幼儿与同伴之间和睦相处并珍惜这份友情。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培养幼儿有主动关心和帮助他人的意识。

图片一套

(一)引入课题。

(二)幼儿自由排图讲述。

1．发给幼儿每人四张图片。师：这里有几张图片?每张图片
讲什么?

2．师：请你们把图片排好顺序，编成一个故事。

3．幼儿排图讲述，教师巡回引导。

(三)讲述，交流，互动学习。

1．出示实物投影机，请个别幼儿把自己排图的方法和编成的
故事告诉大家。

2．鼓励幼儿质疑，教师解答。

3．结合学词：踢、滚，教师质疑，幼儿解答。

(四)幼儿排图讲述。

1．幼儿变换图片位置，编出不同的故事。

2．教师注意提示幼儿编故事的连贯性、逻辑性。



3．请幼儿两人一组，轮流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同伴。

(五)品德教育。师：你喜欢谁?为什么?

(六)讲评，议论。

幼儿评：谁的故事编得最好，为什么。

教师出示评价表评价。

（1）开展角色游戏，教育幼儿与同伴友好相处。

（2）生活中渗透 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幼儿关心他人的良好行
为。

（3）环境中渗透 将图片放在语言区，配上文字卡片让幼儿
复习、巩固。

（4）家庭中渗透 培养幼儿关心他人的品德。

上完这节课我想一节课我可能改变不了一个孩子的性格但至
少在孩子的心灵播撒了一颗快乐共享的种子。

这节课的不足之处是赠名片交朋友环节秩序较乱，另外我的
讲述不明确。许多方面在以后的教学中还要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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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视频欣赏，活跃气氛，导入新课

1.观视频，“会动的书”。师：这是动画，还是？生：快速
翻动的书。

师：生活中，我们时时与书相伴在一起，能谈谈你对书的认
识吗？生：参与活动，回答问题。



师：（教师实物投影一本书）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书的组成部
分。生：封面、封底、书脊设计和内页设计。2.细探究，认知
“封面”。

师：其中最先印入眼帘的是书的哪一个部分？生：封面。

师：因为它最显眼。除此之外，你还知道封面有哪些作用呢？
生：美化书刊、保护书芯、宣传，欣赏、收藏等作用。

生答。

师：一本书不仅仅有好看的内容，还要有好看的封面设计，
这样才能给读者的第一眼以较深的印象，那么怎样来设计一
个独特的封面呢？设计封面时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内容呢？这
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

板书：我设计的图书封面

二、探究封面，体验风格，尝试练习

1.发现封面设计的组成要素。

师找封面上的“五官”。生：书名、作者、出版社名、图画。

师总结：书名、作者、出版社名等，可以用一个词来表
述——这些都是文字。（在黑板上板书“文字”）

2.了解封面图画的不同风格。

师：刚才我们欣赏的几幅图片虽然都有图画，但是图画的'内
容是各不相同的，让我们仔细的探究一下其中的奥秘。

（1）绘画——较适合少儿，活泼，清新，可爱，适合表现童
话故事类主题内容的书籍。



（2）摄影——真实，适合自然、探索类主题内容的书籍。

（3）图案——具有装饰的美感。包括纯文字的，要将书名当
作面，作者名当作点，出版社名当作线，以图案的方法。

3.尝试封面设计的创作体验。

生：大荷叶。

师：那在封面上书名就是？生：《大荷叶》。

师：能确定作者与出版社名吗？生：在文字内容中寻找并回
答。

师：设想一下，封面中的图画采用何种形式？说说自己的理
由。

生：绘画类，并阐述理由。（可适当引导学生再次比较绘画、
摄影与图案设计的区别）师：那你想画什么内容呢？画只兔
子行不行？可不可以画上故事中的其他人物？生：讨论回答。
（以荷叶、故事中形象描绘为主等）

师：说得非常好！我们来一个挑战，给同学们五分钟的时间，
请你将《大荷叶》封面设计出来，可以不涂色，记住刚才讲
的内容要出现在封面上。看看谁最快！

生：尝试练习。

4.初次尝试的指导与修改。

教师在巡视的过程中收集几份学生的草稿，在实物投影仪下
进行指导修改。师生共同点评，点出优点，修改不足，对封
面设计进行更进一步的学习。

（1）图书的封面要能明确的表达内容主题，构思独特，具有



美感.

（2）书名文字本身就是封面设计的重要环节，书名要醒目、
清晰，作者名字和出版社名不

能比书名抢眼。

（3）色彩主色调的把握，运用色彩对比、调和关系，充分体
现书籍的内容与风格。

三、分层欣赏，交流感受，激活灵感

1.欣赏装帧设计家的作品，加深认知。

师：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组封面，看看能给你什么样的启
发。请同学们仔细观察，注意这些封面的色彩、图案、文字
的大小和排列方式。2.欣赏学生的设计作品，激活灵感。师：
相对于之前我们欣赏的封面设计，你发现了什么不同的地方？
（材料，封面与书脊、封底的统一设计）

3.教师的重难点部分示范，突出实践。

师：看到了这么多丰富的封面，同学们对封面设计一定有了
更进一步的了解。下面老师也想设计一个封面，需要同学们
的帮助与提醒，教师在实物投影仪下进行具体步骤的示范。

（1）选择一张彩色纸折成一本书的形状。（2）确定书名等
文字的位置。（3）根据书名设计相关的图画。（4）调整完
成。

四、大胆想象，个性构思，创作表现

教师出示五本书籍内容，（《阿嚏》《同行》《乌鸦喝水》
《压岁钱的故事》《借你一把伞》）请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
任选其一，进行封面设计，力求体现艺术美感。



1.主题内容突出，构思独特，表现方法适当；

2.文字清晰、醒目，构图美观、颜色鲜明。学生创作练习，
教师巡回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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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遵守游戏规则，教幼儿学会看简单的标记，能按箭头方向
前进。

2、发展幼儿双脚跳、跨步跳的动作能力。

活动准备

1、教师在活动场地布置好“小水洼”。音乐磁带《我爱运
动》。

2、用蓝即时贴剪好“水洼”的轮廓，用黄即时贴剪好小脚印。

3、用红即时贴剪成箭头的形状，粘贴出前进的方向。

活动流程

一、开始部分：

听《我爱运动》的音乐，让幼儿做韵律操。

二、基本部分：

2、教幼儿知道什么是小水洼后，教师提问：“在下雨天，你
们看到小水洼都会怎么做？（幼儿：“会跳过去，会跨过去。
”也有的幼儿说：“直接走过去。”师：“直接从小水洼走
过去会怎样呢？”幼儿说：“会弄湿裤子和鞋子的'。”）



2、引导幼儿学习儿歌，《门前一片雨水洼》：雨停了，天晴
了，门前多了片雨水洼，双脚跳，单脚跨，过了水洼就到你
的家。

3、教师提出问题：下过雨，地上都是一个个小水洼，怎样才
能既不弄湿鞋子，又能马上到达朋友的家呢？（幼儿讨论，
教师总结幼儿的回答）

4、引导幼儿观看“小水洼”，讨论“两个脚印”和“一个脚
印”的不同含义（双脚跳，单脚跨）以及箭头表示的方向。
（小朋友想一想，我们双脚跳的时候，是两脚着地的，单脚
跳的时候是一只脚着地的。）幼儿练习跳（两个脚印表示双
脚跳，一个脚印表示单脚跳。）

5、游戏开始：

6、教师引导幼儿练习（边念儿歌边跳水洼）幼儿排好队，一
个一个越过小水洼，（教育幼儿注意秩序安全）

7、活动反复进行数次，幼儿可边念儿歌边行进。

8、播放音乐放松活动。

三、结束部分：

小朋友们都顺利安全的跨过了雨水洼，干干净净的到达朋友
的家，我们可以把今天学到的两个本领教给好朋友，和朋友
一块做游戏。

我的创新：

如果不想在世界上虚度一生，那就要学习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