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制作水果沙拉活动方案(汇总5篇)
当面临一个复杂的问题时，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来
分析问题的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方案对于我们的帮助很
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方案。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方案策划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幼儿园制作水果沙拉活动方案篇一

目标

1.知道水果有多种吃法，尝试用水果做沙拉。

2.感受多种水果组合在一起产生的形式美，色彩美。

3.学习基本的用餐礼仪，体验和同伴一起分享的快乐。

准备

1.活动前与家长联系，给幼儿做一次水果沙拉。

2.教师先切好一些水果丁。

3.把桌子拼成长条形，铺上餐布或一次性台布。

4.香蕉、草莓、桔子若干，一次性塑料西餐刀若干。沙拉酱
若干，装在碗中，放上勺子。

5.幼儿每人一只小碗或杯子，一只勺子。

过程

1.讨论。



――你吃过的水果沙拉里有什么水果?是什么样子的?有什么
味道?

――做水果沙拉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工作?

――教师逐一介绍所用材料和工具，说明注意事项。

――畅想自己想要制作的水果沙拉是什么味道的'。

2.制作水果沙拉。

――请幼儿用一次性西餐刀切香蕉、草莓。

――将切好的水果拌上沙拉酱，完成后请同伴互相观赏、品
尝。

建议

1.教育幼儿注意安全，既不把刀对着别人，也不要弄伤自己。

2.有条件的幼儿园可添加一些辅助食品，如薯片等。幼儿可
把调制好的水果沙拉丁放置在薯片上做成水果船来品尝。

幼儿园制作水果沙拉活动方案篇二

1、初步懂得与人分享的道理。

2、在品尝活动中学习分享的方法。

3、体验与同伴分享食物的快乐。

4、养成敢想敢做、勤学、乐学的良好素质。

5、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



1、每人带1种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并切好装盘（提供一次性纸
盘，上面包上保鲜膜；或用自家的饭盒装，便于认清是己带
的），餐盘人手1个，叉子或勺子、图书、各类插塑、积木若
干。

2、活动前请幼儿把手洗干净。

3、幼儿靠活动室墙边坐好，教师将桌子摆在幼儿前面的空地
上，再将幼儿带来的水果放在各小组的桌子上。

1、集体品尝自己带来的水果，感受分享的快乐。

教师：今天我们开"水果品尝会"。请小朋友们说说，你带来
了一种什么好吃的水果？（幼儿分别介绍自己带来的水果名
称）

教师：请小朋友们走到桌子边，端好自己的盘子，品尝自己
带来的水果，边品尝边说一说水果的味道。（注意观察幼儿
在品尝中的表现）

2、分享水果，学习分享的方法，体验分享的乐趣。

教师：请你们说一说，你刚才品尝了什么水果？

教师：我发现有的小朋友吃了两种水果，你是怎么做的？快
告诉大家。

教师：怎样才能品尝到不同的水果呢？××小朋友说，将自
己的盘子放在桌子中间，不端盘子，这样可以品尝自己的水
果，也可以品尝别人的水果。这个方法真好，这样我们就可
以品尝到许多种不同的水果了。来，让我们一起分享好吃的
水果吧！

幼儿再次品尝水果，体验分享的乐趣。



3、迁移经验，再次体验分享的乐趣。

幼儿自由选择图书或玩具活动。教师注意观察，对个别不愿
意分享的幼儿加以引导。

在日常活动时，鼓励幼儿与同伴交换自带的玩具，通过轮流
玩玩具进一步体验分享的快乐。

新《纲要》把让孩子学习分享明确列入社会领域的教育内容
中。从小培养幼儿的分享观念和分享行为，帮助孩子们学会
分享，可以健全幼儿人格，促进幼儿间良好人际关系的和谐
发展。

幼儿园制作水果沙拉活动方案篇三

1、初步了解水果的营养价值，养成爱吃水果的好习惯。

2、了解吃不同水果时的不同处理方式。

3、了解吃水果的注意事项。

常见水果的图片或者模型。

一、了解吃不同水果时的不同处理方式。

1、经验交流。

——（出示各种常见水果的图片或模型）小朋友，哪些水果
是要剥了皮再吃的？

——请幼儿找出剥皮吃的水果，如橘子、橙子、香蕉等。

——请幼儿在剩下的水果中找出哪些是可以直接吃的，如苹
果、雪梨。



——请幼儿找出要切开来吃的水果，如西瓜、哈密瓜等。

——教师小结：有些水果要剥了皮才能吃。有些水果可以直
接吃，如苹果、雪梨等，但是因为果皮上可能会有残留的农
药，所以我们吃这些水果之前，要先把它反复多洗几次，或
者把皮削掉再吃。吃西瓜的时候，我们要先把瓜洗一下，然
后用刀切开，切成一块一块吃，或者是用勺子舀着吃，吃哈
密瓜也是一样。

2、游戏：“洗、剥还是切”。

——教师出示不同水果的图片，请幼儿根据正确的吃水果时
的处理方式，做洗、剥或切的动作。

二、了解吃水果的注意事项。

——师：小朋友，吃水果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例如我
们吃西瓜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教师鼓励幼儿说说吃西瓜等水果的注意事项。（要洗干
净手再吃、小心西瓜汁弄脏衣服、不可以把西瓜籽吃下去、
西瓜籽不能吐地上、西瓜皮要扔进垃圾筒等等）

——（出示吃西瓜图片）师：你们来看一下，他们谁做得对，
谁做得不对？

——小结：吃西瓜这样多汁的水果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
要将果汁滴到衣服上。

——（出示桃子切面图片）师：桃子很好吃，可是哪里是不
可以吃的呢？

——小结：桃子的中间有核，核是不可以吃的，我们吃桃子
的时候可以把核吐到垃圾桶里，吃苹果、梨、枣子也是一样。



有些核或籽很小，如葡萄籽西瓜籽等，吃的时候要小心，可
以吃到后把籽从嘴里吐出来就可以了，不过不可以随便乱吐，
也要吐在垃圾桶里。

三、了解水果的营养价值。

——师：多吃水果有益身体健康，水果当中含有很多的维生
素，多吃水果还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疾病，补充身体营养，让
小朋友们健健康康地成长。

可以邀请当医生的家长来组织本次活动。

纠正吃水果的误区，例如：

——空腹吃水果：空腹吃水果会影响正餐的质量，很容易引
起消化不良，对小朋友的生长发育极为不利。

——水果当饭吃：水果虽然很有营养，但是不可以当饭吃，
应该以水果为辅。

——水果吃得越多越好：吃过多的水果有害身体健康，吃得
过多，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等。

科学区：在区域内放一些水果的食物模型、玩具刀等，让幼
儿玩切水果的游戏。

在主题墙内张贴吃不同水果时的不同处理方式和吃水果得注
意事项的图片。

1、请幼儿在家里帮助家长洗水果，了解洗不同水果的方法。

2、制定家庭水果健康计划，培养幼儿爱吃水果的好习惯。

同一种水果会有不同的吃法，教师或者家长可以引导幼儿用
不同的方法吃一种水果，看看哪种方式是自己最喜欢的。例



如：西瓜可以切块吃、可以榨果汁喝、可以做水果沙拉等等。

听故事《猪八戒吃西瓜》，懂得不能吃独食、不乱扔西瓜皮
等。

2、如果为了保持菠萝的生鲜口味，可以把切成片或块的菠萝
放在盐水（一般烧菜的咸度）里浸泡30分钟左右，再用凉开
水浸洗去咸味，也同样可以达到脱敏的作用。

3、初次吃的宝宝只吃饼干大小的一块，如果无异常，下次可
适当加量。

4、每次吃菠萝不可过多，过量食用对肠胃有害。

5、羟色胺则溶于水中。经煮沸后口味也得到改善。

幼儿园制作水果沙拉活动方案篇四

1、知道吃生果的差别要领(削、剥、切)。

2、喜好着手操纵。

1、木偶演出“猴宝宝去果园”。

2、苹果、橘子、西瓜多少个。

1、木偶演出“猴宝宝去果园”。

猴妈妈带猴宝宝去果园玩，主人请猴宝宝吃生果，一只小猴
将未削皮的苹果往嘴里塞；一只小猴将未剥皮的橘子往嘴里
塞；一只小猴将未切开的西瓜往嘴里塞。猴妈妈瞥见了立刻
说：“错了，错了”，接着就资助了三只小猴，三只小猴高
开心兴地吃到了喷鼻喷鼻的生果。



2、评论辩论：吃生果的要领。

提问：猴宝宝吃生果错在哪儿?应当奈何吃?(苹果是削皮吃的，
橘子是剥皮吃的，西瓜是切开吃的。)

3、幼儿着手试一试：吃生果。

幼儿志愿选择生果，控制准确吃生果的要领。

4、以童谣《吃生果》的情势小结吃生果的要领。

1、在生存中，在成人的掩护下，可以让幼儿本身着手试一试
用刀口不尖锐的生果刀。

2、跟着对生果种类熟悉的增多，让幼儿凭据童谣仿编新童谣。
如“喷鼻蕉喷鼻蕉剥皮吃”。

能用准确的词形貌生果的服法。如：削皮、剥皮等。

幼儿园制作水果沙拉活动方案篇五

水果是幼儿熟悉的、喜欢的。当我们专注于它时，会看到水
果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它是观察外形特征的对象，手口
一致点数和建构大小概念的材料，，装扮水果一家的媒介，
歌舞表演和语言表达的情景化资源……在以水果为情境脉络
的各种活动中，幼儿不是去学习关于水果的标准答案，而是
获得与真实情境密切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在吃水果的过程中，
幼儿知道了如何剥水果，如何文明进食：在动手操作中，幼
儿，匿得了榨汁、做沙拉等多种加工方法：在游戏中，幼儿
学习了瓜果与虫害的关系：在诵念儿歌中？幼儿区别了哪些
是水果类的瓜，哪些是蔬菜类的瓜。在有趣的、生活化的，
情境中学到的知识和经验是具有生命力的。

未来社会是多元的、开放的、迅速变化的，解决问题、完成



任务不会只是一种方式，因而，需要的不是熟记现成知识的
人，而是能够根据实际条件去应用知识的人。为了适应未来
社会；幼儿需要学习有生命力的知识和经验。他们在情景化
的、生活化的和多元互动的共同体中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
阵帮助他们适应未来社会，更好地生存、学习和发展《好吃
的水果》教学过程活动目标：

1、认识常见的水果，知道水果的名称。

2、通过观察水果皮、摸水果猜名称、听指令摸水果的游戏活
动，感知水果的特征。

3、能大胆地在集体面前，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1、经验准备：幼儿认识并品尝过各种水果，知道多吃水果身
体好。

1、观察果皮，猜测水果名称，给水果娃娃配衣服。

（2） 出示盘子里的果肉，感知水果肉外形特征，启发幼儿
给水果娃娃送果皮外衣。

2、神奇的水果箱。

（1） 教师（出示水果箱）：小朋友这里有一个神奇的水果
箱，箱子里面有许多的水果娃娃，谁来摸一摸。猜一猜，箱
子里面有哪些水果娃娃。

（2） 请个别幼儿上来摸，猜测水果名称，在摸出来给大家
看一看，进行验证。

（3） 教师说出水果名称，请个别幼儿上来，在水果箱里摸
出相应的水果。

3、观察各种各样的水果图片。



教师（出示各种水果图片）：你看到了什么？它是什么样的？
让幼儿观察认识，并讲述水果的特征。

4、引导幼儿讨论：果皮放在哪里。

（1） 教师：你吃过什么水果？你是怎么吃水果的？你把果
皮扔在哪里了？

（2） 师幼共同小结：水果有营养，吃水果可以补充维生素，
让小朋友长高、长结实，但是水果皮不能乱丢，要放在垃圾
桶里。

水果是幼儿熟悉、喜欢的，同时水果也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
源。我们引导幼儿通过充分的观察和感受，认识到了水果的
品种很多，对颜色有了更多的认识。幼儿通过观察发现并总
结出了不小新颜色，比如黑紫色、红紫色等。丰富了他们认
知。在活动中我们注意渗透幼儿交往能力的培养，注重引导
幼儿充分感受并表达分享快乐。在《我喜欢吃的水果》《水
果宝宝穿新衣》等快乐游戏活动中幼儿情感和能力得到了很
好的培养，在制作水果沙拉活动中，幼儿敢于表现，能热情，
大方地与人交往，其自信心得到了增强，此次主题系列活动
中的设计与组织注重关注幼儿的兴趣，启发引导幼儿的积极
性思考与大胆动手制作，有机地将各领域教育内容与需求整
合起来，在促进幼儿主动，全面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活动开展之前，我们充分利用家长资源，请家长带孩子参
观水果店，收集水果图片、实物，丰富有关水果的经验，并
且与孩子一起制作水果娃娃。在家长的共同参与下，在惹人
喜爱的水果娃娃吸引下，孩子们对水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逐渐走进了水果的世界。而我们的主体墙也是由于得到家长
的帮助，内容十分丰富，有常见的水果，也有很多是孩子没
有见过和没吃过的水果，如猕猴桃、山楂、橄榄、火龙果、
冬枣、黑布林等，适时地扩展了幼儿的视野，吸引了幼儿的
注意力。



幼儿是主动的学习者，创设环境的目的主要就是为幼儿的发
展创造条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他们的创造
潜力。在环境的创设中让孩子、家长和我们老师共同成为环
境创设的主人。请家长和幼儿一起收集资料、让幼儿参与环
境的布置等就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