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认知活动教案中班 社会活动中班教案
(模板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
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社会认知活动教案中班篇一

1.通过参观使幼儿知道超市里的物品很齐全，并了解超市是
方便人们购物的场所。

2.观察、了解超市和人们生活的关系并尝试购物，遵守购物
规则。

3.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4.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1.事先与附近超市进行联系;

2.幼儿每人准备两元零钱。

一.谈话讨论

1.去超市我需要购买些什么?列出小清单

2.在超市里我们怎样去购买物品?在购物时需要注意什么?

提出注意事项：



1.仔细观察、不随意乱翻、乱摆，小心轻放各类物品。

2.不将未付款的物品带出超市，在收银台结帐。

3.注意观察标价，不超支。

观察货物的分类方式，学着迅速、准确找到自己需要的货物。

二.去超市购物

1.幼儿参观超市。

引导幼儿观察商品的归放排列、商品的标价、付款处。

2.尝试购物。

(1)指导幼儿独自或结伴购物。

(2)观察幼儿购物时遇到的问题并协助解决。

(物品放置过高，超出购买范围，提醒找零钱，拿好清单，排
队付款等)

三.延伸活动：

与家长联系，到超市购物时可带孩子一起去，一起选择商品，
一同付款。

社会课程以培养品德良好、乐于探究、热爱生活为目标。基
于这一点，我在这一课时的教学目标定位上也是综合的。通
过教学培养孩子合理消费、节约资源的良好习惯，学习选购
商品的生活技能。让孩子在与生活联系的活动中体会成长的
快乐。



社会认知活动教案中班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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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认知活动教案中班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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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认知活动教案中班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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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认知活动教案中班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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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