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水的社会教案中班 中班劳动活
动设计方案(模板7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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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水的社会教案中班篇一

1．知道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

2．知道身边的人都是劳动者，他们用劳动为大家服务，有尊
敬和热爱他们的情感。

3．在活动中培养劳动意识，学习劳动技能，体验劳动生活。

活动对象：全园幼儿。

活动时间：5月1日到5月31日。

活动主要负责人：各班正、副班主任，保育员。

活动口号：十个手指动动动，什么活儿都会干！

1．各班搜集各种有关劳动的图片在主题墙上张贴，进行宣传。

2．各班搜集适合本班幼儿的以劳动为主题的儿歌、故事，在
活动中让幼儿听一听、讲一讲、唱一唱。

3．各班在家园栏里进行有关劳动内容的宣传，达到家园共育
的教育目的。



（一）小班——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1．围绕“我会自己穿衣服”“我会自己洗手”“我会自己吃
饭”等内容设计活动方案并开展活动。

2．每个人选择自己认为做得好的一种劳动，参加班级组织的
比赛，各班根据比赛结果，评选各种“劳动之星”。

（二）中班——我是快乐的小帮手

1．各班利用晨间谈话，给孩子讲解几种劳动技能，如擦桌子、
扫地、叠被子、分餐点、分饭菜等。

2．各班每天选出小值日生，帮助老师、阿姨做好班级各项日
常工作，如擦桌子、扫地、叠被子、分餐点、分饭菜、收发
本子等。

3．各班每周评选出一名“值日之星”。

（三）大班——家务劳动小能手

1．开展“爸爸妈妈真辛苦”调查活动。让幼儿观察自己的爸
爸妈妈每天工作回家后所做的事情，利用晨间谈话进行交流，
谈谈感受，让大家体会父母的辛苦。

2．通过调查，了解父母的艰辛之后，让幼儿想一想如何去帮
助爸爸妈妈，并与家长共同商量，定好家务劳动计划。

3．让幼儿根据自己订制的家务劳动计划，开展“家务劳动小
能手”的家务劳动实践活动。每天在家做一些家务劳动，让
家长把孩子当天所做的家务记录下来。（发记录表）

4．周末让家长对孩子在家的劳动进行评价。（在记录表上进
行评价）



“我能行”劳动技能大比武，分年级组进行比赛，每班男女
各10人。

小班：穿衣服比赛。

中班：剥毛豆比赛。

大班：上学准备。（整理书包）

能手”获得者发劳动奖章进行鼓励。

中班水的社会教案中班篇二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感受乐曲旋律及其欢快活泼的性质，体会音乐所
表现的意境。

2、培养幼儿在打击乐活动中，进一步学会控制和协调并用自
己固定的节奏随音乐演奏，始终保持自己的声部。

3、感受旋律的气氛以及和同伴一起参加集体音乐活动的乐趣。

4、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发展幼儿的表现力。

5、感知乐曲的旋律、节奏、力度的变化。

活动准备：

1、已学会唱《小牧民》。

2、立体玩具小马，脖子上套一串小铃。

3、指导幼儿认识有关牧民的生活及劳动内容。



活动过程：

1、复习歌曲《小牧民》。

2、学习掌握__ __︱ __ __︱节奏型。

(1)教师用双响筒敲击__ __︱节奏型，另一幼儿操作玩具小
马，让其他幼儿注意倾听“小马”跑时脖子上串铃发出的响
声。

(2)启发幼儿说出是谁来了?怎么来的?

(3)幼儿将自己听到的马蹄声节奏拍出来。

(4)全体幼儿随着音乐拍“马蹄声”节奏。

(5)幼儿用模仿马蹄声“哒哒哒哒”或“的个的个”。

3、教师在幼儿拍__ __︱ __ __︱节奏声中唱《小牧民》歌
曲。

4、探索17小节到20小节与其他旋律节奏的不同。

(1)让幼儿体会小牧民来到一望无际的草原，心里是怎样想
的?怎样表示?

(2)用欢呼声表示小牧民激动的心情。

(3)用动作表示小牧民激动的心情。

(4)教师帮助幼儿归纳出节奏型_—︱_—︱。

5、组织幼儿二声部语音节奏，教师一个声部，全体幼儿一个
声部，分别念马蹄声的节奏和串铃的节奏，欢呼声齐念。



6、讨论配器。

(1)小牧民骑着马跑来，用什么乐器来表现?集体探索并尝试
演奏。

(2)小牧民看到草原很高兴，用什么乐器表示?

(3)在速度较慢的琴声伴奏下，在教师的语音提示下，幼儿打
击乐器。

(4)在录音机里的音乐伴奏下，进行演奏。

(5)交换乐器演奏。

中班水的社会教案中班篇三

活动目标：

1.在尝试运用粗细不同的笔作画中初步培养幼儿线描的兴趣。

2.初步尝试运用线条的粗细变化进行装饰，初步培养幼儿认
真做事的习惯。

3.培养幼儿动手操作的能力，并能根据所观察到得现象大胆
地在同伴之间交流。

4.感受绘画的趣味性，体会创作的快乐。

5.鼓励幼儿乐于参与绘画活动，体验绘画活动的乐趣。

活动重难点：

尝试运用线条的粗细变化进行装饰。

活动准备：



粗细不一的记号笔若干、8的纸张若干、教师的范例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近阶段，来小猪胖胖的公园的游客越来越少，于是他决定
把最简单的三撞老房子翻新成高楼大厦吸引游客，小猪问小
朋友，有什么好办法把最简单的三撞老房子翻新成高楼大
厦?(画的高点、顶天立地;装饰的漂亮点、可以是各种形状的
门和窗。)

2.今天我们画高楼大厦的时候要和线条一起做游戏，你们知
道的都有哪些线条呢?(直线、曲线)

二、出示范例图片、观察欣赏

1.这个美丽的图案是用哪个线条画的，是用一个什么好办法
画出来的?(粗细的变化)

教师逐一出示相应的图片进行讲解。

3.出示范例观察，看潘老师为小猪设计的房子。

你喜欢哪撞房子?最喜欢它什么地方?为什么?(要求幼儿把话
说明白。)

小结：原来不用涂颜色，用线条一样可以把房子打扮的很漂
亮。

三、引导创作及指导

2.介绍有创意的图案，鼓励大家学一学。

3.激励绘画中认真作画的幼儿，鼓励幼儿向他们学习。同时



要学习小猪一样不怕困难。

四、延伸活动

中班水的社会教案中班篇四

促进友谊，张扬青春，激励学习。

知识竞答话题辩论主题演讲自我挑战节目表演

公正公平透明活泼有序

主持人组（2人）评委组（6人）组委会（17人）公正组（4人）

审计组（6人）后勤组（不限）红方蓝方

活动项目分为五个环节，每个环节十分，共计五十分。

知识竞答环节

知识竞答题共计50道题，每小题0.2分。知识竞答题分为三种
题型，必答题、抢答题和挑战题。必答题20道，抢答题20道，
挑战题10道。

必答题为红方蓝方各10道，小组成员举旗即可回答，答对即
可得分。每道0.2分，共4分。

抢答题20道，每道0.2分，共4分。答错不扣分，抢答时须先
举手站起示意，然后答题，后举手站起者无权答题。（主持
人评判）。对于连续抢先示意三次而未能打对者倒扣0.2分。
抢答题不进行重复性答题，只有一方可答题，无论回答对错，
进入下一题。挑战题10道，小组成员举手站起即可答题，答
对奖励0.2分，答错扣除0.2分。红蓝双方各五道选择权。可
以弃权不答。注明：举手站起后，应在15秒内答题，否则视



为无效。进入下一题。

演讲竞技环节

演讲内容要求：内容积极向上，有激情，时间不得短于一分
半，不得长于三分钟。演讲内容清晰，主旨明确。评分细则：

一、演讲内容：4分。要求演讲内容紧扣主题，主题鲜明、深
刻，格调积极向上，语言自然流畅，富有真情实感。

二、语言表达：3分。要求脱稿演讲，声音洪亮，口齿清晰，
普通话，语速适当，表达流畅，激情昂扬。讲究演讲技巧，
动作恰当。

三、形象风度：2分。要求衣着整洁，仪态端庄大方，举止自
然、得体，体现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上下场致意，答谢。

四、综合印象：1分。由评委根据演讲选手的临场表现做出综
合演讲素质的'评价。

评分由评委小组评分，去掉最高和最低分，四个加权平均就
是最后得分。

话题辩论环节

红蓝双方须持相反观点，红方为正方，蓝方为反方。

话题辩论分为观点陈述（2分）激情辩论（5分）自由提问（1
分）总结驳斥（2分）

话题辩论小组各有六人，先由一位代表提出团队观点，对方
随后提出团队观点。然后进去辩论环节，由各个小组的一辩
二辩三辩四辩进行辩论驳斥问答，然后有红蓝对方普通成员
进行自由提问，最后由各方一名代表作总结驳斥。



评分由评委小组评分，去掉最高和最低分，四个加权平均就
是最后得分。

话题选项：（左边话题为正方，右边话题为反方）

人生道路上机遇更重要人生道路上奋斗更重要

注明:观点陈述时间为限时一分钟，不得短于30秒。激情辩论
时间为6-8分钟。自由提问为2分钟。总结驳斥1分钟。

节目表演环节该环节穿插于整个活动当中。总分10分。歌曲
类红蓝双方各2个，每个2分。舞蹈相声小品类红蓝双方各2个，
每个2.5分。评委小组依据表演特特色和水平可酌情加0.1
到0.5分。

评分由评委小组评分，去掉最高和最低分，四个加权平均就
是最后得分。

注明：要求节目表演准备充分，有一定水平。

自我挑战环节总分10分。挑战项目分为四个环节，每个环节
各一人。挑战成功即可得2.5分，失败不扣分。挑战项目每个
环节必须有红蓝双方公证人监督下进行。结果评判后，像评
委组报告，由评委组集体认定评判结果。如有异议，可进行
加赛。

查卷子:红蓝双方选手各有不同数量的卷子，需在60秒内查出
数目，并上报公证人，公证人上报评委组。最接近准确数目
者获胜。如结果相同，可进行加赛，加赛要求加时加量。时
间为90秒。

踢毽子:公证人计算在一分钟内的连续踢毽次数，次数多者获
胜。结果相同，可进行加赛，加赛时间为90秒。吹气球：在
公证人监督下，最先吹破气球者获胜，如有异议，可进行加



赛。

中班水的社会教案中班篇五

设计意图：

枯树不会发芽，惹人讨厌；绽放嫩芽、叶子的绿树，生机勃
勃，人人喜爱。故事运用树木的这一现象以及人们对树的心
理感受，揭示了树木生长的自然规律，也暗示了拥有积极情
感的重要。

活动目标：

1、通过对比情境，知道树枝发芽才会成为一棵让人喜爱的绿
树。

2、感受故事中的社会性意蕴，知道要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

活动准备：

对比性图片2张；故事插图一套；录音机、磁带。

活动过程：

一、对比讲述。

出示两幅对比性图片，提问：

1、师：你们看看这两棵树有什么不一样呀？

2、师：那你喜欢哪棵树呢？为什么？

二、教师分段讲述故事，理解故事内容。

（一）讲述故事第一部分，提问：



1、师：去年，小鸟为什么在树上垒窝呢？（因为小鸟喜欢绿
树，所以在上面做窝安家）

2、师：老奶奶为什么在树阴下卖冰棍？（树阴凉快，所以老
奶奶在下面买冰棍）

3、师：那风筝的线为什么会缠在树上？（因为风筝喜欢绿树，
所以飞过绿树的上面）（引导幼儿认识绿树的可爱。小鸟喜
欢绿树，所以在上面做窝按家；树阴下凉快，老奶奶在树阴
下卖冰棍。）

4、师：这棵树啊不高兴发芽，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一起来
听听看，会发生什么事。

（二）讲述故事第二部分，提问：

1、师：小树不高兴发芽的时候，小鸟住到什么地方去了？

2、师：老奶奶还会到树下去卖冰棍吗？

3、师：风筝还喜欢住在这儿吗？

4、师：小树不发芽，不长叶了，大家都不喜欢它，所以都不
来了。

5、师：这棵小树还是不高兴发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啊？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三）讲述故事第三部分，提问：

1、师：环卫工人为什么要挖掉不高兴发芽的树呢？（因为不
高兴发芽的树不发芽，环卫工人以为它已经枯死了，所以要
挖掉它。）

2、师：不高兴发芽的树听了环卫工人的话怎么样了呢？（它



吓傻了，急得浑身发热）

3、师：这可怎么办呢？你能帮小树想想办法吗？（幼儿自由
想象，帮小树想办法）

4、师：小朋友们想了这么多办法，我们一起来听听小树自己
想了个什么好办法呢？

（四）讲述故事第四部分，提问：

1、师：不高兴发芽的树最后发芽了吗？

2、师：环卫工人为什么搔搔头皮就走了呀？（因为他找不到
不发芽的树，以为自己昨天看错了）

三、教师结合挂图完整讲述故事。

1、师：小树不发芽能不能长出叶子啊？（不能）

2、师：人们为什么不喜欢不发芽的树呢？为什么喜欢发芽的
树呢？（树不发芽，就没有叶子，没有树阴，大家就不喜欢，
我们都喜欢发芽的树，是不是啊？）

3、师：我们再来完整的听一听这个故事

四、欣赏故事录音一遍。

1、师：如果你是小树，你愿意做发芽的树还是做不发芽的树
呢？

2、教师小结：小树每年春天都会发芽，慢慢地长出树叶，夏
天来到的时候，人们就可以在大树下乘凉了。这个不喜欢发
芽的树在听到环卫工人的话之后，感觉到很害怕，一个晚上
的时间就发芽了。发芽了，就会长叶子了，他就又变成了一
棵有用的树。所以，我们都要做对别人有用的事情。



3、师：那我们小朋友能做帮别人做些什么事啊？（睡觉的时
候互相脱衣服）五、经验迁移，知道要做个有用的人。

设计意图：

你能为别人做些什么事？

通过比较，产生对发芽小树的喜爱。

在分段讲述故事中，体会到小树的心理变化过程。

在完整欣赏中，加深对故事的理解，懂得要做对别人有用的
人。

在经验迁移中，体现自己的价值。

活动反思：

整个活动充分发挥了幼儿的主体地位，真正改变了以前的传
统教学模式。让幼儿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活动中来，体现了幼
儿学习的主体性，而老师则是很好地成为了幼儿学习中的组
织者，支持者，及其引导者。

中班水的社会教案中班篇六

活动名称：

不高兴发芽的树

活动说明：

枯树不会发芽，惹人讨厌;绽发芽、苞、叶子的绿树，生机勃
勃，人人喜爱。故事运用树木的这一现象以及人们对此的.心
理感受，既揭示了树木生长的自然规律，也暗示了拥有积极



情感的重要。

活动目标：

1、通过对比情景，知道树枝发芽才会成为一棵喜爱的绿树。

2、感受故事中的确社会性意蕴，形成开朗乐观的态度。

3、知道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

4、能大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体验成功的快乐

5、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1、挂图第8号。

2、故事磁带。

3、音乐《嫩芽长出来》

活动过程：

1、组织活动

幼儿随音乐《嫩芽长出来》翩翩起舞

2.智力活动

1)不发芽的小树

出示挂图。看看哪些发芽、长叶子了，哪些不发芽、没长叶
子。(只有一棵小树没有发芽、长叶子)



你喜欢发芽、长叶子的树，还是不发芽、不长叶子的树?(喜
欢有嫩芽和绿叶的小树)

2)不高兴的小树。

我们来听一听故事《不高兴发芽的树》，想一想这棵小树为
什么不高兴发芽。

教师结合挂图，讲述故事。

引导幼儿认识绿树的可爱。小鸟喜欢绿树，所以在上面做窝
安家;树阴下凉快，所以老奶奶在下面卖冰棍。风筝喜欢绿树，
所以飞过绿树的上面。

小树不高兴发芽的时候，小鸟住在哪里去了?老奶奶还到树下
来卖冰棍吗?风筝还喜欢往这儿飞吗?(小树不发芽、不长树叶，
大家都不喜欢它，都不来了)

3)着急的小树。

倾听故事录音。

环卫工人为什么要挖掉不高兴发芽的树?(因为不高兴发芽的
树不发芽，别人以为它已经枯死了)

不高兴发芽的树听了环卫工人的话怎么样了?(吓傻了，急得
浑身发热，急得发出了嫩芽)

不高兴发芽的树最后发芽了吗?环卫工人为什么搔搔头皮走
了?(找不到不发芽的树，以为自己昨天看错了)

人们为什么不喜欢不发芽的树?为什么喜欢发芽的树?(树不发
芽就没有叶子，没有树阴，大家就不喜欢;树枝发了芽，就会
长出叶子，变成一棵绿绿的树，大家都喜欢绿树)



3、能力运用

幼儿阅读幼儿活动材料第二册p20—p22。

活动反思：

整个活动充分发挥了幼儿的主体地位，真正改变了以前的传
统教学模式。让幼儿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活动中来，体现了幼
儿学习的主体性，而老师则是很好地成为了幼儿学习中的组
织者，支持者，及其引导者。

中班水的社会教案中班篇七

活动说明

枯树不会发芽，惹人讨厌；绽发芽、苞、叶子的绿树，生机
勃勃，人人喜爱。故事运用树木的这一现象以及人们对此的
心理感受，既揭示了树木生长的自然规律，也暗示了拥有积
极情感的重要。

活动目标

1、通过对比情景，知道树枝发芽才会成为一棵喜爱的绿树。

2、感受故事中的'确社会性意蕴，形成开朗乐观的态度。

3、知道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

活动准备

1、挂图第8号。

2、故事磁带。



3、音乐《嫩芽长出来》

活动过程

1、组织活动

——幼儿随音乐《嫩芽长出来》翩翩起舞

2．智力活动

1）不发芽的小树

——出示挂图。看看哪些发芽、长叶子了，哪些不发芽、没
长叶子。（只有一棵小树没有发芽、长叶子）

——你喜欢发芽、长叶子的树，还是不发芽、不长叶子的树？
（喜欢有嫩芽和绿叶的小树）

2）不高兴的小树。

——我们来听一听故事《不高兴发芽的树》，想一想这棵小
树为什么不高兴发芽。

——教师结合挂图，讲述故事。

——引导幼儿认识绿树的可爱。小鸟喜欢绿树，所以在上面
做窝安家；树阴下凉快，所以老奶奶在下面卖冰棍。风筝喜
欢绿树，所以飞过绿树的上面。

——小树不高兴发芽的时候，小鸟住在哪里去了？老奶奶还
到树下来卖冰棍吗？风筝还喜欢往这儿飞吗？（小树不发芽、
不长树叶，大家都不喜欢它，都不来了）

3）着急的小树。



——倾听故事录音。

——环卫工人为什么要挖掉不高兴发芽的树？（因为不高兴
发芽的树不发芽，别人以为它已经枯死了）

——不高兴发芽的树听了环卫工人的话怎么样了？（吓傻了，
急得浑身发热，急得发出了嫩芽）

——不高兴发芽的树最后发芽了吗？环卫工人为什么搔搔头
皮走了？（找不到不发芽的树，以为自己昨天看错了）

——人们为什么不喜欢不发芽的树？为什么喜欢发芽的树？
（树不发芽就没有叶子，没有树阴，大家就不喜欢；树枝发
了芽，就会长出叶子，变成一棵绿绿的树，大家都喜欢绿树）

3、能力运用

——幼儿阅读幼儿活动材料第二册p20—p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