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一日教学活动计划(精选5篇)
制定计划前，要分析研究工作现状，充分了解下一步工作是
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是依据什么来制定这个计划的。怎样
写计划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计划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
小编带来的优秀计划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大班一日教学活动计划篇一

1、通过健康游戏发展幼儿绕障碍走、跑的能力，提高幼儿动
作的灵敏性；

2、培养幼儿在活动中积极动脑的`意识，以及教育幼儿爱护
小树苗。

皮球四个，装水饮料瓶幼儿人手一个，用废旧饮料瓶制作的
小树苗若干，录音机，磁带。

四路纵队入场，向右转，成体操队行散开，老师带幼儿一起
跟音乐做准备操，活动幼儿全身各个部位。

1、给小树苗巡逻。启发幼儿想办法，绕小树苗花样走，鼓励
幼儿想出多种不同的办法。

2、给小树苗浇水。幼儿持瓶双臂侧平举绕小树苗走。（加大
手臂负荷绕障碍走）

3、接力赛。加大活动量，绕障碍跑。接力赛三次。距离为10
米。

放松活动，打“保龄球”。分为四组，玩若干次。活动结束。



大班一日教学活动计划篇二

活动目标 ：

1.了解汉字的起源，知道汉字是中国人发明的文字。

2.初步了解汉字的演变过程.尝试根据图画、象形字认读相对
应的汉字。

3.体验汉字中的趣味性，关注周围环境中的汉字，萌发阅读
汉字的兴趣。

重点：初步了解汉字的演变过程.

难点：知道以“木”为偏旁的字均与“木”有关。

活动准备 床、桌、椅、木块、大树等图片，并写出相应的名
称。

“木、林、森”汉字卡片及相应的图片。

书法作品及“火、水、山”的演变图。

活动过程：

一、欣赏书法作品

教师：“你们觉得这些字怎么样?这是汉字，是中国特有的一
种文字。”

了解汉字的演变

二、出示火、水、山的演变图。

教师讲解汉字的演变过程。



教师：“我们的汉字是古代的人发明的，很久以前人们为了
记忆一些东西就想办法先画出他们的样子，后来人们为了方
便就慢慢地简化他们，就变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了汉字。”

三、寻找汉字的秘密

1、床、桌、椅图片，请幼儿说出它们的名字。

2、出示汉字，请幼儿猜猜看是什么字。

教师：“这些汉字你们认识吗?”“它们是什么?”

进一步引导幼儿观察这些字的共同之处。

教师：“这些汉字有个共同的小秘密，谁能找到?为什么这些
字里都有一个木字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木头做的)

出示树的图片。

引导幼儿了解一棵树用一个木表示;许多的树在一起成为树林
就用两个木字表示，就是树林的“林”字;很多很多数不清的
树在一起是一片森林，我们用三个木字表示，就是森林
的“森”。

游戏：找名字

在很多的名字中找出自己的名字，然后观察好朋友的名字进
行初步记忆，然后再在很多的名字中找出好朋友的名字。

大班一日教学活动计划篇三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用简单的语句“为什么我不能像……那样……”



完整的表述图画中的主要内容。

2.引导幼儿认识符号：说话的“泡泡”和“?”。

3.通过看看说说的活动，培养幼儿安静倾听的习惯。

活动准备：

教具图片一套，符号：“泡泡”和“?”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主题。

1.今天，我们小4班会有很多的小动物来做客

(出示图片小猫)看，是谁来了?

幼儿用“小鸟和鸟妈妈来了”回答。

2.认识符号

幼儿先自己讲述，在教师介绍。

教师介绍：泡泡表示小鸟想说话了。像钩子一样的符号叫问
号，问号表示有问题要问了。在遇到有问号的地方，应该用
疑问的语气来读。

二.讲述图片内容。

1.讲述图1

小鸟看到了谁?小鸭在干什么?它有什么话要说?想问妈妈什么
呢?你来猜一猜。



教师小结：小鸟问妈妈，为什么我不能像小鸭那样玩水?

请幼儿集体练习讲述这句话。

2.讲述图2

小鸭和妈妈在玩水，看见了谁?在干什么?他也有话要说了，
想问妈妈什么呢?

请你用“为什么我不能像……那样……”的话来问一问。

幼儿讲述后教师小结。请集体幼儿一起练习讲述。

3.引导幼儿讨论。

出示图3小猫看小兔吃萝卜;图4小兔听见小狗汪汪叫;图5小狗
看小鱼吹泡泡;

这些小动物他们也有很多的话要问妈妈，他们会问什么呢?请
你和旁边的好朋友讨论一下。

请幼儿讲述：你想来猜一猜那个动物朋友的问话?

幼儿个别讲述，如果讲得好，可以请集体幼儿一起模仿一下。

4.教师完整讲述故事。

这些画讲了一个故事，名字就叫为什么我不能。如果你有点
会说了，可以帮助老师一起说。

教师讲述。

三.引导幼儿创编。

图6小鱼和两个符号;图7小牛和两个符号。



你来猜一猜他们看到了什么?会问妈妈什么话呢?

还有什么小动物也会问妈妈呢?我们下课再去想想吧

大班一日教学活动计划篇四

1、激发小朋友关注和探索天气现象的兴趣。

2、培养小朋友的观察力和较连贯的讲述能力。

3、进一步明确有哪些动物有预测天气的本领。

课件(动物下雨前的活动情况)，幻灯片四幅(1、燕子低飞2、
蚂蚁要搬家3、鲤鱼游到水面上4、蜜蜂忙着采蜜)，录音机、
磁带《夏天的雷雨》《我爱我的小动物》、各种动物头饰跟
小朋友人数一样。

一、开始部分：

1、听音乐《夏天的雷雨》，孩子们进入活动室。

2、猜谜语导入课题，引起小朋友的学习兴趣。

谜面：千根线，万根线，落到水里看不见。(谜底：雨)

二、基本部分：

1、出示幻灯片：

引导小朋友观察每一幅图片中的小动物，它们的活动与平时
有什么不同，在观察过程中，幼师引导孩子们了解一些动物
预测天气变化的相关知识。并回答：小朋友，要下雨了，图
中的小动物在干什么?(燕子在捉虫子吃，好多的蚂蚁在运食
物呢，蜜蜂在嗡嗡的采蜜……)，那它们为什么这么忙呢，怎



么不一起玩呢?(小朋友讨论)嗯，小朋友们真聪明，因为要下
雨了，所以它们都在准备下雨前的`工作啊。

2、幼师小结：《下雨早知道》：

要下雨了，燕子飞的低。这时候空气潮湿，小虫子飞不高，
燕子就低飞去捉它们。(燕子低飞要下雨)要下雨了，鲤鱼游
到水面上。这时候水里氧气少，它们只好呼吸到水面上的空
气。(鱼跳水，要下雨)要下雨了，蚂蚁忙着把家搬到高处，
免得被雨水淹了。(蚂蚁成群，明天不晴)要下雨了，蜜蜂很
忙碌。这时候空气潮湿，花儿开得多，它们忙着采蜜。(蜜蜂
窝里叫，大雨就来到;蜜蜂不出窝，风雨快如梭。)

3、让小朋友说自己知道的其它的动物有预测天气的本领。

那小朋友们，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你见过哪些小动物跟平
时不一样吗?

(老师我见过蜻蜓飞的很低……孩子们互相讨论)

4、出示下雨前预兆明显的几种动物的课件：请小朋友进一步
扩展知识。

重点让孩子们了解几种动物的俗语：

“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不久就来到”。“狗洗脸，猫吃
草，不到三天雨来到”;“狗咬青草晴，猫咬青草雨”;“狗
卧灰堆，天阴雨催。蜜蜂窝里叫，大雨就来到;”“蜜蜂不出
窝，风雨快如梭”。“蚂蚁排成行，大雨茫茫;蚂蚁搬家，大
雨哗哗，蚂蚁衔蛋跑，大雨就来到。”等等。

5、请小朋友选择动物头饰，进行下雨前的准备活动状态。引
导小朋友在游戏中加深印象。



小朋友自由表演，老师及时观察表演到位的小朋友。

让表演好的小朋友做示范动作，全体小朋友一起跟学。

老师说出动物名称，小朋友学下雨前的动态。

6、分角色表演故事。

三、结束部分：

随音乐《我爱我的小动物》走出活动室，观察今天的天气有
什么变化?。

四、活动延伸：

1、把你知道的动物下雨前的预兆，讲给爸爸妈妈听，让他们
跟我们一起分享。

2、用已经掌握的知识，观察天气的变化，让家人帮助记录下
来。

大班一日教学活动计划篇五

1.乐于探索生活中的现象，体验操作的乐趣。

2.探索发现利用一张纸使小球稳定的方法。

3.能积极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

1.课件-照片：球

2.乒乓球和纸。

一、启发幼儿想象，引出问题。



课件：球

你们看这是什么？（球）

你们喜欢玩球吗？你会怎样玩？

二、幼儿玩球，发现现象

1.幼儿自由玩球.

2．幼儿将球放在柜子上，引导幼儿发现小球在桌面容易滚落
的现象。

三、提出问题，幼儿设想

1．怎样让小球站稳?

2．鼓励幼儿大胆设想，表述自己的想法。

3.再次提出问题：能不能想办法就用一张纸让小球站稳？

4.鼓励幼儿动脑筋.再次大胆设想，并表述自己的想法。

三、动手尝试，实践想法

1.幼儿每人一张纸，尝试用纸帮助小球站稳。

（鼓励幼儿尝试各种方法）

2.教师观察，引导幼儿讲述自己的'做法。

四、活动交流

1.引导幼儿相互交流自己的做法。



2.个别幼儿讲述自己的做法，展示成果。

3.将作品陈列在柜子上，幼儿集体欣赏大家的成果，感受成
功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