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托班社会活动打招呼教案(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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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托班社会活动打招呼教案篇一

1、走不同脚印的小路，发展走、跑、跳的动作技能。

2、大胆探索不同脚印的不同走法，培养肢体动作的协调性和
灵活性。

3、增强规则意识和团队合作意识，体验挑战成功带来的愉悦。

活动准备

1、课件——赤脚感知不同的路

2、音乐：放你的小脚丫

3、不同脚印排列的小路。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师生赤脚自由站立在用泡沫板拼成的方形场地上，复习小
脚的结构，激发活动的愿望。

2、随音乐进行小脚热身运动：

小脚走路好神气（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



小脚跟儿抬起来，脚尖轻轻来走路——长高了；

脚尖儿累了歇一歇，翘起脚尖脚跟走——变小丑；

小脚小脚真能干（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

二、展开

1、引导幼儿发挥想象，猜想出脚的不同部位能踩出的不同脚
印。

教师：用小脚的不同部位走路，印在地上的小脚印就会不一
样，

有的是整个小脚掌，有的是前脚掌，有的只是后脚掌。

真是这样的吗？我们一起来验证吧。

2、出示不同的全掌脚印小路，鼓励幼儿大胆尝试用多种方法
走过小路。

（1）规整排列的全掌脚印小路

教师总结：这就是全脚掌走路时印在地上的小脚印，刚才小
朋友们用不同的方法走过了这条全掌脚印小路，有的大步走，
有的跳着走，有的跑着走，都很平稳。

3、不同脚印（前脚掌和后脚掌的脚印）的小路。

教师总结：这条小路上的小脚印，有的是用前脚掌走路留下
的，有的是用后脚掌走路留下的，小朋友们用高人走的方法
走过前脚掌脚印，用小丑走的方法走过后脚掌脚印。

4、组合脚印（全掌脚印、前脚掌脚印和后脚掌脚印）的小路。



教师总结：这条小路上有不同的小脚印，小朋友们看着小脚
印的模样变换不同的走路方法，一会儿走，一会儿跳，一会
儿高人走，一会儿小丑走，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5、游戏：比一比，看谁快。

教师展示四组由四条小路组合而成的长长的路，幼儿站成四
列纵队，通过竞赛的方式巩固走、跑、跳的动作技能。

教师小结：今天，小朋友们用不同的方法、变换不同的动作，
快速走完了不同脚印的小路，真是了不起！我们的小脚真的
很能干！

三、结束

1、在音乐的伴奏下，教师和幼儿一起做放松活动

一起背靠着坐下来，伸直小腿——拍一拍；

小手向后撑住地——动动小脚；

小脚尖勾一勾，脚背伸直绷一绷，碰一碰；

小脚一起向左转一转，向右再来转一转；

左摆右摆，一前一后，动一动，点点头；

慢慢收回小腿，敲一敲，捏一捏；

摸摸小脚，挠挠脚底心儿，哈哈——小脚真可爱！

2、洗干净小脚，穿好鞋子，结束活动。



托班社会活动打招呼教案篇二

活动目的.：

1、乐意尝试打开各种容器，感受不同容器的开启方式。

2、让幼儿通过操作摆弄，体验成功的快乐。

活动准备：

1、鹌鹑蛋、橘子、巧克力、瑞士糖、开心果等食物

2、拉链袋、盒子、塑料瓶等各种食物的容器。

3、每人一只箩筐，湿巾纸。

4、小熊手偶

活动过程：

一、导入：

幼儿和老师一起做游戏，电话铃响了。老师假装接电话。

“你好，你找谁？哦，是小熊。有什么事？……请我们小朋
友带着娃娃一起到你家去做客？哦，你等一等我来问一
问？”

老师问：“小朋友，小熊请我们带着娃娃一起到它家做客，
你们愿意吗？”

“小熊，我们马上就到你家去做客。再见。”

二、幼儿操作：



1、幼儿向小熊问好。小熊请小朋友坐。（老师套手偶）

2、幼儿围坐在老师的周围，老师展示托盘里的食品。

3、幼儿看着包装盒自由猜，说说是什么。

4、小熊：我把好吃的东西都藏在各种各样的瓶子、罐子、盒
子里，你有办法吃到他们吗？

（引导幼儿预测有没有办法吃到这些东西。）

的容器和包装袋。边操作边说“打开来，尝一尝”。）

三、结束

1、录音机放娃娃哭声。

小熊问：“谁在哭？”，小熊找到娃娃问：“娃娃你怎么
了？”

娃娃：“我不会开盒子”小熊：“娃娃不会怎么办？”引导
幼儿说出：“我来帮助你。”

出示一只盒子请愿意上前的幼儿演示开启的方法，进一步激
起幼儿的探索欲望，引导幼儿回忆刚才使用过的各种手段，
并逐一尝试将它打开（交流经验，使其他没有开启这种容器
的幼儿也掌握了这种经验，使得经验共享）。

2、师幼一起整理场地。

托班社会活动打招呼教案篇三

一、导入：



学汽车司机开汽车。（播放欢快的音乐）

二、展开：

1、看录像：“马路上的车”，激发幼儿探索的兴趣。

提问：看，什么车开来了？（公共汽车）

它长得是什么样子的？怎么乘？

看录像：（出租车）仔细看，什么车要开过了？

问：你怎么知道是出租车？你喜欢乘出租车吗？出租车怎么
乘？

2、观察、自由交流汽车的特征。

幼儿到后面，自由观察桌子上的汽车的图片、玩具，进行比
较，发现汽车的不同特点。

幼儿分散观察，交流。

回到座位后交流：刚才你发现了什么特别的车子？你为什么
喜欢它？哪里会用到它？

3、教师和小朋友们玩“猜谜”的游戏。

小朋友们都很聪明，认识各种各样的车。现在老师要考考你
们，我们来玩一个猜谜的游戏。请你听清楚老师出的题目，
然后回答这是什么车？现在请听题。

——一二三，排队等，投币才能坐上车。请问这是什么车？
（公共汽车）

——下雨车，下雨车，边下雨来边唱歌。谁知道下雨车的名



字？（洒水车）你怎么知道的？出示洒水车的图片，。

请幼儿用动作模仿洒水车的样子。它的哪里会洒水？水装在
哪里？哪些地方喜欢洒水车？

——大嘴车，大嘴车，边吃垃圾边唱歌。知道是什么车吗？
（垃圾车）

4、听声音，辨车子。

小朋友们真棒！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一些车子会发出特别的
声音，请小朋友听一听，猜猜是什么车来了？（放录音）

（警车）模仿警车的声音

——抓坏人的时候，警察就会开着它出来。

（救护车）模仿救护车的声音。

——生了急病的时候需要它帮忙。

小结：我们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车子长得各式各样，它们
的本领也不一样，这些汽车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

三、结束：

听音乐，小朋友们自由模仿各种汽车的样子。

师：现在，我们也来用自己的身体变成一辆汽车，好吗？我说
“我变，我变，我变变变”，请你就变成你喜欢的车子，我
们一起出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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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班社会活动打招呼教案篇四

通过组织此次小班社会活动，我对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的认
识不论从理念、还是实施过程上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一、    对社会教育目标的重温

分享和谦让都是一种社会行为，历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从小培养幼儿的分享和谦让观念，有利其建全人格和
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发展，适应社会的要求。同时，在社会教
育的领域的总目标中，也明确的提出：“积极与人交往，掌
握互助、合作、分享和谦让的社会技能。”、“能与同伴友
好相处，愿意和同伴一起游戏、分享，体验与老师、同伴共
同生活的乐趣。”

现实生活中教师和家长也始终将分享与谦让作为幼儿品德教
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去对幼儿进行培养教育。现在每个家庭都
是独生子女，孩子在家里交往范围大部分都是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和爸爸妈妈，交际面比较窄，所以班上的幼儿“自我中
心”的现象比较多。具独霸一方，没有人争抢，而到了幼儿
园里，玩具数量是有限的。玩具都需要幼儿轮流分享，在孩
子们玩的时候争枪吵闹的现象比较多。因此我用“分果果”
这类较老的内容，用新的组织理念设计了“分果果真快乐”
的集体教学活动，让孩子在活动中学习谦让和分享的方法，
并感受其带来的快乐。

二、对社会教育实施策略的再认识

在社会活动领域活动的实施过程中，“体验——明理——行
动”，3个步骤揭示也展现了幼儿社会了社会活动基本的实施
方式，可以让幼儿在体验式的学习中明白社会活动的目标和
要求，它不仅可以使幼儿内化后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促进
幼儿自身发展。



体验作为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是个体自身与外界事物、活
动、观念、知识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也是主客体共同建构
新的界面的过程。在体验的过程中，体验使学习在生活中展
开教育源于人们生存和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小班的社会活动，
更需要教师设置具体的情境，为幼儿提供体验的机会。
在“分果果真快乐”这个社会活动中，我注重情境化在活动
中的重要体验作用，使幼儿的社会活动成为幼儿身边的教育
活动，为教师开展进一步的活动提供情感的“共鸣点”，本
活动就是结合幼儿生活情境中的丰富体验以及一定的情感冲
突开展的。

幼儿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这些经验是杂乱和多样以及零碎
的，而有些体验可能对幼儿的价值判断起到了误导的影响。
作为教师，应该对幼儿获得的体验和经验进行梳理。帮助幼
儿树立正确的意识和观点，因此在活动中我让幼儿在教师的
引导下讨论和交流，自主建构形成正确的观点。

游戏是适合于幼儿发展的最好活动形式，也是进行社会性教
育的有效途径。在游戏过程中，能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
改正不良的行为。在幼儿明白了谦让和分享，学习了基本的
谦让和分享的方法和技能后，通过自己的行为和体验，感受
活动中谦让和分享的快乐。

三、设计以“引导和垂范”为特点的活动过程

在幼儿的社会活动中，教师应该将“引导”和“垂范”相结
合，这是我此次活动设计及组织最大的特点。

在活动的第一个环节里，以幼儿情境表演的方式给幼儿展示
一个具体的情境，以调动幼儿已有经验为起点，并让情境表
演的幼儿将问题提出，让幼儿在观察和讨论的过程中，形成
初步判断是非的能力，帮助幼儿形成真确的价值判断，目的
在于初步懂得有东西要谦让和分享的道理。但在这个环节中，
大多数幼儿首先想到的是分享的方法，而谦让对于孩子来说



没有太多的经验，因此在这一环节出现这样问题时，我及时
做出了调整，把幼儿没能反映出的经验变成通过情境表演传
授的知识点，引导幼儿认识“谦让”、理解“谦让”，让幼
儿在观看情境的过程中去感受谦让的方法。

另外在这个环节中，教师用讨论的方式，引导幼儿探寻问题
的冲突点，注重幼儿的自主发挥、积极性、注重师幼互动，
在平等的对话中，让幼儿自然地领悟，获得成长。

“知行合一”是幼儿社会教育活动中的学习特点，但经验告
诉我们：平时我们口头传授的知识幼儿可能记住,但不会理解,
所以很难与行为联系起来。正像我们常见的——问幼儿如果
有两个苹果,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你要哪一个,他会说我要小
的,但实际行为中往往要拿大的(除非不喜欢)。即使孩子们会
说：“我把大的给别人，把小的留给自己。” 但在用行动表
达时却截然相反，这充分说明了幼儿品德发展中出现了言行
不一致的现象。幼儿虽已有了分享与谦让的意识，但只停留
在口头上没有落实在行动中，要将其转化为自觉的行动，还
需要进行反复练习。因此在情境表演之后，通过再次分桔子
的实践练习，让幼儿迁移以上学到的方法。在具备相关经验
的基础上，让幼儿通过情景练习分享和谦让，主动尝试分桔
子的乐趣，巩固之前学习的.相关经验。从认知角度让幼儿在
通过学习不同的分苹果方法，逐步培养幼儿感受好吃的东西
大家一起分享，好朋友一起吃才开心。

“垂范”就是“立标杆”，为幼儿树立榜样，该活动通过让
大班的哥哥做示范让幼儿进行学习。喜欢模仿是幼儿学习分
享行为的一条重要途径。因为榜样具有激励和导向的作用，
幼儿又具有很强的观察、模仿能力，当看到他人的分享行为
时，幼儿会去模仿，去学习怎样与人分享和谦让，对幼儿养
成良好的分享行为，是有很大帮助的。

在第三个环节中，只有让幼儿充分的亲身体验，才会懂得谦
让和分享所带来的快乐。在这个环节里通过游戏性情景，结



合幼儿生活的实际，进一步体验分享和谦让的过程，通过分
组的操作活动，让幼儿体验分享和谦让的过程，学会使用不
同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充分体现了活动的生活化和游
戏化的优点，在这个过程中促使幼儿将认知转化为行为，在
幼儿的充分体验后，再请幼儿说说自己和好朋友吃水果的方
法，让幼儿讲述自己的方法，也是让幼儿讲述自己体验的快
乐，最终促进教育目标的进一步达成。

同时在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我也存在一些问题，教师的引导
不足，应注重调动他们思考和回答的积极性。其次，幼儿对
谦让的感受不足，幼儿更多的是对分享的感受。最后是教师
的总结性语言不够精炼。通过对活动的教学实践和反思认识，
我会努力总结经验，在以后的教学时间活动中，扬长避短，
让自己得到不断的提高。

托班社会活动打招呼教案篇五

一、导入方法：

幼儿集体边唱手指歌边做动作

二、展开方法：

（一）学习向前翻转学具

1、出示准备好的学具块，粉底色朝上，让幼儿说出其颜色。

师：“对，是粉色的。小朋友你们想一想还有什么东西是粉
色的？”（幼儿举例说各种粉色的东西）

2、认识黄色，学习将粉底色翻成黄底色

师：“小朋友现在老师要变魔术了，请你睁大眼睛仔细看，



看看老师是怎样变的。”（将学具向前翻成黄底色）

师：“老师把学具变成什么色了？你能说一说什么东西是黄
色的吗？（幼儿举例说各种黄色的东西）

师：“现在请小朋友跟老师学变这个魔术，将粉色变成黄色。
”（教师巡回指导，因人施教）

3、认识蓝色，并学习将黄色翻转成蓝色

师：“老师又要变魔术了，请小朋友仔细看，老师向前再翻
一下，你看看黄色有变成什么色了？谁能说一说什么东西是
蓝色的？请你再学着老师的样子翻一翻。”

4、认识绿色，并自己学会翻转

师：“小朋友，现在我想请小朋友自己来变一下魔术，把学
具向前翻一下，变成绿色，看谁变的又快又好。”

师：“小朋友表现的真棒，那请你说一下什么东西是绿色的。
”

三、结束方法：

教师发出翻转各种底色的指令，看谁翻的又快又好。

最后，做导入部分的游戏结束本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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