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德师风教育活动方案(模板5篇)
为确保事情或工作顺利开展，常常要根据具体情况预先制定
方案，方案是综合考量事情或问题相关的因素后所制定的书
面计划。方案的制定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包括资源的利用、
时间的安排以及风险的评估等，以确保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
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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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德师风教育活动方案篇一

活动目标：

1、感受传声的秘密。

2、对科学活动有兴趣，愿意探索。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学习用语言、符号等多种形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活动过程：

一、幼儿自由根据兴趣玩空心纸棒

1、引导幼儿观察纸棒。

教师：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做了一个玩具，你们拿起来看一看
是什么样子的?(幼儿发现纸棒是长长的圆圆的，中间是空心
的)

2、幼儿玩纸棒



教师：你们每人拿一根纸棒当玩具，让老师看看，你们是怎
么玩的?

二、引导幼儿把纸棒当“传声筒”，自由结伴玩游戏

2、幼儿两人一组地玩了起来。

3、提问：小朋友听到你的好朋友说的话了吗?

4、教师小结：这个长长的、圆圆的空心纸棒，能把我们说的
话传出去，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传声筒。

三、发现问题，和小问号交朋友

1、提出疑问：

2、出示小问号(?)引导幼儿观察这几根传声筒有什么不同?既
然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传出来的声音不清楚呢?这个传声筒我
要送一个标记给它(出示小问号卡片)知道这是什么符号吗?这
根传声筒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3、幼儿再次玩传声筒(传声筒换成实心的)

幼儿发现听到的声音不清晰了，这是为什么呢?幼儿自然产生
疑问，这时引导幼儿也给这些传声筒贴上问号。

四、观察比较，解决问题

引导幼儿对比观察小问号的传声筒和没有小问号的传声筒有
什么不同?让他们发现有小问号的传声筒里有纸团堵着。

师德师风教育活动方案篇二

1、了解几种常见小动物耳朵的特点，激发幼儿对探索动物耳



朵的兴趣。

2、初步尝试运用多种材料制作动物的耳朵，在做做玩玩的过
程中培养幼儿喜爱小动物的情感。

小兔、大象、小熊、小鸡、小狗、小马、小鱼的图片

一、猜猜它是谁

1、出示小兔的背影，猜猜是谁来了？

小结：原来小兔的长长的半圆形的耳朵是长在头顶上的。

小朋友还知道有哪些小动物的耳朵也是长在头顶上的？

2、出示被遮住一半的大象，猜猜又来了谁？你是怎么知道的？
看看大象的耳朵长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样的？（大象的耳朵
长在头的两边，大大的`像扇子）

5、原来小动物的耳朵它们除开形状不一样，长的地方也有不
一样，但是它们有非常敏锐的听觉。

二、探索其它动物耳朵的兴趣

1、看又来了一只小鸡，咦，小鸡有没有耳朵？它的耳朵长在
哪里？幼儿讨论。

小结：原来小鸡是有耳朵的，小鸡是没有外耳，只有内耳，
但它们同样都可以听到声音。

2、还有什么小动物和小鸡一样，只有内耳，没有外耳？

三、扮演小动物

3、小动物狂欢



哇，有这么多小动物，我们和小动物一起唱歌跳舞吧

师德师风教育活动方案篇三

1、能将7以内的物体按数量归类，并用数字表示物体的数量。

2、运用目测数群再接着数完全部的方法，正确判断7以内的
数量。

3、能学习别人的好方法，乐意使用新的方法数数。

1、经验准备：幼儿已经认识了数字1—7。

2、物质准备：

教具：房屋形分类底版，7以内的动物卡片若干。

学具：房屋形分类底版，7以内的动物卡人手一套，数字卡
片1—7人手一套。

环境：在黑板上创设动物园的环境，并在每个区域贴上数字。

1、游戏：参观动物园。复习认识数字1—7。

师：今天，老师带你们到动物园去玩，好吗？（出示黑板）
看，动物园里有几个房间呀？这是几号房间呢？（引导幼儿
复习认读数字。）

2、游戏：和动物做朋友。学习运用目测数群再接着数完全部
的方法，正确感知7以内的数量。

（1）教师出示数量是7的动物卡片，引导幼儿学习目测数群
再接着数完全部。

师：听说我们来动物园了，小动物也来欢迎我们了。看，是



谁呀？有几只？你是怎样数的？

师：这些小动物是怎样排队的？数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数呢？
（先看集中在一起的，然后接着数完其他的。）谁来试一试。

（2）请幼儿运用目测数群再接着数完全部的方法，感知数
量7。

（3）教师再次出示数量是6或者7的动物卡片，请幼儿运用目
测数群再接着数完全部的`方法数数。

师：谁也会用这种方法数数的？

（4）幼儿人手一张动物卡片，练习运用目测数群后数完全部
的方法进行数数，教师巡回指导。

师：小动物和我们玩起来捉迷藏的游戏，请你们把它们找出
来，用刚才我们学到的新方法，数数你找到的小动物有几只。

（5）交流：你找到了什么动物？有几只？你是怎样数的？

3、游戏：给小动物搬新家。能将7以内的物体按数量归类，
并用数字表示物体的数量。

（1）给新房加门牌号码，能将数字1—7按顺数或倒数的顺序
进行排列。

师：森林里盖好了一幢新房子，今天，这些小动物们要搬到
新房子里去。看，新房有几间呢？可以用数字几来表示？（7
来表示）

师：这幢房子上还没有门牌号码呢，我们来给小动物的新房
装上门牌号码怎么样？该怎样装呢？（幼儿想办法。）哦，
我们可以用数字按顺序装上门牌号码。谁来帮小动物装门牌
号码呢？（请一幼儿操作。）你是怎么装的？为什么要这样



装呢？（请幼儿说出数字排列的顺序。）

师：这些数字除了可以这样排，还可以怎样排呢？谁来试一
试。（幼儿再次操作。）

（2）游戏：给小动物搬新家。能将7以内的物体按数量归类。

师：现在，我们可以给小动物搬新家了，你的动物朋友应该
住在哪一间房子里呢？为什么？教师请一幼儿将自己手里的
动物送到相应数字的房间里，并说出：有几只动物，就住几
号房间。

师：原来，给小动物搬家的时候，要先数数卡片上有几只小
动物，然后送到几号房间里去。幼儿根据自己手里卡片上动
物的数量，放到标有相应数字的房间里。

4、游戏：给动物送食物。巩固目测数群再接着数完全部的数
数方法，感知7以内的数量。师：还有很多的小动物没搬进新
房子里呢，请小朋友帮它们在新房子上装上门牌号码，然后
送他们住进新房子里，再给它们送点糖果当礼物，好吗？
（幼儿操作，按数字摆放相应数量的动物卡片和点卡。）

5、活动评价：你是怎么帮小动物搬新家的？展示幼儿操作，
请幼儿介绍操作的过程和结果，表扬能运用目测数群再接着
数完全部方法进行数数的幼儿。

师德师风教育活动方案篇四

为祭奠先烈、先人、先贤，引导市民在慎终追远、缅怀先辈
的情怀中认知传统、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增进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会决定组织开展“中国传统节日
清明节”主题活动，活动内容如下：



一、活动时间：

4月5日上午9时

二、集合地点：

县北大桥建设广场

三、行进路线：

北大桥—干劲路—烈士陵园

四、活动分工：

组织外联：天外来客

宣传：泉泉(联系制作横幅两条)、可人(活动报道)

协会各分队联络、积分统计公布：甲骨文。

人员统计：果汁。

财务：丽琴、小芬、悠悠。

制作小白花：

五、主要参与单位：

六、活动程序：

1、4月5日上午9：00于永兴广场集合。

2、9：10人员统计并进行现场分工安排。

3、9：30立队。



4、9：40出发(途中队伍最前面由两位会员举着横幅，其后是
两名军人护送花篮其它会员和军人分两或三队行走在队伍中
间，队伍旁边和末尾各打有一条横幅)。

5、10：15到达烈士陵园纪念碑前并立好队，消防官兵站中间，
其他义工和群众站两边。

6、10：25敬献花篮，脱帽、集体三鞠躬。

7、10：35集体默哀3分钟。

8、10：40负责人宣读祭文。

9、10：50志愿者(义工)代表献诗。

10、10：55军人代表发言。

11、11：00志愿者(义工)集体宣誓。

12、11：05军人宣誓。

13、11：20游烈士长廊了解英雄事迹感受先烈精神。

14、11：35清理园内垃圾。

15、12：30活动总结后就地解散此次活动结束。

七、注意事项：

1、活动前各块必须事先分好组分好工，尽量落实到每个人;

5、如遇大雨，活动改为网上祭奠。



师德师风教育活动方案篇五

执教人：王红

名

称：科学探索活动——形形色色的羽毛 设计意图：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刻苏醒了，听
到鸟儿们欢快的叫声，孩子们一下对他们的存在发生了兴趣，
产生了和小鸟做朋友的愿望，我和小鸟做朋友的主题由此生
成。于是家长、老师和孩子开始了收集关于鸟的各种资料。
从书店到图书馆，从vcd影碟到上网，处处都留下了孩子、家
长和教师们忙碌而快乐的身影。通过参观鸟语林，孩子们对
鸟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他们收集了很多羽毛，并对鸟的羽
毛感到好奇：为什么鸟的羽毛会有各种颜色？为什么羽毛会
掉？羽毛对小鸟有什么作用？从而生成了这次活动。我们试
图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激发孩子们对科学探索的兴趣,发展幼
儿的观察力、思维力、想象力。

目的：1、能对羽毛感兴趣，有探究的欲望。

2、发现羽毛的特点，了解羽毛的作用，发展幼儿观察力、思
维力。 3、探索使羽毛飞起来的方法，发展孩子动作灵敏性、
协调性。

准

备：师生已参观过鸟语林

教师了解有关羽毛的各种知识

幼儿及家长共同收集的各种羽毛、扇子、报纸、书 进



程：

一、幼儿在小组内交流自己收集的羽毛。

二、集中观察、分析发现羽毛的特点，了解羽毛的作用。

1、提问：谁愿意把自己收集的羽毛给大家介绍。

2、个别幼儿分别为大家介绍，教师将孩子的羽毛标本集中贴
在展示板上。

（1）观察发现羽毛的不同点。

教师引导孩子比较自己手中的自制标本与展示板上的羽毛是
否一样，发现它们颜色、大小、形状、各部位作用等的不同。
（2）比较发现羽毛的相同点。a、提问：羽毛有那么多不同的
特点，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呢？ b、启发孩子观察比较发现羽毛
都有羽根、羽干、羽枝等共同点。

（3）师生共同小结：

相同点：都有羽根、羽枝、羽干、都可以帮助鸟儿飞行、都
很轻、都有保护自己的作用。

不同点：各部位的羽毛作用不同，贴近身体的绒毛很软，可
以保暖；身体外面的羽毛可以防水；翅膀上的羽毛很硬，有
助于飞行。羽毛的形状、颜色、长短、粗细都不同。

3、探索让羽毛飞起来的方法。

（1）幼儿尝试。

（2）互相交流表达自己的做法。（3）分组比赛：看谁的羽
毛飞得高。



活动那个延伸：办一个形形色色羽毛展 活动反思: 《幼儿园
教育纲要》明确指出:幼儿的科学教育重在激发幼儿的认识兴
趣和探究欲望，通过引导幼儿积极参加小组讨论、探索等方
式，培养幼儿合作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活动开始时，让孩子在小组自由交流：你们收集的羽毛是和
谁、在什么地方收集的，它是什么鸟的羽毛？由于这个主题
系列活动的目的家长非常了解并一直在参与给予了极大的配
合，他们不仅带孩子去图书馆购书、上网查阅资料，还和老
师一起共同带孩子参观了“武汉市东湖鸟语林”，并过不同
的渠道收集了许多羽毛，孩子们交流时，张晴说：“这是和
父母在鸟语林收集的鹦鹉、八哥的羽毛。”王天屿说：“这
是和奶奶一起在菜场收集的鸡、鸭、鹌鹑羽毛。”喻博文说：
“我是在商店买的孔雀羽毛。”通过互相观察交流，使孩子
对羽毛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

在此基础上,当我提出“这么多的羽毛都是一样的吗？”的问
题时，孩子们开始了有目的的观察。由于大班的孩子有强烈
的表现欲望，在集体的学习氛围中，他们争相发言，个个跃
跃欲试。何贝贝说：“我发现孔雀的羽毛很长，颜色很漂亮，
上面和下面的毛不同。”张鹏说：“我发现鹦鹉、八哥的羽
毛很短、小，还有的毛很细很蓬松，是长在身体最里面的绒
毛。”金伟伦说：“我收集的雕毛很硬，颜色没有孔雀和鹦
鹉好看。”徐勤也说：“我收集的鸵鸟毛不同，翅膀上的毛
很宽大，贴近身体的毛很软很细很长。”还有孩子发现有的
羽毛是一种颜色，有的是五颜六色。对孩子积极思维发表的
意见我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当他们对鸟的不同特点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后，我又进一步启
发孩子比较思考：“它们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呢？”这时我估
计有一定的难度，虽然孩子开始的回答有些凌乱，但在老师
的启发和鼓励下仔细观察：孩子的思维打开了，他们肯定地
回答，张鹏说：“所有的鸟身上都有羽毛，羽毛可以帮助鸟
儿飞行。”又几名孩子都发现每根羽毛下面都有一个尖尖



（羽根），中间都有一根象树干的长条（羽干），长条旁边
是一根一根的毛互相连接（羽枝），还发现羽毛很轻，都有
颜色。我引导孩子思考：“树上的鹦鹉容易捉到吗？为什
么？”孩子们好像明白了我的意图，恍然大悟：羽毛可以起
到保护自己的作用。彭伊小朋友说：“我还知道公鸟的羽毛
很漂亮可以吸引母鸟喜欢它。”虽然是孩子的语言，说明他
们对雌雄的概念已有所了解，是老师估计以外的，也说明今
天的活动激发了孩子思维的积极性，扩散了孩子的思维。

由于教师对孩子的知识经验和兴趣点掌握较好，并为孩子的
探究创设了宽松的环境，因而活动中孩子们的积极性很高。
他们能仔细地观察出羽毛很细小的差异，归纳总结出羽毛共
同的特征。在观察、交流、分享探索过程和结果中，观察力、
思维能力得到很大发展。我认为今天的活动是符合大班孩子
的心理发展特点，这一活动满足了他们探求的愿望，大大激
发了孩子们的求知欲。

通过这次的探究活动，不仅孩子们有了很多的收获，我也增
加了对羽毛的许多认识。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与孩子共成
长”的新的教育理念带给我们的巨大的动力，对主题网络活
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活动中我也感到教师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对羽毛的了解、
分析得不透彻，影响了教师对孩子观察中的指导。另外教师
对孩子观察到的零散的知识还应加以总结，以培养孩子初步
的归纳概括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