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青春向党奋斗强国演讲稿 青春奋
斗强国有我演讲稿(模板5篇)

为有力保证事情或工作开展的水平质量，预先制定方案是必
不可少的，方案是有很强可操作性的书面计划。通过制定方
案，我们可以有计划地推进工作，逐步实现目标，提高工作
效率和质量。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范文，欢迎大家
分享阅读。

幼儿园三月三活动方案篇一

1、活动时间：20xx年3月30日——4月1日

2、活动地点：

1、“民族歌谣童谣”年级拉歌赛 (4月1日上午)

(每个年级一首唱民族歌谣 正副班主任负责)

2、参观民族风情文化走廊(4月1日上午午)

(1)民族文化--壮语文字书籍展示区 (3月30日完成)

(2)年级"民族生活(图片)、特色服装(图片)、工艺品、饮食"
等展示区 (每个各班负责一个特色展示区，正副班主任负责
3月31日完成。)

3、民族体育节：民族歌舞表演、跳竹竿竞赛、抢花炮比
赛、30人板鞋

竞速比赛、投绣球比赛、集体花样跳绳比赛、滚铁环混合接
力赛等。( 时间待定)



1、各班级按学校活动方案精心组织，做好充分准备，落实好
各项活动要求。

2、教育学生参加活动讲文明守纪律，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幼儿园三月三活动方案篇二

绥德府州广场

请大家带好孩子于4月9日上午9:00前在府州广场找本班老师
集合，家长开的车辆等交通工具自行停放整齐。(请大家遵守
时间按时赶到，为我们的宝贝做个良好的榜样)。

1、彩笔，风筝自备人手一份。

2、家长们给幼儿拿好水壶，卫生纸等备用。

1、家长教会幼儿不要乱扔垃圾，一定的将垃圾放进垃圾箱，
保持活动场所清洁干净。

2、为了您和宝贝的安全，请您给您的孩子穿上宽松、舒适便
于运动的服装以及平底的运动鞋以确保游戏活动的安全性。
家长也要穿平底的运动鞋，我们有活动中需要家长配合。

1、放风筝前的热身活动，由老师带领着孩子们做体操(幼儿
园体操)。有兴趣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站在孩子后面一起做起来。

2、以班为单位，爸爸妈妈们和孩子一起在风筝上画上或是写
上自己的梦想。

3、画好风筝后，以班为单位，老师、家长、小朋友们一起合
影留念。

4、在自己班级的区域内，爸爸妈妈们帮孩子放飞风筝。



5、以班为单位，老师组织各自班级做亲子游戏，游戏完毕家
长们征得老师的同意后方可带孩子回家。

本次活动由幼儿园组织筹办，各位家长可根据自身情况，自
愿报名参加。过程中孩子的安全由家长亲自负责，请不要让
孩子离开您的视线。家长与孩子都避免去比较危险的地方，
活动过程中教育孩子不要乱跑统一参与班里的集体活动，不
得擅自自由行动或随意离队，有特殊需要的及时与老师沟通。

幼儿园三月三活动方案篇三

设计意图：

大班上学期，我们组织幼儿开展了“有趣的编织”“芒果美
食街”等主题活动和区域活动，发现他们喜欢参与各类民俗
活动，学习民族特色手工艺品的制作，欣赏民族歌舞等，这
大大激发了教师继续挖掘和利用民族地域文化资源的热情。
鉴于百色是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百色的人口中壮族
人口占了80%，社会文化中蕴含着浓郁的壮族文化特色，而壮
族农历三月三的“歌圩节”也是当地人极其熟悉和喜爱的传
统节日，于是，我们便思考能否以“山歌”为切入点，设计
一个民族特色主题活动。

我们首先通过查阅资料，了解“歌圩节”的内涵。广阔的壮
乡素有“歌海”的美誉，自古以来，当地人们劳作之余喜欢
对唱山歌，这种即兴歌谣淳朴自然，曲调优美，具有浓郁的
生活气息，改编后适合幼儿理解与欣赏。人们把对歌之处称作
“歌圩”(广西地区称集市为“圩”)，而农历三月三的“歌
圩节”在广西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亚于春节。节日里人
们来到歌圩，除了对唱山歌外，还有抛绣球、碰彩蛋、抢花
炮、跳竹竿、舞彩龙等多种民俗活动，形成赶歌圩的热闹场
面。这一天，人们会佩戴美丽的香包，家家户户还会煮五色
糯米饭……其次，我们设计了调查问卷，请家长协助我们了
解幼儿关于“歌圩节”的已有经验。接着，我们根据幼儿的



兴趣和需要将主题活动划分为三个分主题：“三月三”“对
歌乐”和“赶歌圩”，让幼儿通过了解民俗风情、欣赏民间
故事、学习民间歌舞表演、设计制作民族服装等活动，感受
广西山歌的魅力，体验壮族歌圩文化，孕育对家乡的深厚情
感。

活动一：

三月三的传说

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能完整、声情并茂地讲述故事。

2、感受壮族人民的勤劳和智慧，萌生民族自豪感。

准备：

1、请家长和幼儿一起通过多种方式收集、了解关于“三月
三”的民间故事(通常包括“歌仙刘三姐”“英雄韦达桂”等
故事版本)。

2、与故事内容或人物相关的图片。

过程：

1、“三月三”故事会

(2)幼儿分组说一说自己收集到的故事，然后每组推选一名幼
儿到集体面前来讲述。

(3)根据幼儿的讲述出示相应的图片，请幼儿说一说自己最喜
欢哪个民间故事，为什么。通过谈论故事人物的性格特征，
引导幼儿感受故事主人公的勤劳、勇敢和智慧。



2、“三月三”的习俗

向幼儿介绍壮族“三月三”的节日习俗：做五色糯米饭、戴
香包、搭彩棚、摆歌台、抛绣球、碰彩蛋等。

延伸活动：

在图书角参与“三月三”故事连环画制作，教师从旁指导。

活动二：

香喷喷的五色糯米饭

目标：

1、感受“三月三”制作糯米饭、吃糯米饭的欢乐氛围。

2、了解从植物中获取染料的过程，感受壮族人民的勤劳和智
慧。

准备：

1、糯米(幼儿淘好并浸泡一定的时间)，用植物制成的染料，
制作各色染料的植物，舂、捣用的工具。

2、小盆5个，电磁炉，蒸锅。

过程：

1、神奇的染料

(1)出示制作染料用的植物，让幼儿闻一闻植物的清香，认一
认不同植物的外形特征等。出示已经制作好的染料，帮助幼
儿理解这些染料就是用这些植物制成的。



(2)出示舂、捣用的工具，让幼儿试着舂一舂、捣一捣，感受
植物做成染料的奇妙过程。幼儿端出已洗净、浸泡好的糯米，
分成五份分别浸到各色染料中，并持续浸泡一段时间。

2、香喷喷的糯米饭

现场煮熟后，教师和幼儿围坐在一起品尝，还可按当地习俗
蘸食芝麻粉等佐料，以增添别样的风味。

延伸活动：

1、在接近“三月三”的日子里，提示家长带幼儿到附近的菜
市场了解制作五色糯米饭的各种植物，感受家家户户准备过
节的热烈气氛。

2、把舂、捣用的工具和各种植物投放在“小餐厅”角色游戏
区，也可投放各色胶泥，让幼儿制作“五色糯米饭”。

3、在科学区投放舂、捣用的工具，鼓励幼儿寻找、收集自然
界中的各种花草，舂一舂、捣一捣，配制自己喜欢的植物染
料。

活动三：

美丽的香包

目标：

1、了解香包的由来和作用。

2、学习制作香包的方法。

3、体验两两合作的快乐。

准备：



1、请家长和幼儿一起收集各种香包，在活动室布置一个香包
展览区。

2、布料、硬纸板、剪刀、彩线、珠子、彩穗等。

过程：

1、美丽的香包

(1)与幼儿一起欣赏展览区的香包，引发幼儿制作香包的愿望。
让幼儿了解香包是壮族人民节日里佩戴在身上用以寄托美好
愿望的饰物。香包里的花瓣、香料、药材等有提神醒脑、预
防疾病的作用。

(2)引导幼儿观察香包的外形特点，说说香包要用哪些材料制
作。

2、制作香包

幼儿两两合作，运用剪、贴、缠、绕等方法进行创意制作，
感受壮族饰品特有的装饰方法。教师巡回指导。

3、作品展示

鼓励幼儿展示和分享自己的作品。

延伸活动：

1、在科学区，鼓励幼儿利用收集来的花草、树叶等自由配制
香料，对比不同材料搭配后散发的不同香味。

2、把制作好的香包投放于“小剧场”，幼儿可在表演对歌时
进行适当装饰，增添表演的趣味。

活动四：



三月三，歌圩乐

目标：

1、了解“歌圩节”的由来及内容，感受壮族特有的民族风情。

2、初步体验对歌时一问一答的特点。

准备：

1、歌圩节活动的视频或课件。

2、电影《刘三姐》中的经典对歌片段《什么结子高又高》。

3、请家长帮助幼儿收集、了解“三月三”节日的活动内容。

过程：

1、有趣的歌圩

(1)开展谈话活动，轮流说一说自己了解到的'“三月三”节
日的活动内容。

(2)播放歌圩节活动的视频或课件，和幼儿一起观看其热闹的
场景，引导幼儿回忆以往过节的经历，帮助幼儿了解歌圩节
丰富的活动内容，知道“三月三”这一天，除了家家户户要
蒸五色糯米饭和做彩蛋以纪念祖先和招待亲友外，人们还会
举行盛大的“歌圩”活动，“对歌”是其中主要的演唱形式。

2、我来学对歌

(1)播放电影《刘三姐》的经典对歌片段，帮助幼儿了解何为
对歌。

(2)播放音乐，请幼儿分成两队结伴学习对歌。



延伸活动：

在语言区中尝试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你说我猜”的游戏，
进一步感受对歌的形式。如：“什么飞呀飞上天?小鸟飞呀飞
上天。什么动物跳跳跳?小白兔呀跳跳跳。”在此基础上、请
幼儿分享、表演自己和同伴的创作，教师进行记录，汇编成
《对歌集》，激发幼儿创作的积极性，以不断丰富《对歌集》
的内容。

幼儿园三月三活动方案篇四

大班上学期，我们组织幼儿开展了“有趣的编织”“芒果美
食街”等主题活动和区域活动，发现他们喜欢参与各类民俗
活动，学习民族特色手工艺品的制作，欣赏民族歌舞等，这
大大激发了教师继续挖掘和利用民族地域文化资源的热情。
鉴于百色是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百色的人口中壮族
人口占了80%，社会文化中蕴含着浓郁的壮族文化特色，而壮
族农历三月三的“歌圩节”也是当地人极其熟悉和喜爱的传
统节日，于是，我们便思考能否以“山歌”为切入点，设计
一个民族特色主题活动。

我们首先通过查阅资料，了解“歌圩节”的内涵。广阔的壮
乡素有“歌海”的美誉，自古以来，当地人们劳作之余喜欢
对唱山歌，这种即兴歌谣淳朴自然，曲调优美，具有浓郁的
生活气息，改编后适合幼儿理解与欣赏。人们把对歌之处称作
“歌圩”(广西地区称集市为“圩”)，而农历三月三的“歌
圩节”在广西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亚于春节。节日里人
们来到歌圩，除了对唱山歌外，还有抛绣球、碰彩蛋、抢花
炮、跳竹竿、舞彩龙等多种民俗活动，形成赶歌圩的热闹场
面。这一天，人们会佩戴美丽的香包，家家户户还会煮五色
糯米饭……其次，我们设计了调查问卷，请家长协助我们了
解幼儿关于“歌圩节”的已有经验。接着，我们根据幼儿的
兴趣和需要将主题活动划分为三个分主题：“三月三”“对
歌乐”和“赶歌圩”，让幼儿通过了解民俗风情、欣赏民间



故事、学习民间歌舞表演、设计制作民族服装等活动，感受
广西山歌的魅力，体验壮族歌圩文化，孕育对家乡的深厚情
感。

三月三的传说

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能完整、声情并茂地讲述故事。

2、感受壮族人民的勤劳和智慧，萌生民族自豪感。

准备：

1、请家长和幼儿一起通过多种方式收集、了解关于“三月
三”的民间故事(通常包括“歌仙刘三姐”“英雄韦达桂”等
故事版本)。

2、与故事内容或人物相关的图片。

过程：

1、“三月三”故事会

(2)幼儿分组说一说自己收集到的故事，然后每组推选一名幼
儿到集体面前来讲述。

(3)根据幼儿的讲述出示相应的图片，请幼儿说一说自己最喜
欢哪个民间故事，为什么。通过谈论故事人物的性格特征，
引导幼儿感受故事主人公的勤劳、勇敢和智慧。

2、“三月三”的习俗

向幼儿介绍壮族“三月三”的节日习俗：做五色糯米饭、戴
香包、搭彩棚、摆歌台、抛绣球、碰彩蛋等。



延伸活动：

在图书角参与“三月三”故事连环画制作，教师从旁指导。

香喷喷的五色糯米饭

目标：

1、感受“三月三”制作糯米饭、吃糯米饭的欢乐氛围。

2、了解从植物中获取染料的过程，感受壮族人民的勤劳和智
慧。

准备：

1、糯米(幼儿淘好并浸泡一定的时间)，用植物制成的染料，
制作各色染料的植物，舂、捣用的工具。

2、小盆5个，电磁炉，蒸锅。

过程：

1、神奇的染料

(1)出示制作染料用的植物，让幼儿闻一闻植物的清香，认一
认不同植物的外形特征等。出示已经制作好的染料，帮助幼
儿理解这些染料就是用这些植物制成的。

(2)出示舂、捣用的工具，让幼儿试着舂一舂、捣一捣，感受
植物做成染料的奇妙过程。幼儿端出已洗净、浸泡好的糯米，
分成五份分别浸到各色染料中，并持续浸泡一段时间。

2、香喷喷的糯米饭

现场煮熟后，教师和幼儿围坐在一起品尝，还可按当地习俗



蘸食芝麻粉等佐料，以增添别样的风味。

延伸活动：

1、在接近“三月三”的日子里，提示家长带幼儿到附近的菜
市场了解制作五色糯米饭的各种植物，感受家家户户准备过
节的热烈气氛。

2、把舂、捣用的工具和各种植物投放在“小餐厅”角色游戏
区，也可投放各色胶泥，让幼儿制作“五色糯米饭”。

3、在科学区投放舂、捣用的工具，鼓励幼儿寻找、收集自然
界中的各种花草，舂一舂、捣一捣，配制自己喜欢的植物染
料。

美丽的香包

目标：

1、了解香包的由来和作用。

2、学习制作香包的方法。

3、体验两两合作的快乐。

准备：

1、请家长和幼儿一起收集各种香包，在活动室布置一个香包
展览区。

2、布料、硬纸板、剪刀、彩线、珠子、彩穗等。

过程：

1、美丽的香包



(1)与幼儿一起欣赏展览区的香包，引发幼儿制作香包的愿望。
让幼儿了解香包是壮族人民节日里佩戴在身上用以寄托美好
愿望的饰物。香包里的花瓣、香料、药材等有提神醒脑、预
防疾病的作用。

(2)引导幼儿观察香包的外形特点，说说香包要用哪些材料制
作。

2、制作香包

幼儿两两合作，运用剪、贴、缠、绕等方法进行创意制作，
感受壮族饰品特有的装饰方法。教师巡回指导。

3、作品展示

鼓励幼儿展示和分享自己的作品。

延伸活动：

1、在科学区，鼓励幼儿利用收集来的花草、树叶等自由配制
香料，对比不同材料搭配后散发的不同香味。

2、把制作好的香包投放于“小剧场”，幼儿可在表演对歌时
进行适当装饰，增添表演的趣味。

三月三，歌圩乐

目标：

1、了解“歌圩节”的由来及内容，感受壮族特有的民族风情。

2、初步体验对歌时一问一答的特点。

准备：



1、歌圩节活动的视频或课件。

2、电影《刘三姐》中的经典对歌片段《什么结子高又高》。

3、请家长帮助幼儿收集、了解“三月三”节日的活动内容。

过程：

1、有趣的歌圩

(1)开展谈话活动，轮流说一说自己了解到的“三月三”节日
的活动内容。

(2)播放歌圩节活动的视频或课件，和幼儿一起观看其热闹的
场景，引导幼儿回忆以往过节的经历，帮助幼儿了解歌圩节
丰富的活动内容，知道“三月三”这一天，除了家家户户要
蒸五色糯米饭和做彩蛋以纪念祖先和招待亲友外，人们还会
举行盛大的“歌圩”活动，“对歌”是其中主要的演唱形式。

2、我来学对歌

(1)播放电影《刘三姐》的经典对歌片段，帮助幼儿了解何为
对歌。

(2)播放音乐，请幼儿分成两队结伴学习对歌。

延伸活动：

在语言区中尝试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你说我猜”的游戏，
进一步感受对歌的形式。如：“什么飞呀飞上天?小鸟飞呀飞
上天。什么动物跳跳跳?小白兔呀跳跳跳。”在此基础上、请
幼儿分享、表演自己和同伴的创作，教师进行记录，汇编成
《对歌集》，激发幼儿创作的积极性，以不断丰富《对歌集》
的内容。



幼儿园三月三活动方案篇五

为了更好地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理念转化为
教师的教育行为，科学保教保育，探讨有效教学，磨练教师
内功，我镇幼儿园特组织开展三月教学月活动。力求通过本
次活动，为教师相互间保教保育经验的交流搭建平台，提供
机会，在实践与反思中增强教师的课改意识，立足课堂，上
好常态课，上出优质课，从而提升课程实施水平。努力培养
和造就一支教育理念先进、知识底蕴深厚、教学风格独特、
创新能力较强、育人成果明显的教师队伍，为我镇幼教优化
师资队伍结构，储备、培养名优骨干教师奠定基础。

规范幼儿教育 培养良好习惯

锤炼保育保教基本功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比武即学习、过程即培训、参与即成长”，通过开展幼儿
教师课堂教学比武活动，促进幼儿教师专业素养的提高，进
一步提高我镇幼师的整体水平。

（一）、第一轮 （学习培训）：3月16日——3月31日；（教
办检查方式：检查教师业务学习笔记、教师业务考试试卷、
检查教师教案、幼儿园集中培训学习图片、教师现场测试）

1、培训方式与内容：

（1）、师带徒：骨干教师与新教师“一对一”、“一帮一”
结对学习。重点是对新教师进行“如何组织幼儿园一日活
动”的指导。

（2）、集中学习：由骨干教师组织专业基本功及教材教法、
教育理论等方面的培训。

（3）基本功学习：音乐：学习简单乐理知识、风琴演奏方法、



幼儿园常用律动、乐曲的弹唱等。美术：学习简笔画、色彩
的运用、教具制作等。舞蹈：学习幼儿基本舞步、各民族舞
基本动作、小型幼儿舞蹈。

2、培训学习具体安排

（1）、骨干教师与新教师结对：

（2）、教材教法、教育理论培训：

（3）、第一轮内容学习培训安排：

第一次：学习一日生活常规与保教人员工作程序。

第二次：音乐培训

第三次：纲要解读与幼儿教材的使用

第四次：舞蹈培训

第五次：美术培训

第六次：音乐 培训

第七次：舞蹈 培训

第八次：美术培训

第九次：考核 （含基本功、笔试试卷、亮相课）

（二）、第二轮 （各园教学比武）:4月1日——4月15日（教
办检查方式：检查各园教学比武计划安排、评委打分、教师
比武教案、全园教师讲课排名。）

由各园组织，评委由学校及教师代表组成，按评比结果设一



等、二等奖，并按照教师按得分排列，第1——2名推荐参加
镇级赛课，不得弃权。

（三）、第三轮：全镇比武课：4月15日——4月30日

1、内容及形式不限，上课人数每班幼儿不少于20人。另：上
课时间：30分钟。请上课教师严格控制好时间，时间到立即
结束。

2、比武内容：

从目前开展的主题中根据教学进度选择活动内容，自行设计
活动过程，教案格式如下：活动名称、执教老师、活动目标、
活动准备（包括环境创设、前期经验、教学具）、活动过程
（备注：字体——宋体、字号——标题三号加粗、副标题及
正文小四、a4纸打印。）

四、比武对象：

全镇幼师

五、比武结果：

评委组根据评比结果，设一、二、三等奖若干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