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园本特色实施方案(优质5篇)
为了确定工作或事情顺利开展，常常需要预先制定方案，方
案是为某一行动所制定的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和安
排等。方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方案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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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本特色实施方案篇一

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即将到来之际，为了让孩子进一步了
解端午节的一些风俗和来历,培养孩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__年6月19日，幼儿园开展了端午主题活动之快乐包粽子活动，
中大班的小朋友和老师一起亲手包粽子，而小班的小朋友则
自由参观，有的小朋友还积极参与进来呢，大家都体验到了
包粽子的快乐。

活动前几天，老师们就已经给孩子们讲解了许多关于端午节
习俗。孩子们被老师讲述的故事感动着，其中最为孩子们津
津乐道和印象深刻的就是“屈原的故事”，通过老师的讲解，
孩子们了解了端午节的来历及意义，了解了我国传统的风俗
习惯及文化。

幼儿园里的老师们也早早的准备好了包粽子的材料，首先孩
子们认识了棕叶、糯米、黑芝麻馅料、火腿肠等材料，然后
在老师的带领下准备包裹粽子。

代老师先给大家演示粽子的制作方法，孩子们认真地倾听着。
演示完毕后，孩子们也迫不及待的行动起来，只看到一双双
稚嫩的小手“忙碌“的穿梭在一张张翠绿欲滴的粽叶间”，
几分钟后，在孩子们辛勤的努力下，一个个形态各异的粽子
跃然桌上，虽然不成样子，但蕴含着孩子们甜甜的心血。



我们开展这样的活动，目的是让孩子们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
魅力。通过活动的开展，小朋友们都知道了农历五月初五是
一家人团聚的日子，有吃五黄、挂五端、染红蛋、佩香包、
赛龙舟、品粽子的习俗。

在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中，孩子们在浓浓的节日气氛里学习了
包粽子,既锻炼和发展了幼儿的动手能力，又增进幼儿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了解，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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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本特色实施方案篇二

人生没有第二个童年。童年时期来得快，也去得快。成长中
的孩子对于他目前的需要常是迫不及待的希望立刻得到，过
些时候有些事就会显得太晚了。若在童年时，未获得充分的
食物和良好的保育，他将无法面对未来我们所期望他接受的
一切事物。若在他童年早期即缺乏正常发展个人的智力、生
理以及与他人的人际关系的机会，往后将难以弥补这份遗憾。
这段他印象最深刻、最渴望学习以及已经准备好学习的时刻
将不复重视。

亲子教育是在一种真实情境下的示范式的参与指导，是实现
活动与指导的融合。教师、家长和孩子共同相处，遇到具体
问题，教师及时给予帮助。亲子活动中家长既是活动的承载
者又是活动的传递者，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使他们获得
正确的育儿观念和育儿方法，并将观念和方法融入到与孩子
相处每一刻最终实现孩子健康和谐发展。这种发展是全面的，
立体的，丰富的，实现这种发展是我们开展亲子活动的根本
目的。

策略一：做好亲子教育的宣传工作。



1、召开亲子家长会，向家长介绍亲子活动的目的、意义、在
活动中家长应承担的角色以及需要家长配合和注意的事项等
内容。另外，我们还将我园开展亲子教育所走过的历程和办
学特色向家长做了说明，恳求得到家长们的配合。

2、有针对性发放宣传资料和开展免费咨询活动，使更多的人
了解亲子教育的重要性。

亲子教育对社会来说是一件新名词，开展、普及亲子教育对
于我们和家长来说是涉及的一个新的领域。于是，我们在众
多教育信息中，筛选适合这个年龄段幼儿发展的信息，利用
制作园报的形式发放给家长，使家长有针对性的了解目前教
育孩子所要了解的一些问题。另外，开展免费咨询活动，可
以是更多的家长了解亲子教育是什么，自己在亲子教育中要
承担的责任等。

策略二：利用访谈形式了解家长教育观念，并进行有针对性
的指导。

我们利用访谈的形式尽可能多的了解看护者在亲子教育中的
种.种信息，通过对35名幼儿看护者的了解，我们看到了他们
在教育孩子中存在的困惑，并有针对性的制定指导策略，从
而帮助家长尽快提高教养水平，为孩子终生教育的基础教育
奠定良好的基础。如：在谈到自己与孩子意见不一致时如何
处理时，我们的谈话是这样的：玉儿的妈妈说：“我先不理
她，等她冷静下来再给她讲道理”。“她只有2岁，你跟她讲
道理，她能听懂吗”?“她能听懂，能接受，我觉得比直接说
她有效。你要当时训她，她肯定特别宁，而且不接受，会哭
闹，非这样不行。然后，我就先不理她或等过了这件事以后，
我再给她慢慢讲道理。”我说：“您这样做特别好，对于孩
子有一个等待，孩子有一个发泄，等孩子情绪平静下来，再
讲道理”。以上谈话内容，帮助家长知道自己在教育孩子方
面哪些是成功的经验，哪些是需要改进的地方，从而增强家
长科学育儿的信心。



策略三：开发家长教育资源，实现教育资源整合。

1、利用身边的资源，用家长教育家长，用家长启发家长。

如：一次，壮壮和妈妈玩串珠子的游戏，妈妈在引导宝宝的
过程中，利用游戏的方法将这种玩具的玩法进行了变化，如：
认识颜色、数量、数数、比较多少，使宝宝的兴趣持续很长
时间。这种一物多玩的引导方法体现了家长的先进教育理念。
于是，在游戏结束后，教师请这个家庭给全体家庭做了一次
示范，使其他家长从中受到了启发。

另外，发现问题，我们请家长参与讨论，集思广益。如：家
长应该如何面对孩子在交往中被打这个问题。有的家长认为，
孩子之间打闹是正常现象，孩子哪有不挨打的;有的家长认为，
孩子挨打时家长应该及时制止，或帮助解决;还有的家长认为，
要给孩子讲道理等等。家长对于这种现象纷纷发表了看法，
但并没有看到孩子间打闹原因何在。于是，老师帮助家长分
析孩子间打闹原因可能是：孩子语言发展晚于动作发展，孩
子只能用争抢或打闹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或是孩子经常感受到
成人在不满意时用打闹来宣泄情感等。教师与家长对于同一
个问题说出了多种看法，帮助家长从生理、心理和环境、教
育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使家长能从多种角度去看待发生在孩
子身边的事。

2、手递手主题经验分享交流会

手递手经验分享交流活动的开展源于我在进行访谈时发现家
长在教育孩子方面有许多优于我们的经验，他们的经验是通
过自己的尝试得到的并且是有效的，因此，我们想这种宝贵
的经验应介绍给更多的家长，这样既可以调动家长参与教育
的积极性，有可以弥补我们在教育中的不足。于是，我们将
家长在教育孩子中的一些有效事例记录下来，如：有家长尊
重孩子，与孩子能平等相处的，有如何培养孩子意志力方面
的等，请他们分别介绍给所有亲子园的家长，使他们在今后



教育孩子方面能有所启发和借鉴。另外，老师和家长们还针
对一些共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如：当孩子任性怎么办?当孩子
在外人面前不听话是给孩子面子，还是给孩子面子等。家长
们各抒己见，老师还针对如何培养情感智力，关注孩子情绪、
情感的重要性做了阐述。活动结束后，家长们表示愿意与教
师共同探讨教育中的一些问题，也愿意共同分享科学育儿的
经验。

策略四：丰富活动内容，拓展教育环境。

1、感受身边处处是教育——远足。

陈鹤琴老先生指出：“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大自然充
满了活教材，大自然是我们的教科书……”于是，我们将环
境创设的空间扩展到大自然中。我们定期带幼儿去公园或社
区去参观，利用孩子天生的好奇心，鼓励他们去摸、去看、
去闻、去听，用他们亲身的体验感受这丰富多彩、变化无穷
的世界。在组织亲子班的活动中，我们主动将早期亲子教育
送到社区，带领幼儿和家长到龙山的龙恩木屋游玩。游玩之
前，我们认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制定了详细的应急预案，
联系旅游公司的汽车，发告家长书，签订安全责任状等等，
让孩子和家长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尽情游玩，尽情感受自
然环境中的教育。同时，教师还有意识地帮助家长捕捉身边
的教育契机。如：在去公园的路上，教师发现树根处长出一
些小蘑菇，于是请孩子们观察，并让孩子们观察蘑菇的形状、
请他们摸一摸有什么感觉，这时家长还说：你看小蘑菇长得
多向小伞呀?另外，到了公园后，一个叫多多的小朋友很想去
看小鸭子，妈妈为我们小朋友带了一些食物，来到湖边和孩
子们一起喂鸭子，臧老师边喂鸭子请孩子学鸭子的叫声，观
察鸭子的外形。来到岸上，老师请孩子一起学习小鸭子走路。
(在石子的坡路上)等等。以上这两个小案例是我们在计划中
没有想到的，但在自然的环境中自然发生了，教师便及时的
捕捉教育契机，使家长和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教育。我
想教育活动的空间不仅要在固定地幼儿园内，要充分的挖掘



环境的教育资源，让孩子在真实、自然的环境中接受适合他
的教育，同时也让家长亲身感受到身边处处是教育。

2、感受身边处处是教育——将日常生活中的养成教育融入其
中。

在亲子活动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在活动中，我们看到的多
是家长的手，即使能够看到孩子的手，也是在家长的手牵引
下。这种现象令我们担忧：孩子的手哪去了?孩子天生好动的
手脚被家长畸形的教育理念捆住了。家长怕孩子失败、怕孩
子受委屈、怕孩子不行……诸多的担忧使孩子健全的手萎缩
了，以至于出现了孩子任性、胆小和一些不良的行为习惯。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调整了亲子活动的内容和指导策略，将
日常生活中的养成教育融入到我们的亲子活动中，并指导家
长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赏识自己的孩子，如何给孩子提供获得
成功和自信的机会。

在亲子活动中，我发现萧萧妈妈的手始终拉着萧萧或抱着萧
萧，我问妈妈：“您为什么不让萧萧自己动手做?”“我怕他
做不好。再说，孩子那么小，他也做不了呀?”听了萧萧妈妈
的话，我开始反思我们亲子活动内容是否合理与全面，孩子
自我认知、自理能力的培养同样是我们亲子活动不可忽视的
内容。所以我们调整了周末亲子班的活动时间，由原来1小时
延长到2小时;活动内容增加了生活能力和自理能力的培养。
如：搬小椅子，收放玩具，洗手、加餐等。我们通过这些活
动指导家长解放孩子的小手，并通过这些活动让家长发现自
己孩子的能力，相信孩子，赏识孩子。引导家长尽可能的多
给孩子锻炼的机会，并能够逐步认识到身边处处是教育。

3、感受身边处处是教育——立足本园实际，开展大带小的主
题活动。

在一次户外活动的分散活动过程中，发生了这样一个场面：
吕莹琨、苏少鹏等几个小朋友围着亲子班的一个文弱的小男



孩儿说着什么，我走过去一看，原来，吕莹琨小朋友拿了一
块糖给了这个小男孩，然后，又要带着他去玩滑梯。这时，
小男孩的妈妈说：“俊俊，妈妈跟你一起玩儿吧。”只见俊
俊抬头看着妈妈，好象要说什么。“您的孩子平时和谁在一
起呀?”我问妈妈。“平时一般我带他，很少和其他人在一起
玩儿。我带他来亲子班就是想让他开朗起来，他现在见生人
就怕。”听完俊俊妈妈的话，我连忙对她说：“俊俊看上去
好象比较内向、胆小，您应该多让他接触更多的小伙伴，多
与他人交往，现在不是很好的机会吗?”“你们几个带着小弟
弟玩滑梯去吧，注意别碰着他。”这时，我们班的几个小朋
友带着俊俊跑向了滑梯。在我的看护下，他们玩了两次滑梯。
看到了俊俊的表现，俊俊的妈妈也笑了。这件事引发了我们
对家长参加亲子班的目的进行访谈、筛选。在与家长的访谈
中，76%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多与伙伴交往。我园中一班的孩
子们每天都会成为亲子班孩子追宠的“伙伴”。这一现象，
启发了我们在亲子活动中进行“大带小”活动方式的尝试。
一方面，可以让家长在自然状态下，更多的观察、了解自己
的孩子与他人交往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是家长认识到，
孩子的交往伙伴是多元的，“同龄”伙伴是必要的，“大
龄”伙伴也是必不可少的。

策略五：亲子活动中的示范、指导更多的是指向家长。

亲子活动中，加强了对家长和幼儿的随机指导，及时将幼儿
园和家庭中的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做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迁移。
使家长感受到亲子教育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它是随时可见的，
不需要家长多么高深的理论知识，只需要一颗设身处地为幼
儿着想的心。如在教育技能方面：教师在组织用小沙锤给音
乐配节奏的活动时，教师在对家长的指导时很自然地告诉家
长，回家后，可用小瓶子装上豆子或米，然后在将瓶子封好
就可以进行这个游戏了。教师有针对性的指导缩短了教师与
家长的距离，使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学会举一反三，灵活地
处理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在培养孩子情感方面，教师会情绪
饱满的面对家长和孩子，当孩子取得点滴进步时会用语言、



表情、拥抱等方式告诉孩子我们为他们的进步而高兴，同时
对孩子确立自信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另外，当孩子出现
某些行为问题时，教师会主动帮助家长分析孩子可能存在的
情绪问题或技能问题等。如：孩子在玩搭积木时，孩子可能
会反复搭高、推倒，搭高、推倒，面对这种现象，家长会认
为孩子在搞破坏，其实，孩子是对推这个动作感兴趣，在反
复搭高、推倒这个动作中发现、感受一些变化等。

总之，在亲子教育的探索过程中，我们通过不同形式为家长
和宝宝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教育环境和和谐的心理环境以及家
长经验交流的机会。不断地探索和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感受到
转变家长教育观念对开展亲子教育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它对
于培养“根”的事业不但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而且也
为提高民族素质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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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本特色实施方案篇三

安全教育是教师的首要任务，幼儿园教师如何制定安全教育
计划呢？下面是本站小编收集整理关于幼儿园小班教育教学
计划的资料以供大家参考学习，希望大家喜欢。

二十几名幼儿入住乌牛向上幼儿园小一班，二十几个家庭被
冠以小一班的名义凝聚在一起，就像哨子一样吹响我们对孩
子的安全警钟。每一个孩子 都是家庭的未来和新希望，让他
们平安、健康、快乐地成长是我们一直刻在心上的职责。幼
儿园的安全工作根据入园孩子的年龄特点，更具紧密和全面，
在传授孩子 科学知识、培养行为习惯的同时，引导他们学会
保护别人、保护自己，安全教育被列入我班开学计划的一项
重要工程。为了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和学习简单的安全自 救



方法，避免发生各类安全责任事故，确保教育教学秩序的稳
定开展，我班制定了一份安全教育计划：

1、生活安全

全面考虑小 班幼儿特点，尊重小班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在
安全的意识渗透下，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
境，满足幼儿多方面、差异性地发展需要。班级教师齐心 协
力搞好班级卫生，每天做好清洁、消毒、通风工作，预防传
染病的发生，合理地安排好幼儿的一日生活;日常生活中，教
育幼儿不动插座、电板，以防触电;不将 手指放在门、窗处，
以防夹伤;注意不玩水、火、肥皂以及消毒物品;教育幼儿入
厕时不推不挤，以防撞伤、碰伤。

2、进餐、午睡安全

小 班幼儿习惯把很多东西塞到鼻孔、耳朵、嘴巴、肚脐等有
洞的地方，在一日生活中时常仔细留意，引导幼儿注意个人
卫生，不把脏东西放入嘴里，以防止病由口入， 不吃不洁净、
变味发霉的食物;进餐时注意带刺带骨食物安全，以及乘热菜
热汤时的安全事项。午睡时不玩衣物(如：扣子、珠子、发夹、
拉链等)，不蒙头睡觉， 不拿玩具、物件睡觉，进餐、午睡
时来回巡视。

3、活动安全

小班上学期对幼儿园环境不尽熟悉，幼儿在适应环境的探索
过程中 容易新奇。平时利用晨间谈话、教学活动、游戏活动，
对幼儿进行浅显的安全常识教育，提高幼儿的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在常规培养中教育幼儿遵守活动规 则，不携带
危险物品参与活动(如：剪刀、玩具等尖锐物件)，游戏中不
做危险动作(如：头朝下滑滑梯、由下向上爬滑梯、不攀爬
等)，不擅自离开集体，同伴间 友好相处，互相谦让，不挤
不撞，不(打、推、咬、抓)人。



《幼儿教育纲要》指出：要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学习和
生活活动，满足幼儿各方 面发展的需要，要让幼儿知道必要
的安全保健知识，学习保护自己。为了使幼儿身心得到更好
的发展，我们要把安全问题放在工作的首位，减少幼儿身心
受到意外伤 害的可能性。对孩子要做到：“放手不放眼，放
眼不放心。”把安全工作责任到人，尽我们的一切能力保护
好幼儿的安全。同时作为幼儿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为 确
保幼儿的身心安全。

我们在工作中必须做到时刻高度警惕，把安全放在首位，眼
睛不离开幼儿，孩子到哪，教师的眼睛就到哪。创设有关安
全教 育的活动环境，结合一日活动各环节，对幼儿进行卫生
安全教育并开展相关的活动，使幼儿掌握一些自我保护的技
能，提高幼儿的保护能力。将各种活动在幼儿园一 日生活、
教育教学活动、游戏的各个环节中自然地进行，通过形式多
样的活动帮助幼儿懂得自我保护的简单知识和方法，才能真
正保证幼儿的安全。

《新纲要》指出：要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学习和生活活
动，满足幼儿各方面发展的需要，要让幼儿知道必要的安全
保健知识，学习保护自己。在本学期里，为了使幼儿身心得
到更好的发展，今后的工作开展的更好，我们特制定以下计
划。

一：教师应做到：

1.坚持每天晨检。保证幼儿不带危险物品入园。严格幼儿安
全制度，预防烫伤、外伤、药物中毒，预防异物进入耳、鼻
及气管，预防幼儿走失。

2.开饭时注意，预防烫伤幼儿。一定要把汤晾温后再盛给幼
儿，并为幼儿端到面前。

3、把好幼儿服药关，药一定要放在幼儿够不到的地方，并写



好幼儿姓名。根据家长的服用要求，确保服药及时、准确，
严禁错服、漏服现象的发生。

4、坚持每天午检，防止幼儿带异物入寝室，防止异物进入耳、
鼻、口的现象发生。中午无论谁值班，一定要加倍照看好幼
儿，不忽视午休的幼儿，尤其是服药幼儿。巡视幼儿是否有
不良的睡眠习惯，如蒙头并及时纠正。

5.保证教室的通风、干净，保证区角材料的安全、卫生，定
期消毒玩具。

6.及时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证一人一巾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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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本特色实施方案篇四

1、倾听童话故事，感受故事中三只小猪团结互助的美好情感。

2、理解故事内容，知道只有勤劳、不怕困难才能造出结实的
房子。

1、挂图（三只小猪盖房子）

2、语言磁

1、师幼谈话，引出话题。

教师：你们看见过用什么材料造的房子？（如木头、草、竹
子、砖等）

教师：你认为用什么材料造的房子最结实？

教师：有三只小猪，他们每个都盖了一幢房子。他们为什么
要改房子？使用什么材料盖的房子呢？房子结实吗？我们来



听听故事（三只小猪盖房子）。

2、教师结合挂图讲述故事第一遍，帮助幼儿初步了解故事情
节。

教师：三只小猪为什么要盖房子？

教师；三只小猪分别用了什么材料盖了房子？（小黑猪用稻
草，小白猪用木头，小猪用砖头）

教师：那么，哪只小猪盖得房子结实呢？让我们再来听一遍
故事。

3、教师讲述故事第二遍，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教师：那只小猪盖的房子最结实？你是怎么知道的？

教师：那么，小白猪和小黑猪盖的房子结实吗？你是怎么知
道的？（不结实，因为被大灰狼用力一撞就撞到啦）

教师：小白猪和小黑猪的房子被撞倒了他们逃到了哪里呢？
（小花猪的房子里）

教师：带灰狼为什么没把小花猪的房子撞到呢？（因为小花
猪的房子是用砖头造的）

教师：三只小猪是用什么方法来对付大灰狼的？

教师：故事中谁是最勤劳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教师：你最喜欢哪只小猪？为什么？

教师：那么，你想对小猪们说些什么呢？（如小白猪，以后
做事可不能贪图省力，勤劳的小猪才能造出结实的房子，小
花猪你是一只爱劳动的小猪，我喜欢你）教师根据幼儿的.回



答进行总结。

园本特色实施方案篇五

活动目标：

1、倾听童话故事，感受故事中三只小猪团结互助的美好情感。

2、理解故事内容，知道只有勤劳、不怕困难才能造出结实的
房子。

活动准备：

1、挂图（三只小猪盖房子）

2、语言磁

活动过程：

1、师幼谈话，引出话题。

教师：你们看见过用什么材料造的房子？（如木头、草、竹
子、砖等）

教师：你认为用什么材料造的房子最结实？

教师：有三只小猪，他们每个都盖了一幢房子。他们为什么
要改房子？使用什么材料盖的房子呢？房子结实吗？我们来
听听故事（三只小猪盖房子）。

2、教师结合挂图讲述故事第一遍，帮助幼儿初步了解故事情
节。

教师：三只小猪为什么要盖房子？



教师；三只小猪分别用了什么材料盖了房子？（小黑猪用稻
草，小白猪用木头，小猪用砖头）

教师：那么，哪只小猪盖得房子结实呢？让我们再来听一遍
故事。

3、教师讲述故事第二遍，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

教师：那只小猪盖的房子最结实？你是怎么知道的？

教师：那么，小白猪和小黑猪盖的房子结实吗？你是怎么知
道的？（不结实，因为被大灰狼用力一撞就撞到啦）

教师：小白猪和小黑猪的房子被撞倒了他们逃到了哪里呢？
（小花猪的房子里）

教师：带灰狼为什么没把小花猪的房子撞到呢？（因为小花
猪的房子是用砖头造的）

教师：三只小猪是用什么方法来对付大灰狼的？

教师：故事中谁是最勤劳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教师：你最喜欢哪只小猪？为什么？

教师：那么，你想对小猪们说些什么呢？（如小白猪，以后
做事可不能贪图省力，勤劳的小猪才能造出结实的房子，小
花猪你是一只爱劳动的小猪，我喜欢你）教师根据幼儿的.回
答进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