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走进志愿者手抄报(大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走进志愿者手抄报篇一

1.感受与朋友交往的快乐。

2.能用较完整的语句表达自己的想法，培养幼儿的交往能力。

3.正确使用请、谢谢、不客气等礼貌用语。

活动准备

1.趣味练习：到朋友家做客

2.趣味练习：给东西和接东西的礼节

一、导入

问题导入课题。

提问：有人到你家里面先要说什么？

主人给我们端水，请我们吃水果、糕点，我们应该说什么？

在别人家里我们要怎样表现？

离开时我们要说什么？

二、展开



1.经验讲述：做客。

提问：我们到别人家做客，意见活动过程

2.趣味练习：到朋友家做客

提问：到朋友家做客，你应该说些什么呢？

见到大人的时候。

大人给点心的时候。

回家的时候。

小结：去别人家做客，见到主人我们首先要问：“您好”，

吃东西要向主人说“谢谢”，

做客时不能在别人家里乱跑，不随便乱动人家的东西，

离开时要跟主人说：“再见”。

3.交流活动：请客。

（1）幼儿自由讨论，说说请小朋友到自己家做客需要说那些
话、做哪些事。

指导语：客人来了，热情地请客人进门，给客人递拖鞋，为
客人端水。

拿出自己的玩具和小朋友一起玩，一起阅读图书，还可以晴
爸爸妈妈帮忙招待。

（2）教师引导幼儿学习使用“你好、请、谢谢、不客气、再
见、欢迎再来”等礼貌用语。



4.开展游戏：请到我家来做客。

引导幼儿分组利用环境布置“家”进行游戏，教师积极参与
指导。

5.知识拓展：给东西和接东西的礼节

比如：铅笔，剪刀

给东西的小朋友怎样做？接东西的小朋友怎样做？

三、结束

1.活动讲评：根据幼儿参与活动使用礼貌用语情况进行讲评。

2.活动延伸：要求幼儿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礼貌用语。

幼儿园中班社会教案：蛋和蛋制品

活动目标：

1.通过活动知道什么蛋是什么小动物生的。

2.在认识蛋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观察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3.在制作蛋沙拉的过程中形成文明的好习惯，享受生活的乐
趣。

活动准备：

1.与每位幼儿家长联系好，请他们帮忙从鸡蛋、鸭蛋、鸽子
蛋和鹌鹑蛋中任选一种蛋带一只来园。

2.幼儿人手一只盆子、一只碗和一只勺。



3.教师自己也准备一些各种蛋特别是鸽子蛋和鹌鹑蛋。

4.准备一些毛巾及做蛋沙拉用的熟的切成小快的土豆和白煮
蛋，一瓶沙拉酱。

5.一只明炉、铲子、油、盐、味精、料酒等调味品，抹布若
干块。

活动过程：

一.挑蛋。

幼：我挑的是鸡蛋是鸡妈妈生的……

二.摸蛋。

1.师：现在请你们看一看，摸一摸你的蛋和别人的蛋有什么
相同的和不同的？

幼：我的蛋比他的大。我的蛋比他的颜色深。

2.师：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的蛋你见过那些？

教师总结：小朋友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蛋。他们的颜色不同，
大小不同，但他们摸上去都是很光滑的。

三.认识蛋清和蛋黄。

1.师：你们知道这些光滑的蛋壳里到底藏了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打开来看一看就知道了。

2.教师介绍磕蛋的方法和应注意的方面。并提醒幼儿要注意
卫生。

3.幼儿动手磕蛋，教师在旁协作指导。



4.幼儿个别回答。

教师总结：不管什么蛋，里面都有黄颜色的叫蛋黄，透明的
粘糊糊的叫蛋清。蛋清煮熟了之后才叫蛋白。

四.教师现场煮蛋。

1.师：今天老师来为小朋友们做一道好吃的蛋做的菜好吗？

幼：好。

2.教师边炒蛋边提问：

1)师：小朋友你们吃过那些菜是用蛋做的？

幼：番茄炒蛋、荷包蛋、番茄蛋汤。

幼：蛋糕、蛋卷、蛋黄派。

延伸活动：制作蛋沙拉。

1.师：我们一起来学做好吃的蛋沙拉，并开一个“蛋
的party”吧！

2.师：介绍制作蛋沙拉的方法，和应注意的方面。

3.师：好，小朋友们现在我们去参加“蛋的party”吧！（舞
会音乐响起）幼儿自己动手制作沙拉。

走进志愿者手抄报篇二

1、主动参加探索10的组成的操作活动。

2、运用互补、互换的规律知道10分成两份有9种不同的方法。



3、初步学习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剥胸卡、胸卡篮子放老师椅子下，大声回答问替、分组男女
注意、交换式的记录纸、课件拷贝在自己优盘里。

1、运用"找朋友"游戏复习9的组成师：前不久，我们中国广
州成功地举办了一次体育盛会，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亚运
会）师：虽然现在亚运会结束了，但是亚运精神却永不停息，
这个，我们海门镇幼儿园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亲子运动会。
举办一次亲子运动会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你们想不想来
当一名小小志愿者为运动会服务呢？（愿意）师：好，给你
们每人一张志愿者胸卡。

师：看看你胸卡上的数字是几，请你找一位，他胸卡的数字
和你胸卡上的数字合起来要是9的朋友，拉好手排成两排。

2、幼儿主动操作游戏中探索10的9种分合方法。

（1）师：好，跟我出发吧。现在我们进入的是球馆，看看都
是些什么球馆？（篮球场、足球场、橄榄球场……）看看这
里有几个球馆，师：看来大家对这些运动项目已经相当熟悉
了，我小小志愿者功课做得还不错。

（2）b、出示篓子，老师简单介绍游戏材料及操作要求。

师：每个球场里都有许多的球，我们的任务是，先把每个篮
子里的十个球，分成两份，再把分的结果用分合式记录下来，
注意分一次记一次。

师：现在看看你胸卡上的数字是几，就进入几号球馆。小小
志愿者分头行动吧！

（3）幼儿进行操作活动，老师巡回指导，观察了解幼儿操作
情况进行个别指导，鼓励幼儿互相介绍操作情况。



（4）幼儿介绍自己的操作材料。（注：老师有目的地选择三
种不同分法的幼儿讲述，师：任务完成的志愿者带着你们的
记录纸找个位置坐下来，数一数你记录到几种分法）。

师：谁先上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你是怎么分的`？有几种分法。
（其他志愿者先把你们的记录纸放到椅子底下）出示幼儿的
操作记录：

xx请你大声地把你分的结果读出来，一共有几种分法。（你
把10分成两份想到了8种分法）还有谁来介绍一下。

提炼以下三种结果：

a、分合不正确

b、分合正确，但没有顺序，没有规律。

c、互补规律。交换规律。

师：这三个志愿者都分对了吗？a分合不正确

师：看看两个数合起来是不是都是10.。刚才他说找到8种分
法，这种分法不对，其实他找到的是7种分法。

师：那再来看看每个志愿者的分法有没有重复的？（这两种
分法重复了，去掉一种。刚才说他找到了9种分法，其实只找
到8种分法）b、分合正确，但没有顺序，没有规律。

师：xx的8种中分法既没有错的，也没有重复的。c、互补规律。
交换规律。

师：那我们看看xx分法中有没有遗漏。还有没有其他分法。
看来××找到的9种分法就是10分成两份的全部分法。我们一
起来把10的9种分法一起来读一读。



看来××的8种分法怎么样？（少了一种）

（5）引导幼儿通过分析，比较探索10的最佳分合方法。

师：这三个志愿者的方法你觉得用哪个比较好？为什么（有
的会遗漏有的会重复？）（左边越来越多，右边越来越少）
师：左边的1变成了2，怎么样？多的一个是哪里来的呢？我
们一起看右边，右边的9变成8，怎么样？少了一个。哦原来
这里左边多的数就是右边少的数。他用上了互补的方法，非
常的有序。

d：交代互换规律那这里的9种分法哪几种分法，你能不写出来，
别人也能知道。为什么出示互换规律的示范（看到这几种分
合式我们就能想到另外几种分合式，这样可以减少我们记忆
的内容，真方便。

（这里的部分数字位置互换了一下，看到这组分合式，就会
想到下面那组分合式，记起来很方便）（引导幼儿发现互补、
互换规律）师：（第二环节小结）看来我们利用互换或者有
序的互补方法，能让我们既快又正确的找出全部分法。

3、再次练习，巩固10的组成规律。

（1）交代游戏规则。

师：我们志愿者不仅有热情和干劲还要有方法，现在还有很
多的场区需要我们去帮忙，师介绍任务（2）师：这次我们要
小组合作行动，任务都在电脑里，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体操馆，场上有10个鞍马，请你根据的分合式翻一
翻。

这里是足球场，请你把十个足球分成两份，再记下来。



这里是射击场，请你把相同颜色靶子上的数合起来是10的两
个靶子连起来。

师：任务清楚了吗？想想怎样才能做得又快又准确。

走进志愿者手抄报篇三

近年来，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差距问题逐渐
凸显出来。为推动乡村振兴，吸引城市青年关注农村发展，
许多志愿者组织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农村支教、扶贫等活动。
本人有幸参加了一次志愿者走进山门村的活动，深入了解到
了乡村现状以及我们城市青年应该如何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

第二段：乡村调研与感悟

在山门村的调研中，我亲眼见到了农村相对城市的落后现象。
村里大多数居民还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中，技术含量
低，缺乏创新意识。另外，乡村教育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学校师资力量不足，设施简陋，学生缺乏良好的教育环境和
资源。但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了乡村的宝藏——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人文景观。山村的清新空气、原始森林和美丽的风景
令人陶醉。这些感悟使我深刻认识到，我们城市青年应该在
关注农村发展的同时，更要珍惜乡村的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

第三段：农村扶贫行动的实施与反思

在志愿者活动中，我们不仅了解了乡村的现状，更是主动参
与到了农村扶贫的行动中。我亲眼见到了山门村通过发展特
色农业、开办农家乐等形式，逐渐摆脱了贫困的局面，实现
了稳定的收入。然而，我也深感农村扶贫并非一蹴而就，需
要持续的投入和关注。我们城市青年应该积极参与到农村扶
贫中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资源帮助山村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四段：乡村教育的思考与改进



乡村教育一直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山门村的调研
中，我清晰地看到了乡村教育的不足之处。师资力量薄弱、
教学设施简陋等问题令人担忧。作为城市青年志愿者，我们
应该倡导社会关注乡村教育，为山村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
除了捐赠书籍和教学用具等物质帮助，更要注重培养山村儿
童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第五段：展望未来与个人贡献

回顾这次走进山门村的活动，我深感到了对乡村的关爱和参
与的重要性。乡村振兴离不开城市青年的积极参与，我们应
该将关注农村发展这种社会责任内化为个人行动。未来，我
将继续关注乡村的发展，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为乡村
振兴贡献力量。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乡村将焕发
出新的活力，实现真正的振兴。

走进志愿者手抄报篇四

关爱老人、奉献爱心

敬老院孤寡老人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然而社会经济突飞发展，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
却有越来越多的老人被冷落，是敬老院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重新找到了家，得到了家的温馨，爱的呵护.。我们每个人都
要走过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的人生之路，这是任何人都
不能抗拒的自然规律。尊重老人，敬爱老人，说到底就是尊
敬自己，敬爱自己。会懂得孝顺父母的我们，更应该打开心
胸去接纳敬老院中孤独的老人，给他们欢乐，给他们祝福，
陪伴他们去更好的生活。

慰问敬老院的孤寡老人，给他们送去一份关爱和温暖。让他
们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通过此次献爱心，走访敬老院的



活动，让同学们的身心更加明朗，明白阳光是不吝啬每个角
落，同时呼吁我们每一个人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奉献自己的
一份爱心，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和谐。

xxx敬老院

1、每位参与志愿者都怀有饱满的热情及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
此次活动。

2、在活动中讲文明懂礼貌体现当代大学生风貌。对待人要亲
切热情大方。

3、到敬老院的同学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不得擅自离开岗位。

（一）活动前期准备：

1、联系敬老院负责人

2、对招募好志愿者进行培训，并说明注意事项。

（二）活动当日安排：

1、布置场所

2、帮老人们打扫卫生，整理家务

3、陪着老人拉家常，讲故事，看电视.

4、离开时把整个庭院打扫干净并与老人合影留念。

1、志愿者在活动开展期间应当服从管理

2、注意个人行为，注意维护志愿者形象和学校形象.

3、合理分配好每位同学的工作，到敬老院的同学们必须服从



组织安排，不得擅自离开岗位。

4、由于老人的年龄等问题，在帮助老人时要小心，确保活动
期间自己与老人们的人身安全。对老人要亲切，不可烦躁，
尽量满足其和合理的请求。

5、活动前的宣传要到位；活动中对我们的活动记录文字，还
有相片记录也一定要切实做好；活动后要跟进，进行总结，
吸取教训，在今后的活动改进加强。

6、活动中，要尽量避免只针对一个或其中几个老人家，要普
遍关注敬老院中的老人。

走进志愿者手抄报篇五

山门村位于偏远的山区，长期以来面临着贫困和落后，社会
资源的缺乏使得村民的生活无法得到有效改善。为了帮助这
个村庄走出困境，我参加了一次志愿者活动，深入山门村开
展社区建设和扶贫工作。这次经历让我获益匪浅，不仅对山
门村的现状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同时也对自己的生活和人
生有了新的认识。

第二段：志愿者活动的过程和感受

志愿者活动开始前，我们先进行了针对山门村的调研和分析，
了解了村庄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然后，我们制定了一
份详细的计划，包括社区环境整治、教育支持、农业技术培
训等方面的工作。在活动期间，我们根据计划积极投入工作，
和村民一起清理杂草、绘制壁画、组织课堂活动等，以改变
山门村的生活环境和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通过与村民的交
流和合作，我深切感受到了他们对外界帮助的渴望和感激之
情，这种情感让我感到无比振奋和满足。

第三段：对山门村现状的分析和思考



在与村民的交流中，我了解到山门村的贫困并非一朝一夕之
事，而是积淀多年的结果。山门村地处偏远，基础设施和教
育资源的匮乏导致了村民的谋生困难和文化水平的低下。然
而，我也看到了村里的变化和希望。一些年轻人通过务农和
外出打工，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并将所学的技能带回村里，
为村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一些爱心人士、志愿者组
织等也给予了山门村许多帮助和支持。通过这次活动，我更
加明白，改变山门村的命运需要长期坚持和持续的努力，需
要多方力量的参与和支持。

第四段：对个人生活的反思

这次志愿者活动对我个人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影响。在与村民
共同努力改善生活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生活的珍贵和
幸福感。与山门村相比，我所享受的社会资源和生活条件已
经非常优越，然而往往我们不太懂得珍惜和感恩。通过这次
经历，我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思考如何更加积
极地投入社会和关爱他人，以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第五段：对志愿者活动的总结和展望

通过志愿者走进山门村的亲身体验，我对志愿者活动有了更
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志愿者活动不仅仅是为他人提供帮助，
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的体现。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应该关
注社会问题，尽己所能去改变和帮助。未来，我希望能继续
参与志愿者活动，为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和地区贡献自己的力
量。同时，我也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志愿者行列，用爱心和行
动改变社会，为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和美好的世界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