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十三 周工作计划

主题：《图形宝宝》 班级：小（7）班 日期:11 月 21 日—11 月 25 日

带班老师：束老师、陈老师

工作要求

1.感知发现周围物体的形状是多种多样的，对不同的形状感兴趣。

2.通过活动使幼儿初步基本认识图形，能从周围物体中找出圆形，引发幼儿探索的兴趣。

3.学习球的各种玩法（抛、接、滚等），能双手向上抛球。

4.能大胆尝试和体验图形的组合变化，体验探索、发现的乐趣，并能用完整的句子进行

表述。

5.认识一些基本图形，如：圆形、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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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来园接待：热情接待幼儿来园，与幼儿有礼貌地打招呼。

2.区域游戏：生活区：提供各种形状的饼干、果酱，引导幼儿根据形状配对做夹心饼干。

建构区：提供各种形状的（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等）的积木，利用材料拼搭出圆形、

三角形等不同形状的边框。

3.晨间谈话：冬天到了，我认识的图形宝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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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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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队列练习：能跟着老师有序站点排直队伍。

2.律动、早操：能跟随音乐和老师一起进行律动。

3.分散活动：指定区域内幼儿自己选择器材进行游戏，提醒幼儿不奔跑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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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

1.和同伴、老师一起玩球，学习球的多种玩法、练习和同伴滚球、双手抛球、拍球、夹

球走等游戏。

2.散步时注意引导幼儿观察并寻找周围各种各样的形状，并能用简单的语言说出。

家长工作

1.鼓励家长在生活中有意识的引导幼儿关注生活中的各种图形，并让幼儿说说图形的名

称。

2.与幼儿一起准备有形状的食品，并让孩子说一说食品名称、形状，为“图形食品品尝

会”做准备。

环境创设

1. 布置主题墙饰《图形宝宝》，分为三个版块。

2.《我身边的图形宝宝》：将幼儿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图片宝宝照片张贴在主题板

上，邀请幼儿感受图形的无处不在。

本周反思



赏识教育
一些理论：

“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父母。”认同这句话，是接受“赏识教育”理论的基础。

在“我是好孩子”的外界评价中，孩子会越来越优秀，而在接受“我是坏孩子”的外界评价

中，孩子只会自暴自弃。这是赏识教育的理论核心。

赏识教育的核心方法是：信任、尊重、激励、理解、宽容、提醒。

为什么赏识？

赏识是人类心灵深处最强烈的需求。对于孩子来说，由于年龄小，心理还很幼稚，他们心灵

深处最强烈的需求，最本质的渴望就是得到别人特别是父母的赏识。

赏识什么？

孩子身上的优点，细心捕捉他的每一点进步。——强化好行为

在孩子失败的时候加以赏识。——维护自信心，提高抗挫折能力。

尊重个性差异，赞赏孩子独有的闪光点。——使孩子更自信，培养正确的自我评价意识。

怎么赏识？

多使用鼓励性语言，如“经过努力你会成功的”，“相信你会做得更好”等。

多用积极性评价，要有针对性，而不是笼统、空泛地说“好”。

重视非言语的运用，如目光、表情、姿态、动作等。

过犹不及的做法：

空洞、频繁的表扬。容易使孩子把得到赞赏作为惟一的目的。

忌用“你最棒！”“你比其他人都做的好！”等表扬，如此的赞美会使孩子变得自大和目中

无人。当孩子发现自己并非家长所说的“最好的”时，会产生疑惑、愤怒、无法接受。

赞赏孩子的耐心、专心、有毅力等优秀品质，而不是只赞赏他聪明。

过分及不当的鼓励，和太过高调和夸张的鼓励，要么使孩子麻木，要么使孩子在遭逢挫折的

时候，无法振作起来。

表扬会整理积木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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