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十八 周工作计划

主题：《夏天真快乐》 班级：小（3）班 日期:6 月 5 日—6月 9日

带班老师：马老师、王老师

工作要求

1. 体验夏季生活的乐趣，喜欢夏季的生活与活动。

2. 初步感受三拍子的旋律，用愉快的情绪学唱三拍子的歌曲。

3. 能手口一致地点数 5以内的物体，并能大胆表述。

4. 愿意参加科学活动，能用简单的语言把自己的发现告诉教师和同伴。

5. 知道夏季卫生常识及自我保护的方法。

星期

内容
一 二 三 四 五

晨
间
活
动

来
园

1.来园接待：热情接待幼儿来园，帮助幼儿进行测体温和手部消毒。

2.区域游戏：建构区：纸杯叠叠乐：提供纸杯，尝试围合叠高。美工区：

美味冰淇淋：利用轻黏土和木棒制作棒冰。

3.晨间谈话：夏天的食物、我吃过的冷饮等等。

4.其他：幼儿自由观察农场的动植物。

户
外
锻
炼

1.队列练习：能在老师的提醒下有序站队。

2.律动、早操：愿意跟老师学做新的律动。

3.分散活动：教师给幼儿提供球、呼啦圈等器械，幼儿自由选择器械活动。

集体游戏：

蹦跳区

集体游戏：

骑行区

集体游戏：

平衡区

集体游戏：

攀爬区

集体游戏：

综合 1

学习
活动

干净食物人人爱

（健康）

喝了几杯水

（数学）

夏天到

（音乐）

综合 P177

好吃的西瓜

（综合）

美味冰淇淋

（美术）

上午
游戏

户外建构 美术室 户外娃娃家 玩水 创意社

下午
活动

活动区活动 玩沙 活动区活动 活动区活动 悠悠小农庄

日常
生活

1. 引导幼儿继续学习自己为自己盖被，根据天气的冷暖来盖适合自己的被

子，如天太热可以把手、脚全部伸出来，盖住肚子。

2. 引导幼儿多喝开水，并能有秩序的排队喝水，不边喝水边玩耍。

家长工作

1.请家长在家给幼儿勤洗澡、勤洗头，让幼儿不贪食冷饮，保证幼儿夏日

里的身体健康。

2.对幼儿进行节约用水，夏季安全，用电安全等方面的教育。

环境创设
1.准备一些新主题游戏材料投放在区域内。

2.将幼儿的美术作品陈列出来。

本周反思



本周之星

表扬排队时能跟好前面的小朋友：

王木子、贲皓奇、赵峻喆、张煜枫、俞星辰、崔煦、季译

江玮玮、徐梓玚、盛妍斐、刘星语、周程欣、周悠然

温馨提示

1.请在家给幼儿勤洗澡、勤洗头，让幼儿不贪食冷饮，

保证幼儿夏日里的身体健康。

2.对幼儿进行节约用水，夏季安全，用电安全等方面的

教育。



学习要用好“身体”这个宝藏

阅读之前，请你先做做下面这个自我检测吧。它虽然和你的身体有关，但并不是

体检；虽不是体检，却与你的身心健康密切相关，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你的大脑和学习

效率。

1.我在阅读的时候喜欢走动，摇晃身体，或念出声。

2.相比较看书，我更喜欢听书。

3.我在学习的时候，用笔勾画做标记能让我注意力更集中。

4.我不喜欢听讲式学习，我喜欢参与式、体验式、讨论式的学习。

5.我对看过、听过或者做过的事情感受更深刻，记忆更牢靠。

6.我工作或阅读时如果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会感到肩颈酸痛，心情烦躁，注意

力也没法集中。

7.我工作或学习一段时间需要站起来活动活动，看看远方，听听音乐，看看手机，

或者做做健身操，会感觉大脑重新充满能量。

8.我有每天锻炼身体的习惯，运动使我感觉心情愉悦，能让我更专注、更有毅力。

9、我习惯于电脑打字或手机按键输入，感觉用笔写字不那么熟练了。

这些目不论回答是或否，都没有对错，而是用来帮你思考，自己一些看似习惯性

的做法背后，反映了身体有什么样的需求，从而揭示什么样的客观规律。

人的学习是身体、智力和情感协调互动，共同作用，对事物进行认知和把握的过

程，是全身心投入到活动中，与环境、与人进行互动的系统工程。所以，即使成人已

经发展出很好的专注力和意志力，仍需要身体动作的参与，需要感知体验，需要动静

结合，因为这符合我们大脑学习工作的机制，同时也是对我们大脑的保护与科学利用，

使学习和工作更有效率。

依托身体这个宝藏，发挥动作与运动的作用，可以促进孩子的大脑发育和认知发

展。如果你还认为孩子学习必须长时间静坐不动，运动锻炼仅仅是为了不生病，那么

下面的内容建议你认真阅读。

人人都有独特的感官优势通道和认知倾向

身体的感觉和运动是整体性学习的基础和关键。由于生理差异和生活经历不同，

每个人的身体感官接受信息的敏感度，以及大脑组织加工信息的方式也会不同，可能

存在优势通道，在认知上会存在一定的倾向性。

比如，有的孩子喜欢用眼睛看，看到的东西更容易记住，这属于视觉型认知倾向；

有的孩子喜欢听和说，听到的东西更容易理解，说出的东西更容易记住，这属于听觉

型认知倾向；有的孩子喜欢动手操作和身体运动，亲身实践过的才印象深刻，这属于

动觉型认知倾向；有的孩子则还没有发现明显的感官优势，可能属于均衡型认知倾向。

读到这里，家长眼前可能会浮现出孩子平日的一些表现加以对照。比如给孩子读

绘本时，孩子不能安静地听，会动来动去，讲到小兔跳，他就要站起来跳，讲到蝴蝶

飞，他就会学蝴蝶飞。这就反映孩子在通过动觉进行信息加工，深度体验故事内容。

如果家长认为这是孩子不专心的表现，强令他乖乖坐着不动，就会阻断孩子的感官体

验，不利于大脑的信息加工，还会给孩子带来挫败感，降低对阅读的兴趣。

养育建议 Tips1:

认知倾向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且仅是一种倾向性，没有排他性，也就是说，每



个孩子，尤其是婴幼儿，学习一定是调动多感官的，优势倾向也并没有完全成熟或稳

定。应为孩子提供多感官的环境、材料和活动供他们选择和体验，允许他们使用多种

方式探究同一事物，获得丰富的感知经验。比如，同样是一个故事，他可以欣赏美的

图画，观察图画中的细节；可以听抑扬顿挫、充满感情的讲述；可以复述、讨论，和

爸爸妈妈一起表演；还可以用笔画出自己对故事的理解，等等。

多动手能开发大脑

您的孩子平日里会做很多他力所能及的事吗？比如穿衣、吃饭、洗脸、收拾玩具、

浇花、擦桌子等。如果你以为这些事孩子长大后自然就会做，或嫌他磨蹭、做不好而

一代了之，那么，很遗憾，你剥夺了孩子锻炼大脑的机会。这不仅是培养生活自理能

力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孩子的大脑发育和认知水平。

人的躯体各部分在大脑皮层功能区的分布上均有所对应，但这种对应并不是按躯

体面积大小而定的，而是依据在机能上的重要和应用程度而定。越重要的部分，功能

区就越大。比如手臂、躯干占了身体很大一部分，但它们对应的大脑皮质区却不多，

而手部则占了很大区域，反映了手部运动对大脑机能的重要性。

孩子通过身体感官接收到的信息，要让手产生动作，大脑才有发展的可能性。尤

其是学前儿童，一定要在感官、大脑，以及双手和身体之间产生协作，才能在大脑中

形成完整的运动序列，才能形成熟练的、自动化的、无意识的活动。比如，进行编织、

打结、穿珠、握笔涂鸦，完成拧开水壶盖——端起来倒水——拧上水壶盖等一系列动

作，都需要大脑在感官信息刺激下产生神经联结，并与手部肌肉进行高度整合与协调

合作。当然，这样的协调动作是建立在大量实际操作和练习基础上的，所谓熟才能生

巧，手巧才能心灵。

养育建议 Tips2：

手部动作的发展一般先从手掌慢慢过渡到手指的精细动作。除了玩操作类玩具之

外，一定不要忽略生活中锻炼孩子手部的机会，使用扫把、墩布、大小盆、水桶、剪

刀、锤子、螺丝刀、胶带等工具去解决生活中真实的问题，会让孩子感到自己的小手

很能干，这样的反馈又会给大脑带来更多学习的动机。亲子一起玩玩手指操，既锻炼

手指的灵活性，又促进了语言发展，非常利于大脑开发。

五六岁的孩子可能会尝试书写字母、数字和汉字，但前提是这是他们主动的、充

满兴趣的尝试。要避免让孩子按照严格的规范要求，长时间握笔练习，不仅会给手部

带来伤害，还会使大脑产生厌恶情绪，阻止大脑神经网络的建构。

多运动能锻炼大脑

首先，运动可以促进大脑的血液循环，以供大脑工作所需。研究发现大脑工作需

要的血液是肌肉活动需要的 15 到 20 倍，占心脏总输出量的 20%。

第二，运动时会使脑内神经递质增多，如血清素、多巴胺和内啡肽，使人感到愉

悦、兴奋，有助释放情绪能量和压力，减轻焦虑和抑郁。

第三，儿童和成人一样通过活动的身体感知空间、方向和位置，从而促进速度知

觉、距离知觉和深度知觉。比如平衡、投掷和跳远等运动要比单纯的跑步更能影响儿

童的数学学习。

第四，运动可以诱发更多的大脑神经冲动，建立神经通路，增强信息运输速度，

提高专注力并改善记忆。实验证明，长期运动的孩子比不运动的孩子更能促进前额叶

的发育，意味着有更好的高级认知活动和更好的控制能力。所以，你看似让孩子疯跑



了半个小时，实际却让他更能坐得住了。

养育建议 Tips3:

多带孩子到户外进行各种运动。节假日的生活安排要动静结合，而且家长的陪伴

很重要，如果家长比较宅，身体懒惰，那么孩子就会缺少运动的动力和榜样。在安全

的前提下，鼓励孩子的冒险行为，如爬高低起伏的石头山，走水面上弯弯曲曲的石子

桥，从高高的台阶上跳下来……这些冒险游戏能给大脑更丰富的刺激，并释放压力。

另外，运动一定要是有趣的，枯燥、被监督、被惩罚的训练不会给大脑带来任何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