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十八 周工作计划

主题：《冬爷爷的礼物》 班级：中（ 8 ）班 日期:1 月 2 日—1月 5日

带班老师：李老师、姚老师

工作要求

1.能从周围环境的变化中，感知冬天明显的季节特征，尝试用多种手段表现自己对冬

季的认识。

2.喜欢冬天，不怕冷，积极地参加各种活动，能动作协调、灵敏地跑和跳。

3.能根据音乐节奏的变化，结合季节的特点，创编相应的歌词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4.学习用连贯、柔和、优美的情感和声音演唱歌曲。

5.理解打喷嚏是身体自我防范的一种反应，并学习正确的打喷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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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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区：“公园设计师”提供雪花片等多种插塑材料，引导幼儿在建构

公园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插塑材料，创造性地装饰公园，并对公园内的建筑物进行合

理布局。引导幼儿在自己的建构作品中进行游戏，尝试创编故事。

3.晨间谈话：冬爷爷来了、正确打喷嚏、冬天的样子。

4.其他：引导幼儿走路对齐前方，并且对齐左边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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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队列练习：能根据指令进行绕圈走、四纵队走等队列练习。

2.律动、早操：教师带领幼儿一起做早操，要求合拍有力。

3.分散活动：体能大循环，根据场地提供不同器械，幼儿自由选择器械活动。

元旦放假

集体游戏：

综合 1 区

集体游戏：

球区

集体游戏：

跨跳区

集体游戏：

综合 2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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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好玩的冰

（科学）

打喷嚏

（健康）

雪花和雨滴

（音乐）

冬爷爷来了

（社会）

上午

游戏
活动区活动 科发室 活动区活动 户外建构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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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陶木舍 活动区活动 户外娃娃家 活动区活动

日常生活
1.晨练中不怕寒冷，积极参与锻炼，遵守规则有安全意识。

2.入园和离园时，有礼貌地和大家打招呼，鼓励幼儿冷天按时入园不迟到。

家长工作
1.在家里结合逛超市，引导孩子观看各种取暖用具，丰富孩子对取暖用具的经验。

2.根据天气变化，给孩子准备合适的防寒保暖服装，防止孩子受凉感冒生病。

环境创设
1.收集冬季人们的生活用品，布置冬季展示台。

2.书架上新增有关冬天的绘本，以及人们在冬季里的生活、运动的图片。

本周反思



乙流的预防

大家对 “甲乙流”这个称呼其实并不陌生，但具体而言却并不

熟悉，作为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乙流”，又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

的呢？接下来为大家科普。

什么是乙流

乙型流感是乙型流感病毒感染所致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病原体是

乙型流感病毒，传播途径主要是呼吸道传播，也有直接接触传播的。

它的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儿童和成人对流感普遍易感， 5 岁以下

儿童感染流感后出现重症的风险较高，学校和幼儿园因为人群聚集容

易引起。

乙型流感临床表现

多为反复发热是最常见的症状，孩子突然发热，甚至高热达到

39℃～ 40℃，伴有畏寒、寒战、头痛、全身酸痛、乏力、食欲减退；

呼吸系统表现有咽痛、咳嗽、鼻塞、流涕等。除了以上典型症状外，

部分乙型流感中的孩子首先表现为发热、呕吐，还可伴有腹泻症状；

个别孩子表现为小腿肚子痛，严重的甚至会出现不愿下地走路的症状。

乙型流感传播途径：

近距离飞沫传播，打喷嚏或咳嗽时，产生的飞沫传播到另一个人

的鼻腔或口腔时，可造成病毒传播。也会经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

接触传播。它的潜伏期一般为 1~4 天。

如何确诊乙型流感？

在流感高发季，如出现发热、咳嗽或咽痛等症状，需到医院进行

甲流和乙流的抗原检测，阳性即可确诊。

乙型流感治疗：

孩子确诊为乙型流感后，家长不必恐慌，病情较轻的可以居家隔

离，在医师指导下服药观察，口服奥司他韦或玛巴洛沙韦等抗流感药

物，最好 48 小时内用药效果最佳， 3-5 天热退后症状逐渐缓解。



病情较重或有并发症的孩子需要住院治疗。

保证孩子充分的休息，适量多饮水，进食容易消化的食物。个别

孩子服药后呕吐明显，需要及时去医院就诊。

日常防护措施：

1、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房间通风，勤洗手，尽量避免手触

摸眼睛、鼻子或口。2、尽量避免去人群聚集的场所，出现流感样症状

后，及时去医院就诊。3、确诊为乙型流感时，应居家隔离观察，不带

病上班、上课，减少疾病的传播。4、当家庭成员感染后，要注意做好

流感患者及自身的防护，避免交叉感染。

出现以下 6 种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1、高热不退；

2、咽痛无法进食导致脱水，因为咽痛或者腹泻等原因，导致脱水；

3、精神状态差，比如嗜睡、进食困难、烦躁，甚至连哭闹都没有

力气的时候，建议带孩子去就诊；

4、如果孩子出现四肢抖动，肌肉抽动或震颤、喷射性呕吐、皮肤

发花、面色苍白等的情况；

5、出现呼吸和心率增快等问题；

6、呼吸时鼻翼煽动、呼吸暂停 、呼吸非常困难、开始发出呼噜音、

孩子看上去正疲于用力呼吸、 肋骨间或胸廓下方的皮肤和肌肉看

上去有内陷等。

温馨提示：

今年冬季存在流感和支原体感染叠加感染现象，部分患儿出现反

复发烧、反复就医的情况。可能是重叠感染或者相继感染，经过连番

病毒的折磨，小孩自身的免疫系统已经遭到了很强烈的攻击，这个时

候建议要好好休息，保证充足睡眠，激发身体强大的康复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