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六 周工作计划

班级：中 10 班 实施主题：我找到了春天 日期:3 月 25 日—3 月 29 日 带班老师：徐、柳老师

工作

要求

1.引导幼儿了解诗歌内容，学习用较连贯的语言大胆讲述自己发现春天的秘密。（主题目标）

2.与幼儿一起寻找幼儿园内花草的变化，感知春天花草蓬勃的生机。（主题目标）

3.了解龋齿产生的过程、原因，坚持正确的生活习惯保护牙齿。（保育目标）

4.能听信号有精神地走和跑，学习新操，动作有力、到位。（常规目标）

星期

内容
一 二 三 四 五

接

待

1.热情接待幼儿，与幼儿打招呼或者引导幼儿进行同伴间互动。

2.进行二次晨检，如有咳嗽、发热、呕吐等症状的幼儿请家长接回家观察。

晨

间

活

动

晨

间

游

戏

1.签到：能看懂当日签到图纸，按照先后顺序进行签到。

2.重点区域：建构区：将幼儿带的鹅卵石等投放进去，引导幼儿用新建构材料进行动物园建构。

美工区：准备样本瓶子，请幼儿进行春季花草样本制作

3.晨间谈话：春季的锻炼与保健、春季传染病我们该怎么做、春天的小芽。

户

外

锻

炼

1.队列练习：能自如地从两列纵队合并为一列纵队。

2.律动、早操：师幼一起律动、早操，要求动作合拍有力，会变换队形。

集体游戏：跳房子

双脚开合连续跳
阳光大运动

集体游戏：狼和小羊

快速往返跑
阳光大运动

集体游戏：网小鱼

短距离快速跑

分散活动：重点指导

有高度的攀爬

分散活动：重点指导

助跑跨跳

分散活动：重点指导

平衡车如何平衡

学习

活动

语言：春天的秘密

发现动植物的季节变化

社会：春游的准备

学会自己整理

美术：美丽的风筝

正确使用排笔和毛笔

音乐：蝴蝶找花

感受三拍子节奏

科学：毛毛虫和蝴蝶

了解动物的成长

上午

游戏

创意社：重点指

导架空垒高
区域活动

过家家：重点指

导洗菜切菜

图书室：重点指

导看图讲故事
区域活动

下午

户外

活动

时光车业：重点

指导租车还车

玩水：重点指导

清淤泥
区域活动

时光旅拍：重点

指导使用相机

花点时间：重点指

导插花艺术

日常

生活

1.散步时，引导幼儿观察各种树的树枝发生的变化，并能说出一些常见植物的名称。

2.提醒幼儿用七步洗手法洗手，洗完手甩手并擦干。

家长

工作

1.建议家长能继续引导幼儿练习排数序， 让幼儿感知相邻数之间相差 1的关系。

2.请家长和孩子共同搜集有关春天的植物、动物、风景等信息和资料，来园时与同伴交流。

环境

创设

1.将幼儿作品《美丽的风筝》展示出来，让幼儿在看看说说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2.引导幼儿利用建构区多元化的材料进行搭建，丰富层次性。

本周

反思



表扬栏
表扬上周安静午睡的小朋友

（以下名单按照学号顺序排列）：

吴博承、朱宥恩、张腾宇、杨辰烨、

丁泽晨、石可遇、董诺、汤至诚、朱

焕哲、蔡明轩、张君泽、王家佑、高

熙然、林宥安、郁一蔓、李杨馨、程

锦帆、孔令仪、田紫阳、梁雨菲、梁

雨桐、刘子溪、徐传瑾、袁瑶、张熙

桐



家长与孩子交流时的四个说话技巧

很多父母说孩子不懂事，其实有没有想过是自己的表达方式不恰当，导致孩子犯错呢？与孩子

交流的方法很重要，父母要时刻学会理解孩子，说话要有技巧。

1.“这像是你这么大的孩子做的事儿吗！”

当一个 5 岁的孩子因为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哭，或者一个 4 岁的孩子拒绝在公共汽车上老

老实实地坐着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做他这个年龄的孩子“应该”做的事儿。当然，如果孩子表现

得更加地成熟、懂事、得体，父母会十分满意和高兴，但当你要求他“合理”时，你实际上是在没

有弄清楚为什么他会出现这样“不合理”的行为的原因之前，就说出了这样带有责备性质的话。这

时，你真正关心的，其实是孩子带给你的影响(让你尴尬或者难堪)。真正地去关心他的感受，理解

他并给他以足够的体恤和同情——他是不是因为觉得呆在这里很烦闷？或者他饿了？

2.“你真是个没用的孩子！”

和孩子开玩笑，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开发他幽默能力的好方法，但是诸如“你又忘记了拧紧瓶

盖，你是不是没脑子啊！”这样的“玩笑”，却很可能让孩子感到受伤或者气馁。尽管有些父母想，

这样嘲笑一下孩子，也许会对他将来承受更多人际关系的复杂会有帮助——他会因为有过这样的

“训练”而变得“坚强”！这是错误的。作为孩子的父母，你的任务是爱他、支持他、帮助他、教

导他，而不是应该把这种装腔作势的“挫折训练”隐藏在“玩笑”里。如果心里并不是真心觉得他

很蠢很没用，那就请你不要那么说。

3.“你怎么就不能像人家家孩子一样啊！”

这种把孩子与别人比较的方式，最直接能达到的效果就是，让孩子自己觉得像个二等公民，同

时加剧他与其他人的对立情绪。也许父母是想通过这种比较让孩子能更听话或者更努力地学习，但

它除了会降低孩子的自信之外，不会有更好的效果了。你越是说他不行，他就会越觉得自己不行。

父母要相信孩子的力量，同时也要正视孩子的弱点。引导孩子关注自己的行为，发扬或改进，才是

正确之道。

4.“别跑！你会摔跟头的！”

也许父母自己认为自己的关心和提醒简直是无微不至了，可你的这种警示其实在告诉他“我已

经预见了你会摔跟头的”——这会让孩子觉得很沮丧，他越努力(想做得更好)越会遭遇失败(“跑

了就会摔跟头”)，其实你可以叮嘱他“把鞋带系好了再出去玩儿”，这时你谈论的是他的鞋子，

是装备的准备，而不是孩子的“无能”。而且，你越想警告不要发生什么事情，孩子往往越会忽视



你的提醒，因为他觉得，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有这样 4 句话，对他有帮助

1.“你来决定……”

如果你要让孩子来做什么事情，或者你想阻止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可以说这样的话

——“你来决定吧，……”给他一个清晰的认识：我自己决定了我的行为，同时对我自己的行为负

责。比如，你的孩子正和他的伙伴在家里疯闹，你可以对他们说：“这样大声会影响到邻居的休息，

那么你们来决定吧，是安静一点儿呢还是到外面去玩儿？”如果他们已经选择出去玩儿了，但 5 分

钟后他们还在屋里大喊大叫，你就可以接着说：“你们刚才已经答应了到外面去玩儿了不是吗？”

这样做，既可以教会孩子明白选择就意味着承担后果，而且也可以使父母避免总是充当一个约束他

们的坏警察的角色。你选择了，并且对它负责，这就是真正的自由。

2.“我爱你，但我不喜欢你的这种行为。”

教导和约束，对于孩子来说总是必要的。但你一定要把他不好的行为和他这个人分开——这会

使你和他都懂得，不好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做这件事的人就是“坏人”。 在你管教他的同时告诉他：

“我为你指出什么是不好的、不被接受的行为，正是出于我爱你，尽管我不喜欢这种行为，但是我

爱你！”这样同样能够给你自己一个提醒，你的目的是纠正和引导孩子的幼稚和无知，让他变得更

加可爱和优秀，而不是仅仅为了教训或惩罚。同时，这也能够使你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更能保持平

静平和，而不至于表现出低质量的、起不到榜样作用的咆哮。

3.“你要知道，不同的人会有自己不同的需求。”

当你的孩子又在重复那句“这不公平”的时候，你需要做的不是呵斥或忽视他，而是要耐心地

让他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事实上，每个人并不是一定都会得到同等的待遇的，在这种状况下，“公

平”真实的含义其实是“每个人在他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得到它”。于是，如果你买了什么礼物给

亲戚的孩子，你不要再买一份给自己的孩子，以示“公平”或“安慰”。试想如果别的孩子生病了，

你的孩子是不是也要一起吃药呢？

4.“告诉我，你心里真实的想法！”

当你的孩子在被激怒的时候，很可能会破口而出那些难听的话来：“你这混蛋！”或者“我讨

厌你！”因为这是他们在情绪激烈的时候所能想到(或者说模仿到)的最“狠”最解气的话。但你作

为父母，你需要帮助你的孩子更深一些地了解自己的情绪——究竟是什么激怒了他，让他感到愤怒

(或者是不安、委屈等等)，帮他分析整个事实。比如在他自己暂时理不清头绪时，你可以给他一些

帮助：“你不高兴是不是因为娜娜跟别人说了你告诉她的小秘密？”根据事实，帮孩子掌握自己的



情感，教导他在这种时刻应该怎么想，让自己能平和，能和他人处理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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