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十四 周工作计划

班级：中 3 班 实施主题：我们居住的地方 日期:5 月 20 日—5 月 24 日 带班老师：胡、王老师

工作

要求

1.进一步了解和关心周边环境，初步感知“社区”的含义，懂得爱护社区。（主题目标）

2.会用游戏、绘画、制作等方法表现自己对家乡的认识及情感。（主题目标）

3.能安静用餐，多吃蔬菜不挑食。（保育目标）

4.在集体活动时，能够在举手并经过同意之后再发表自己的想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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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幼儿身体情况及检查幼儿口袋是否有小玩具等物品。

晨

间

活

动

晨

间

游

戏

1.签到：按时入园，坚持签到。

2.重点区域：建构区：我们的社区：提供积木、各种塑料拼插玩具，建造社区内的各种公共设

施：休闲广场、马路、沿街商铺等。图书区：认识家乡地图：提供地图，引导幼儿找一找自己

去过的地方，和同伴说一说去游玩的经历。

3.晨间谈话：等。

户

外

锻

炼

1.队列练习：能自如的从一路纵队变成四路纵队。

2.律动、早操：师幼一起律动、早操，要求动作合拍有力。

集体游戏：拍球

尝试连贯拍球
阳光大运动

集体游戏：综合 1

尝试多种方式锻炼
阳光大运动

集体游戏：平衡

尝试过障碍

分散活动：重点指导

连续绕障碍拍球

分散活动：重点指

导解决问题

分散活动：重点指

导手脚协调

学习

活动

语言：家乡的故事

了解家乡的历史

美术：家乡的建筑

表现家乡建筑的

特点

数学：图形的家

发展从两个维度

的分析能力

社会：我们的家乡

萌发对家乡的爱

综合：神奇的桥

体会桥的便利

上午

游戏

快乐骑行：重点指

导合作游戏

户外建构：重点指

导有方法的搭建
区域活动

图书室：重点指导

安静阅读

过家家：重点指

导角色的互动

下午

活动
区域活动 区域活动

创意社：重点指

导分工搭建
区域活动 区域活动

日常

生活

1.教师提醒幼儿照料并观察自己小组饲养的动植物。

2.晨谈时，教师和幼儿一起谈论“我的家乡”，并愿意说说家乡的特产、建筑、美食、风景。

家长

工作

1.请家长带孩子参观家乡的名胜，向孩子讲述一些家乡的民间故事等，激发孩子对家乡的兴趣。

2. 鼓励家长带孩子更多地关注自己生活的社区、街道等环境，积极参加社区活动。

环境

创设

1.在阅读区增加与建筑相关的图书、图片，供幼儿选择与阅读。

2.在班级主题墙中张贴家乡的特产、风景名胜的照片和图片。

本周

反思



第十四周周反思：

本周是主题五《我们居住的地方》开展的最后一周。我们将教育教学重点放在引

导幼儿了解家乡的历史传统、风俗文化，感知家乡的美好，增进幼儿对家乡的理解，

培养爱家乡的情感上。

教育教学方面，我们围绕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在语言活动《家乡的

故事》中，我们引导幼儿在搜集家乡传说故事的基础上，交流分享有特点的故事，了

解家乡的历史，生发为家乡自豪的情感。在数学活动《图形的家》中，我们用游戏的

形式，引导幼儿学习根据纵向与横向标记给物体定位，发展从两个维度对图形进行分

析和综合的能力。在科学活动《神奇的桥》中，我们引导幼儿通过调查，了解桥的多

样性，感知桥梁的形状及组成，体会桥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方便，对桥梁感兴趣。

游戏方面，在建构区，我们提供各种积木、各种塑料拼插玩具，组合运用架空、

盖顶的建构表现出组合式的房子及楼梯、院子、花坛等，引导幼儿搭建自己的家乡；

在美工区提供各种废旧纸盒、彩笔、彩纸等，引导幼儿用将纸盒压扁剪出阳台及窗户

的方法制作楼房并进行装饰；在益智区投放“桥的承重”实验，提供纸条、垫板、积

木、记录单，引导幼儿运用不同的折叠方法，感知纸桥与承受力之间的变化；在图书

区提供家乡的建筑、特产图片、画纸、彩笔，引导幼儿通过绘画和黏贴的方法制作图

书，介绍“我喜爱的家乡”。

环境创设方面，我们在阅读区增加与建筑相关的图书、图片，供幼儿选择与阅读；

在美工区张贴世界各地地标性建筑物的海报，鼓励幼儿用绘画、撕贴、立体造型等方

式制作自己喜爱的建筑物，并在展示区展示；在班级主题墙中张贴家乡的特产、风景

名胜的照片和图片，增进幼儿对家乡的理解，培养爱家乡的情感。

进餐、午休方面，这一周，我们重点督促幼儿在吃完饭后主动去漱口，并整理自

己的仪表，如：照着镜子擦擦嘴巴，检查衣服上是否粘有米粒等。午休情况较好，幼

儿全部躺下后，我们会播放一段 2-3 分钟的睡前小故事，让幼儿逐渐平静下来，进入

午休状态，我们会不间断地巡视，帮助睡姿不好的幼儿调整过来。

家长工作方面，我们鼓励家长带孩子更多地关注自己生活的社区、街道等环境，

积极参加社区活动，了解各地的文化、设施、建筑等，培养孩子的观察力，使他们形

成“大家庭”“大社会”的概念，有爱护社区，有美化、建设家乡的美好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