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悦·童年 活·教育

第 八 周工作计划

班级：大 4 班 实施主题：中国娃 日期:10 月 21 日—10 月 25 日 带班老师：韩、夏老师

工作

要求

1.初步知道中国有许多民族，有汉族、蒙古族、藏族、苗族、回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等 56 个

民族，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民族。（主题目标）

2.能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运用合适的材料装饰制作少数民族的服饰。（主题目标）

3.能用适合的语言与同伴交流对各民族的认识。（主题目标）

4.学习 F 调 2/4 拍曲子，能唱十六分音符。（主题目标）

5.欣赏不同造型的青花瓷盘，了解其纹样装饰特点，感受作品的色调和纹样美。（主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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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主使用笔，按照来园时间，记录并签到。

2.重点区域：美工区：天安门——漂亮的民族娃娃——提供印好的民族娃娃图案底图和水彩笔。

引导幼儿在印好民族娃娃图案的底图上涂色，也可以自己设计漂亮的民族娃娃服装。

3.晨间谈话：“我知道的民族”、“有趣的民俗”等。

户

外

锻

炼

1.队列练习：能自如的从四路纵队变成两路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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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炮

练习双脚跳
阳光大运动

集体游戏：探险家

练习小组配合
阳光大运动

集体游戏：小蜗牛

锻炼障碍跑

分散活动：重点指导

幼儿平衡游戏

分散活动：重点指导

幼儿骑行

分散活动：重点指导

攀爬

学习

活动

社会：马背上的

民族

知道少数民族的

习俗

语言：祖国大家

庭

知道我们国家有

许多民族

数学：来了几个

好朋友

了解相邻数

音乐：哇哈哈

用好听的声音唱

歌

科学：动感皮影

了解皮影戏原理

上午

游戏

区域活动：重点

指导益智区

区域活动：重点

指导建构区

区域活动：重点

指导美术区

区域活动：重点

指导阅读区

区域活动：重点指

导生活区

下午

户外

活动

骨碌碌小山坡：

重点指导钻爬

过家家：重点指

导露营游戏

玩水：重点指导

打水漂

创意设：重点指

导天安门搭建

农乐园：重点指导

种植观察

日常

生活

1.晨锻中鼓励幼儿积极参加各个项目的锻炼，活动中能注意控制自己的运动量。

2.户外活动中带领幼儿学玩多种民间游戏，感受中国民间传统游戏的乐趣。

家长

工作

1.鼓励家长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给孩子更多自我服务的机会，并能用图片和文字等形式记录孩

子的变化。

2.建议家长假期间带着幼儿游览祖国各地或当地的文化胜地，感受祖国的文化、民俗、风景等。

环境

创设

1.主题墙上展览师幼共同收集的有关祖国的图片、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幼儿自己将自制的旅

游简报（《娃娃游中国》）布置成主题墙，并向同伴进行介绍。

2.师幼共同收集北京的介绍和图片，创设专栏“我们的首都北京”；收集祖国各地的特产（包

括特色食物），布置“祖国特产展览会”。

本周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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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动脑小工匠

韩文楷、刘致远、张慕严

宗希泽、张明泽、魏 唯

王 赛、田思诚、路 泽

任 毅、黄豫立、雷佳遇

于和霖、路茗淏、胡令仪

董栩伽、李陈旻如、刘 洋

吴芮溪、王清婉、都亦涵

王珩羲、徐诗棋、郭慕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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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幼儿的情感发展
这一时期的儿童在情感上有以下几个特征：

情感表现更为明显：大班幼儿开始表现出更为复杂和多样化的情感，如同情、羞愧、

骄傲、嫉妒等。这些情感的出现标志着他们在社会认知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情感理解和同理心发展：他们开始能够理解他人的情感，并能够体验到同理心。此时，

他们不仅关注自己的感受，也开始关注他人的感受。这种同理心的发展有助于他们在社

交中建立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

情绪自我调节：幼儿在这个阶段开始学习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尽管这对他们来说

仍然是一个挑战。他们会逐渐理解哪些行为可以表达哪些情绪，以及如何在不同情境中

恰当地表达情绪。

自尊心和情感反应：大班幼儿的自尊心逐渐形成，他们对表扬和批评的反应更加敏

感。如果受到表扬，他们会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如果受到批评，他们可能会产生羞愧

或失落感。

恐惧和焦虑：在进入小学前夕，幼儿可能会对即将到来的变化感到焦虑或恐惧。这

时，教师和家长的支持和鼓励非常重要，可以通过沟通和解释来缓解他们的担忧。

为了促进大班幼儿的情感发展，家长和教师可以：

营造开放的情感表达环境：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

指导他们识别和命名情绪：帮助幼儿认识和命名不同的情绪，并讨论这些情绪的原

因。

帮助他们发展情绪调节策略：教导幼儿一些简单的情绪调节方法，如深呼吸、数数、

画画等。

通过社交互动发展同理心：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和合作活动帮助幼儿体会他人的情感。

这种情感发展的支持将有助于幼儿建立稳定的情感基础，为他们将来的社交和心理

健康奠定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