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十 周工作计划

班级：大 5 班 实施主题：我们在春天里 日期:4 月 14 日—4 月 18 日 带班老师：沈、张老师

工作
要求

1.理解故事的内容，了解蝌蚪变成青蛙的成长过程，丰富对春天特征的认识。（主题目标）

2.会运用多种绘画工具和材料，并能创造性地运用。（主题目标）

3.知道气温升高，能够感知自身冷热来穿脱衣物，预防感冒。（保育目标）

4.鼓励幼儿用简单语言描述景象，锻炼口语表达能力，同时激发他们对春天的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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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初步看懂电子时钟，会根据时间进行签到。

2.重点区域：建构区：蚂蚁迷宫：提供大型积木：木质积木、木板等；生活材料：奶粉桶、纸

盒等；地下蚁穴的相关视频、图片等。鼓励幼儿根据蚂蚁巢穴的特征，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

发挥自己的想象，正确选择和使用不同类型的建构材料进行建构；美工区：幼儿园的春天:提供

大幅铅画纸，引导幼儿小组合作,进行组画等。

3.晨间谈话：我

了解的春天、预防感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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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变换队形。

集体游戏：钻山洞

合作弯腰钻山洞
阳光大运动

集体游戏：交替踩

球动洞

动作标准踩球 阳光大运动

集体游戏：翻身越岭

有序过障碍

分散活动：重点指导

双脚交替过云梯

分散活动：重点指

导障碍运球

分散活动：重点指导

攀爬大树

学习
活动

探访小学

了解小学生活

语言：春天的花

园

认识各种花朵

美术：小蝌蚪找

妈妈

知道小蝌蚪

综合：在春天里

长高高

学会测量

健康：地球和树林

了解环保

上午
游戏

区域活动 区域活动 区域活动 区域活动

下午

户外

活动

户外建构：重点指

导搭建春天的公

园

美术室：重点指

导绘画开往春天

的小汽车

遇见陶木舍：重

点指导制作小蝌

蚪

快乐骑行：重点

指导交通安全

农乐园：重点指导

拔草

日常

生活

1.设定一个“创意挑战”，如“用三种不同材料组合表现春天的树”，激发幼儿创新思维。

2.每天早上利用 10 - 15 分钟开展晨谈活动，引导幼儿分享自己在上学路上看到的春天迹象。

家长

工作

1.推送 1 - 2 条简短的春天科普知识，鼓励家长在空闲时和孩子一起阅读、观看。

2.请家长利用周末或接送孩子途中，随手拍下孩子发现春天、与春天互动的照片。



环境

创设

1.更换“家长园地”的内容，介绍本主题活动的目标、内容、配合事项。

2.提供布、针、橡皮泥等多种工具与材料，进行有关“春天”的小制作。

本周

反思



如何培养幼儿能动性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我们发现，对于儿童来说，自主是最重

要的成长力。自己的事情自己作主、自己负责，既是儿童成长发展

的成果，也是他们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要培养孩子的自

主能力，就要让他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实践中进行锻炼，

经历从独立到自理的过程。教师和家长作为儿童成长的陪伴者，应

深入探寻儿童成长规律，帮助他们培养积极的自主意识、发展理性

的自主行为。

首先，要用温暖陪伴培育儿童自主管理的意识。

陪伴的实质是建立一种亲密的依恋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带给儿

童安全感和幸福感。现实中，有些家长把陪伴变成了“包办”，在

家里不让孩子做家务，在学校里不让孩子参与班级事务。如此，孩

子就会错过参与自我管理的许多机会，久而久之也将失去自主发展

的动力。给予儿童温暖的陪伴，就要让他们在体验丰富多彩的现实

生活中，不断提高生活能力。在生活中学会合理安排时间、分辨轻

重缓急，学会对自己的事情负责，逐步培养起自主管理的意识。

同时，要用理性坚持培养儿童自主学习的能力。要想获得

主动、积极的自主学习能力，需要长期坚持和循序渐进。

事实上，学习需要兴趣，但不能只是最初的好奇，更要在学和

做的过程中体会酸甜苦辣。只有经历磨练，才能激发深层的

热爱。

“双减”之后，孩子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时间，可以参与艺术实

践、家务劳动、体育锻炼等。值得注意的是，家长们应以理性

地坚持给予儿童指导和激励，帮助他们持之以恒，锻炼成长的

毅力。

此外，还要用积极对话培植儿童自主成长的精神。著名教

育家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和校园

生活是儿童精神成长的沃土。儿童自主成长的精神力量需要教

育者细心洞察、精心呵护、耐心浇灌。家长和教师应一起努力，

用积极地对话营造温暖的教育。在丰富的劳动实践、文化学习、

体育锻炼、社会交往、阅读分享、亲近自然等过程中增进与孩

子的情感交流，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培养孩子自主成长的能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