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悦·童年 活·教育

第 十三 周工作计划

班级：大 7 班 实施主题：小问号 日期:5 月 6 日—5 月 9 日 带班老师：戴、束老师

工作
要求

1.详细解说自己的活动计划，一起回顾他们的计划和完成情况，分析原因并调整。（主题目标）

2.幼儿有自发书写行为时，可以示范正确的书写姿势，帮助幼儿学习由上至下、由左至右的运

笔技能。（主题目标）

3.尝试运用数数、排序、简单的统计和测量等数学方法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常规目标）

4.引导幼儿根据温度自主增减衣物，脱下来的衣物要整齐放好，保持柜面整洁。（保育目标）

星期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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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日期、天气状况进行签到，关注个别幼儿差异。

2.重点区域：语言区：提供白纸、铅笔、象形字匹配材料，学认象形文字，描摹汉字，激发孩

子的前书写兴趣。生活区：优秀小学生：提供红领巾、图示，幼儿能够根据图示系红领巾。益

智区：提供昆虫样本以及放大镜，支持幼儿近距离的直接感知、亲身体验获得经验。

3.晨间谈话：指纹是什么？我的优点、生活中的数学

户
外
锻
炼

1.队列练习：能自如的抱臂向前靠拢，调整队形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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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关大运动
集体游戏：探险 2 区

提高攀爬、跳跃技能
阳关大运动

集体游戏：探险 1 区

提高爬树的安全意识

分散活动：重点指导

进踢球

分散活动：重点指导

站在轮胎上行走

分散活动：重点指导攀

爬技能

分散活动：重点指导骑行

方向的分配

学习
活动

健康：我很棒
对自己有信心

数学：数学藏哪
感受数学的有趣和有用

美术：我想成为这样的

小学生对小学充满期待

科学：神奇的指纹
感知指纹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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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建心目中的小学

花点时间：重点指导

插花

创意社：重点指导搭建

心目中的小学

遇见陶木舍：重点指导自

然材料的使用

日常

生活

通过统计每天出勤人数、测量记录身高和体重的变化、自主管理进餐和睡眠时间等方式，

帮助幼儿体验运用数学方法解决问题的乐趣。

家长

工作

建议家长在孩子未能集中地识字和写字之前，积极与文字互动，乐于“画字”或模仿方块

字的一些简单特点，并用口头语言交流这些图形代表的意思。

环境

创设

1.展示作品，如照片、美工、绘画、书法作品，与幼儿共同布置“小问号”的作品墙。

2.提供小学生坐姿端正、好好学习的照片、一套小学的课桌椅，帮助幼儿养成正确

书写姿势提供了物质准备，激发孩子将要成为小学生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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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知多少

立夏，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7 个节气，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交节时间在每年公历 5 月

5 日-7 日。立，是建立、开始的意思。夏，在古语里是大的意思。万物至此已经长大，

得名立夏。时至立夏，万物繁茂。立夏气象特点立夏后，日照增加，逐渐升温，雷雨增

多。立夏是标示万物进入旺季生长的一个重要节气。立夏时节，全国大部分地区平均气

温在 1820℃上下。立夏，象征着夏季开始，蛰伏已久的夏开始大举向北推进，抵达华北。

立夏有很多习俗，都包含了人们对健康美好生活的向往。

1.尝三新

江南地区有立夏尝“三新”的俗谚，传统的“三新”即：樱桃、青梅、鲋鱼。也有

指“竹笋、樱桃、梅子” 樱桃、青梅、麦仁” “竹笋、樱桃、蚕豆”的人们先以“三

新”祭祖，然后尝食。

2.斗蛋

“立夏斗蛋吃蛋”的习俗由来已久。有一句民间谚语：“立夏胸挂蛋，孩子不疰夏”。

进入夏天后，因感暑热之气，有些人易有食欲不振、心烦气虚等症状，称为“准夏”。

鸡蛋作为一种简单易得的营养品，用来为预防疰夏提前“进补”，是个不错的选择。

3.称人

立夏吃罢中饭还有秤人的习俗。人们在村口或台门里挂起一杆大木秤，秤钩悬一根

凳子，大家轮流坐到凳子上面秤人。司秤人一面打秤花，一面讲着吉利话。立夏秤人会

对阿斗带来福气，人们也祈求上苍给他们带来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