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悦·童年 活·教育

第 十六 周工作计划

班级：大 4 班 实施主题：我棒棒哒 日期 5 月 26 日—5 月 30 日 带班老师：韩、夏老师

工作

要求

1.了解写信的基本规则，会用绘画的方式给自己的父母写信。（主题目标）

2.探究、尝试用纸张举起积木的方法，初步感受用不同方法举起积木的数量不同。（主题目标）

3.倾听乐曲，随乐做出圆圈上行进、、找朋友和按摩的动作。（主题目标）

4.根据动作示范，尝试迁移经验创编不同的按摩位置。（主题目标）

5.用恰当的方式给同伴按摩，体验与同伴合作游戏的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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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区——各行各业的人们：收集不同行业的工作图书，自由翻阅，了解各行各

业人们的工作，并积极与同伴交流自己的认识。

3.晨间谈话：“特别的工作服”、“特别的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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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糖

（探险 1区）

练习跑步 阳光大运动

集体游戏：老鼠笼

（跑酷）

练习蹲下 阳光大运动

集体游戏：夜航

（球区）

练习攀平衡

分散活动：重点指导

幼儿绳梯游戏

分散活动：重点指导

幼儿跑酷活动

分散活动：重点指导

幼儿投篮游戏

学习

活动

社会：关于野营

的问题

了解野营活动的

常识

科学：纸张举积

木

知道纸面的形状

和承重的关系

语言：给爸爸妈

妈写信

了解写信基本规

则

健康：流血了，

结痂了。

了解常规的血液

细胞及其作用

音乐：按摩

跟随音乐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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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建构区

区域活动：重点

指导阅读区

区域活动：重点指

导美工区

下午

户外

活动

沙池：重点指导

沙水游戏

户外建构：重点

指导搭建游戏

花点时间：重点

指导户外写生

星光小舞台：重

点指导歌舞表演

农乐园：重点指导

小麦收获

日常

生活

1. 日常生活中，教育幼儿处处尊重劳动者，学会主动地向他们问好，并用赶集的语言表达自己

内心的感受。

2. 知道大便是反映身体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愿意吃健康的食物拉健康的便便。

家长

工作

1.家长利用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的机会对他们进行随机教育。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科学保护

眼睛的榜样。

2.每天坚持陪孩子一起练习跳绳，并给予他们必要的支持。

3.家长配合孩子的采访活动，向子介绍自己的工作情况，突出自己是怎样尽职的。

环境

创设

1. 主题墙布置：“我棒棒哒”“环保小卫士”“人们的工作”“变废为宝”。

2.展示作品，如照片、美工、绘画、书法作品，与幼儿共同布置“我棒棒哒”的作品墙。

本周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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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扬能够主动布活动置场地

的小朋友

姚逸宸、刘致远、张慕严

高成恩、张明泽、宗希泽

黄豫立、王 赛、都亦涵

田思诚、路 泽、任 毅

于和霖、许欣悦、胡令仪

徐诗棋、郭慕苏、董栩伽

李陈旻如、雷佳遇、魏 唯

刘 洋、吴芮溪、王清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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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的重要性
今天想与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教育话题——幼儿劳动教育。在幼儿园阶段，引导孩子参与力所

能及的劳动，不仅是对生活技能的培养，更是为其终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环节。

为什么劳动教育如此重要？

1 培养独立性与责任感

从叠衣服、整理书包到照顾班级植物，这些小任务能让孩子逐渐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学会

独立解决问题。劳动过程中，他们需要专注、有计划地完成任务，从而形成初步的责任意识。

2 促进手脑协调发展

劳动并非单纯的体力活动。例如种植、搭建积木时涉及观察、测量与手部精细动作，这对孩子的手

眼协调和空间思维发展有显著帮助（根据《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4-5 岁幼儿应能使用简

单工具完成目标）。

3 塑造积极情感与价值观

当孩子通过劳动完成任务时（如擦桌子、分发餐具），他们会感受到“我能行”的成就感。这种正

向体验将转化为自信与抗挫力，同时让他们学会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理解合作的意义。

4 为幼小衔接做好准备

即将升入小学的孩子需具备整理物品、时间管理等能力。劳动教育能潜移默化地锻炼这些技能，例

如“值日生”活动中，孩子需记住分工、协调步骤，这正是未来学习规划能力的萌芽。

家庭实践建议

为孩子创造劳动机会

每日设定“家庭小帮手”时间（如餐前摆碗筷、整理玩具架）。

周末尝试亲子劳动（包饺子、种植花草），让劳动成为家庭互动的温馨时刻。

多鼓励、少代劳

当孩子主动参与时，用“谢谢你帮忙，桌子擦得真干净”替代“你还小，我来做”。

允许试错，初期可能整理不完美，但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家校协同是最好的教育，期待我们一起为孩子种下“劳动即成长”的种子，让他们在动手实践中收

获智慧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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