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1：
宝贝牙旅行记

★

活动2：
你的牙齿我

的牙齿★

活动4：
不一样的牙

齿★

活动6：
我们的牙齿

★

区域活动 日常活动

活动5：
牙齿的好朋友

亲子活动

活动3：
家庭牙齿大

调查★

课程资源准备

幼儿用书《宝贝牙旅行记》

故事大书《宝贝牙旅行记》

幼儿用书 《你的牙齿我的

牙齿》

挂图《你的牙齿我的牙齿》

玩具卡《观察牙齿记录表》

学习单《不一样的牙》

幼儿用书 《你的牙齿我的

牙齿》

幼儿完成的学习单 《不一

样的牙》

幼儿用书《我的牙齿》

环境布置参考

将对全班幼儿牙齿数量和

蛀牙掉牙情况的统计表展

示出来。

可将幼儿分享了的学习单展

示在班级环境中。

展示幼儿创作的不同表情

时的牙齿画作。

第一周教学目标
● 理解故事内容并体验故事中换牙的乐趣。

● 认识牙齿的基本类型，能辨认不同牙齿的形状、名称和数量。

● 比较、发现不同年龄段人群之间牙齿的不同。

● 画出不同表情中牙齿的特征，愿意与同伴分享自己的画作。

第一周教学计划

牙齿咔咔咔

【附】主题教学计划表

主题一 牙齿咔咔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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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学计划表

第二周教学目标
● 认识动物的牙齿及不同功用，发现不同动物牙齿形状与功能的关系。

● 能用合适的语言描述动物牙齿的特点。

● 针对不同动物的特点制作动物的牙齿，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积极想办法解决。

第二周教学计划

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7：
动物牙齿大

奇观★

活动10：
动物的牙齿

★
活动11：

张开大嘴咔

咔咔★

区域活动

【益智区】

活动8：
这是谁的牙？

【美工区】

活动12：
大嘴牙齿

比美

日常活动 亲子活动

活动9：
动物朋友的

牙★

课程资源准备

幼儿用书《动物牙齿大奇观》

教学电子资源 《动物牙齿

大奇观》《这是谁的牙？》

学习单《动物朋友的牙》

幼儿用书《动物的牙齿》

CD《动物的牙齿》

挂图《动物的牙齿》

幼儿用书《张开大嘴咔咔咔》

环境布置参考

教师可将电子资源中的图

片打印出来展示在班级环

境中。

收集幼儿完成的学习单并

将其展示在主题环境中。

集体活动结束后，教师可将

挂图展示在班级环境中。

将活动中幼儿创作的动物

牙齿和动物造型展示出来。

将区域活动中幼儿创作的

动物牙齿的造型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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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13：牙

齿阿姨请问

你★

活动14：
变软的鸡蛋

壳★

活动18：
小牙的舞

活动19：
为什么会掉

牙（一）★
活动20：

为什么会掉

牙（二）★

区域活动

【角色区】

活动16：
牙医诊所★

【角色区】

活动17：
鳄鱼看牙

日常活动

活动15：
为什么会蛀

牙？★

亲子活动 课程资源准备

幼儿用书《牙医阿姨请问你》

挂图《牙医阿姨请问你》

学习单《变软的鸡蛋壳》

幼儿完成的学习单 《变软

的鸡蛋壳》

教学电子资源《小牙的舞》

教师用书 【附】 乐曲 《挪

威舞曲》、蛀牙形成过程参

考图

幼儿用书《为什么会掉牙？》

挂图《为什么会掉牙？》

幼儿用书《为什么会掉牙？》

挂图《为什么会掉牙？》

学习单《护牙行动》

环境布置参考

集体活动结束后，教师可

将挂图展示在班级环境中。

《为什么会蛀牙》活动后，

教师收集幼儿完成的学习单

并将其展示在主题环境中。

收集幼儿完成的学习单并

将其展示在主题环境中。

将挂图展示在班级环境中。

第三周教学目标
● 了解一些有关牙齿的知识，知道牙齿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蛀牙和换牙。

● 理解牙齿的生长过程与规律，理解换牙是长大的标志之一。

● 正确面对换牙的自然规律，知道保护乳牙的重要性。

第三周教学计划

牙齿咔咔咔 3



主题教学计划表

第四周教学目标
●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掉牙的习俗，对自己的换牙经历充满期待。

● 学会正确刷牙的基本方法，建立每天刷牙的观念。

● 根据动物牙齿的特点制作不同的牙刷， 愿意与同伴合作完成任务。

● 掌握一些基本的护牙方法，用流利的语言与大家分享调查结果。

第四周教学计划

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21：
掉牙的习俗

★

活动23：
牛牛的牙齿

活动25：
刷牙歌★

活动27：
大战牙细菌

★

活动32：
护牙卫士在

行动★

区域活动

【美工区】

活动26：
给动物刷牙

【角色区】

活动29：
牙刷，刷

刷刷

日常活动

活动22：
向牙仙子许愿

活动24：
你会刷牙

吗？★

活动28：
谁更厉害？

活动30：
护牙行动

活动31：
古人的洁牙

妙招

活动33：
护牙海报★

亲子活动 课程资源准备

幼儿用书《掉牙的习俗》

教师用书 【附】 故事 《一

颗超级顽固的牙》

学习单《向牙仙子许愿》

教师用书 【附】 歌曲 《牛

牛的牙齿》

教学电子资源《牛牛的牙齿》

幼儿用书《刷牙歌》

教师用书 【附】 歌曲 《刷

牙歌》

CD、DVD《刷牙歌》

幼儿用书《大战牙细菌》

学习单《护牙行动》

环境布置参考

教师将幼儿向牙仙子许愿

的学习单展示在环境中。

搜集一些说明正确刷牙方

式的示意图加以展示，鼓

励幼儿参考模仿。

收集幼儿完成的学习单并

将其展示在主题环境中。

将幼儿分组完成的护牙海

报展示在环境中。

标注★的活动，是与该主题重点领域和幼儿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的核心活动，这类活动更贴合主题特色，并具有最重

大的、其他主题难以替代的发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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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2：
符号点点名★

活动5：
小小人★
活动8：

有趣的人形

符号（一）★

活动9：
有趣的人形

符号（二）★

区域活动

【美工区】

活动4：
安全提示看

过来

【益智区】

活动7：
插粒拼图

【益智区】

活动10：
小小运动员★
【美工区】

活动11：
男孩女孩大

不同

日常活动

活动3：
幼儿园里的

符号标记

活动6：
能干的小小人

亲子活动

活动1：
身边的符号

★

课程资源准备

学习单《身边的符号》

幼儿用书《符号点点名》

挂图《符号点点名》

幼儿用书《小小人》

挂图《小小人》

CD《小小人》

幼儿用书《有趣的人形符号》

教学电子资源 《有趣的人

形符号（一）》

幼儿用书《有趣的人形符号》

教学电子资源 《有趣的人

形符号（二）》

教学电子资源《小小运动员》

教学电子资源 《男孩女孩

大不同》

环境布置参考

教师可以将搜集到的各种符

号粘贴在教室的主题墙上，

还可以有意在教室中布置一

些具有说明和警示作用的符

号标记，幼儿在自然的生活

中体会它们的存在。

教师将幼儿完成的学习单展示

在环境中，鼓励幼儿互相了解

同伴之间发现的不同符号。

将挂图展示在主题墙上。

将幼儿寻找符号的照片以

及幼儿制作的安全符号作

品展示在环境中。

将挂图展示在主题墙上。

将幼儿拼插的小小人的符号

拍照展示在环境中。

将教学电子资源中的各种

人形符号的图片张贴在主

题环境中。

将教学电子资源中的各种

图形符号、运动人形符号

及照片张贴在主题环境中。

收集并展示幼儿设计的男

女厕所标志。

第一周教学目标
● 愿意参与搜集身边各种符号标记的活动，初步体会符号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

● 进一步了解幼儿园周围环境标记的意思和用途。

● 愿意与同伴合作制作安全提示符号。

● 辨识不同的人形符号，区别不同符号所代表的意义。

● 用图画符号表现出男孩女孩的不同特征。

第一周教学计划

主题二 符号会说话

符号会说话 5



主题教学计划表

第二周教学目标
● 根据符号特征及方向找出能够对应连接的拼图。

● 用简单的线条绘画“被禁止”的事情，创作禁止符号。

● 理解棋谱中的符号与规则之间的关系。

● 看懂迷宫中的符号，了解不同符号的作用。

● 愿意和家长一起寻找周围出现的数字符号。

第二周教学计划

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12：
符号三角

拼图

活动13：
好玩的禁止

符号★

活动15：
花园迷宫★

区域活动

【益智区】

活动14：
来下交通棋

★

【角色区】

活动17：
花园迷宫走

一走

日常活动

活动16：
雪花迷宫

亲子活动

活动18：
身边的数字

课程资源准备

玩具卡 《符号三角拼图》

人手1份

幼儿用书《好玩的禁止符号》

学习单《交通棋》

幼儿用书《花园迷宫》

故事大书《花园迷宫》

CD《花园迷宫》

学习单《雪花迷宫》

教学电子资源《雪花迷宫》

CD《花园迷宫》

学习单《身边的数字》

环境布置参考

集体活动《符号三角拼图》

之后，教师可以将幼儿不同

的拼图作品拍照，并将其展

示出来，让他们有机会互相

讨论自己的作品。

集体活动《好玩的禁止符

号》之后，教师可将幼儿创

作的各种静止符号展示出

来，一方面让他们觉得自己

的作品受到关注，一方面也

有机会学习别人的作品。

日常活动《雪花迷宫》之后，

教师可以将幼儿设计的雪花迷

宫展示在环境中，以便让幼儿

有机会看到同伴的创作。

教师可拍照记录幼儿故事

表演的过程，并将照片打

印出来粘贴在班级环境中。

将幼儿记录完成的学习单

张贴在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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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19：
数字5★

活动20 ：

夜街中的车

辆★

活动21：
身体数字大

猜谜★

活动23：
神奇的象形

字★

活动25：
森林★

区域活动

【益智区】

活动22：
木棒符号

【语言区】

活动24：
象形字对对

碰★

日常活动 亲子活动 课程资源准备

幼儿用书《数字5》
教学电子资源《数字5》
完成的学习单《身边的数字》

幼儿用书《夜街中的车辆》

教学电子资源 《夜街中的

车辆》

幼儿用书《身体数字大猜谜》

幼儿用书《神奇的象形字》

教学电子资源 《神奇的象

形字》

教学电子资源 《象形字对

对碰》

幼儿用书《森林》

教学电子资源《森林》

CD《森林》

DVD《森林》

环境布置参考

教师将幼儿搜集到的各种

数字符号集中展示出来，

让同伴互相学习。

收集并展示幼儿绘画的与

数字有关的图画。

拍照记录幼儿用身体和木

棒摆出的数字符号，并将

其展示在环境中。

将教学电子资源中的象形

字、现代汉字和实景的图

片对应呈现在环境中。

第三周教学目标
● 感知生活中的数字符号，了解数字在不同地方所呈现的不同意义。

● 根据数字的特点，尝试用身体动作探索和表现不同的数字造型。

● 了解象形字的特点，知道象形字与实物之间的联系。

第三周教学计划

符号会说话 7



主题教学计划表

第四周教学目标
● 运用图画和符号创造性地设计商铺图标和区域LOGO，并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

● 感知图谱中符号的特征，学习用碰铃、铃鼓、圆舞板与相应的符号匹配。

● 了解邀请信与地图的作用，并愿意尝试制作符号地图。

第四周教学计划

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26：
小小设计家

★

活动29：
外星密码

活动30：
请来我家玩

（一）★

活动31：
请来我家玩

（二）★

区域活动

【建构区】

活动27：
LOGO集锦

日常活动

活动28：
谁的LOGO最

精彩？

活动32：
请到我家来

活动33：
寻宝地图

亲子活动 课程资源准备

幼儿用书《小小设计家》

幼儿用书《外星密码》

挂图《外星密码》

CD《外星密码》

幼儿用书《请来我家玩》

挂图《请来我家玩》

幼儿用书《请来我家玩》

挂图《请来我家玩》

学习单《请到我家来》

环境布置参考

教师可将幼儿设计创作的

商铺图标和区域 LOGO展

示出来，让幼儿互相评

价、交流。

教师将挂图布置在教室的

墙面上。

教师将挂图布置在教室的墙

面上。

日常活动《请到我家来》之

后，教师将幼儿完成的学习

单轮流展示出来，让活动中

没有来得及讨论的路线图有

机会继续得到关注。

标注★的活动，是与该主题重点领域和幼儿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的核心活动，这类活动更贴合主题特色，并具有最重

大的、其他主题难以替代的发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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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1：
我们的地球★

活动2：
地球我的家

★

活动4：
小心，不要

浪费★

活动7：
我不浪费★

活动8：
谁知盘中餐★

区域

活动

日常

活动

活动3：
如果……

活动6：
身边的浪

费★

亲子

活动

活动5：
好可惜★

课程资源准备

教学电子资源《我们的地球》

幼儿用书的封面

幼儿用书《地球我的家》

学习单《如果……》

教学电子资源《地球我的家》

幼儿用书《小心，不要浪费》

学习单《好可惜》

幼儿用书《小心！不要浪费》

教学电子资源《谁知盘中餐》

环境布置参考

教师可以搜集一些反映地球美好生

态的图片或海报，将其布置在主题

墙上，让幼儿感受地球的美丽，例

如：茂密的森林、蔚蓝的大海、一

望无际的草原等，还可以搜集一些

太空中地球的全貌图片（图片上除

了地球还有别的星球），让幼儿从

局部和整体全面了解地球。

集体活动《地球我的家》中，幼儿对

各种现存的环境问题开始有了关注。

教师可以鼓励幼儿再搜集一些反映环

境问题的图片，将其展示出来，加深

他们的印象。

日常活动《如果……》之后，可将

幼儿的学习单展示出来，鼓励他们

对没来得及讨论的内容继续交流。

教师收集幼儿完成的学习单，并将其

布置在班级环境中。

集体活动《我不浪费》之后，教师

可以布置红榜和白榜，将幼儿平时

节约的行为拍照布置在红榜上，将

搜集到的身边浪费的照片布置在白

榜上，增强幼儿的是非观念。

第一周教学目标
● 初步了解地球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 尝试针对环境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知道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 了解日常生活中浪费行为带来的后果，初步认识过度消费的问题。

● 知道粮食来之不易，愿意改进不良进餐习惯。

第一周教学计划

主题三 地球小卫士

地球小卫士 9



主题教学计划表

第二周教学目标
● 了解生活中常见的省电方法。

● 认识到过度包装的危害，知道节约资源。

● 了解自己有哪些东西可以交换。

● 知道用交换玩具的方式满足需要。

第二周教学计划

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9：
省电小妙招

★

活动11：
拆礼物★

活动12：
骑车出游

活动14：
换一换★

区域活动

【美工区】

活动13：
好玩的自

行车

【角色区】

活动15：
聪明的傻鸭

★

日常活动

活动10：
我家的节省

妙招

活动16：
旧物交换好

处多★

亲子活动

活动17：
玩具交易会

★

课程资源准备

幼儿用书《省电小妙招》

挂图《省电小妙招》

学习单《我家的节省妙招》

幼儿用书《拆礼物》

挂图《拆礼物》

CD《拆礼物》

幼儿用书《骑车出游》

幼儿用书《换一换》

故事大书《换一换》

DVD《换一换》

学习单《可以交换的宝贝》

学习单《玩具交易会》

环境布置参考

日常活动《我家的节省妙

招》之后，将幼儿的学习

单展示出来，让他们继续

分享自己家的节省妙招。

教师可以在活动结束之

后，将挂图展示在环境中。

区域活动 《好玩的自行

车》中，幼儿会创作一些

骑车出游的画作，教师可

以将它们展示出来，鼓励

幼儿互相学习。

教师将幼儿完成的学习单

展示在班级环境中，鼓励

幼儿与不同的同伴交流自

己可以交换的物品。

亲子活动 《玩具交易会》

之后，教师可以把幼儿完

成的学习单展示出来，最

好能将有交易行为的幼儿

学习单安排在一起，方便

阅读比较。

10



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19：
垃圾去哪儿

了？★

活动24：
塑料瓶到哪

里去了？★

活动27：
保龄球大赛

★

活动28：
盆栽大变身

★

区域活动

【益智区】

活动22：
垃圾分类高

手★

【美工区】

活动25：
变废为宝★

【角色区】

活动26：
新样乐器

【益智区】

活动29：
我们的小菜园

【益智区】

活动30：
环保卫士棋★

日常活动

活动18：
乱扔垃圾坏

处多

活动20：
四色桶★
活动21：

我是地球小

卫士★

亲子活动

活动23：
家庭垃圾小

管家★

课程资源准备

幼儿用书《垃圾去哪儿了？》

教学电子资源 《垃圾去哪

儿了？》

学习单《垃圾大变身》

挂图《垃圾去哪儿了？》

教学电子资源《四色桶》

幼儿用书 《塑料瓶到哪里

去了？》

幼儿用书《保龄球大赛》

幼儿用书《盆栽大变身》

玩具卡《环保卫士棋》

环境布置参考

集体活动《垃圾去哪儿了？》

后，教师可将幼儿完成的学

习单张贴在教室环境中。

教师将《垃圾去哪儿了？》

的挂图展示在环境中。

日常活动《我是地球小卫

士》中，教师可将每周的

考核表格固定在某个区域

展示，持续一段时间后再

统计结果。

区域活动《变废为宝》之

后，教师可以带领幼儿用废

旧物品制作一些装饰物品，

并将其展示出来，让幼儿体

会到废物利用的好处。

集体活动 《保龄球大赛》

中，教师可拍照记录幼儿

游戏的照片，并将其展示

在环境中。

区域活动《我们的小菜园》

进行中，教师可拍摄幼儿照

顾各种盆栽植物的照片，并

将其展示在环境中。

第三周教学目标
● 知道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和主要方法。

● 熟练地对各种垃圾进行分类。

● 知道塑料瓶被回收后的处理方式。

● 用废旧材料制作新物品。

● 了解各种生活中的环保习惯。

第三周教学计划

地球小卫士 11



主题教学计划表

第四周教学目标
● 积极参与观察植物生长表的设计。

● 持续观察并记录花种的生长过程。

● 了解多数植物生长的必备要素。

● 在学习歌唱中想象大自然的美好。

第四周教学计划

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31：
花儿朵朵开

活动34：
小种子

活动35：
小纸船

区域活动

【益智区】

活动32：
小花匠★

日常活动 亲子活动

活动33：
小种子的好

朋友★

课程资源准备

幼儿用书《小种子》

CD《小种子》

DVD《小种子》

幼儿用书《小纸船》

挂图《小纸船》

CD《小纸船》

教学电子资源《小纸船》

环境布置参考

集体活动 《花儿朵朵开》

结束后，教师可将幼儿设

计的植物观察记录表张贴

在环境中。

日常活动《小种子的好朋

友》后，教师可根据幼儿

的讨论结果，记录植物生

长必备要素及照顾植物的

经验，并将其布置在教室

或走廊环境中。

集体活动 《小种子》 中，

教师可拍摄幼儿表演歌曲

的照片，并将其张贴在环

境中。

教师可以在活动结束后，

将《小纸船》的挂图展示

在班级环境中。

标注★的活动，是与该主题重点领域和幼儿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的核心活动，这类活动更贴合主题特色，并具有最重

大的、其他主题难以替代的发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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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1：
吉吉和磨磨

★

活动5：
相吸与相斥

★

区域活动

【角色区】

活动2：
快吉吉和慢

磨磨★

【语言区】

活动4：
相反词聚会

★
【建构区】

活动6：
好玩的磁力

棒★

【益智区】

活动7：
钓鱼高手

【益智区】

活动9：
磁铁划小船

日常活动

活动3：
谁是吉吉？

谁是磨磨？

活动10：
磁铁走迷宫

亲子活动

活动8：
磁铁的好

朋友

课程资源准备

幼儿用书《吉吉和磨磨》

故事大书《吉吉和磨磨》

CD《吉吉和磨磨》

教学电子资源《相反词聚会》

幼儿用书《相吸与相斥》

学习单《磁铁的好朋友》

玩具卡《磁铁走迷宫》★

环境布置参考

教师可以搜集一些反映相

对概念的图片或实物，将

它们布置在主题墙上以吸

引幼儿的关注，例如有对

比色的色块图案，大小不

同的帽子，长短不同的绳

子，还可以事先拍摄一些

幼儿平时生活中具有对比

意义的照片，集中布置在

一个区域。

区域活动中陆续有幼儿的

作品诞生，教师可以将其

布置在教室的各个地方，

让幼儿觉得自己的劳动也

有价值。

教师拍照记录幼儿用磁力棒

搭建的作品，并将照片展示

在区角环境中。

亲子活动《磁铁的好朋友》

中，幼儿探索了很多铁制

品，可以将他们的学习单集

中展示，鼓励他们向别人介

绍自己的调查结果。

第一周教学目标
● 了解故事人物的性格特点，发现并理解故事中相反的事情。

● 用语言表达生活中的相反现象，体会相反词语的乐趣。

● 认识磁铁的磁力现象，了解相吸相斥的原理。

第一周教学计划

主题四 相反国

相反国 13



主题教学计划表

第二周教学目标
● 了解镜子内外的人是对称的，体验两人合作游戏的乐趣。

● 了解镜面成像和反射的现象，借助镜面反射现象在规定路径内倒着走。

● 运用多种方式尝试创作对称画，欣赏对称画的和谐美。

第二周教学计划

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12：
照镜子★

活动13：
擦镜子★

活动15：
镜子探路★

活动16：
插秧★

区域活动

【益智区】

活动14：
魔法镜

【美工区】

活动17：
对称画

日常活动

活动11：
按指令找相反

亲子活动

活动18：
黑白世界★

课程资源准备

学习单《叶子照镜子》

幼儿用书《擦镜子》《镜子

游戏》

教师用书 【附】 歌曲 《擦

镜子》

CD《擦镜子》

教学电子资源《插秧》

教师用书【附】歌曲《插秧》

学习单《黑白世界》

环境布置参考

教师可拍照记录幼儿找到

的周围环境中具有相反特

性的事物，并将照片展示

在环境中。

收集幼儿完成的学习单，

并将其展示在主题环境中。

区域活动中陆续有幼儿的作

品诞生，教师可以将其布置

在教室的各个地方，让幼儿

觉得自己的劳动也有价值。

集体活动 《插秧》 之前，

教师可以搜集一些有倒影

现象的图片并将它们展示

出来，活动之后可以将幼

儿的作品也展示出来。区

域活动《对称画》中，幼

儿会有很多作品，教师可

以请幼儿将其分类并展示

出来。

收集幼儿完成的学习单，

并将其展示在主题环境中。

14



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19：
小鸡争食★

活动21：
凹凸世界★

活动23：
漂亮的印章

★

活动25：
颠倒歌

（一）★

活动26：
颠倒歌

（二）★

区域活动

【美工区】

活动20：
黑白配

【美工区】

活动22：
凹凸盖印大

集合★

【角色区】

活动27：
颠倒王国

日常活动

活动24：
火眼金睛

亲子活动 课程资源准备

幼儿用书《小鸡争食》

教学电子资源《小鸡争食》

幼儿用书《凹凸世界》

学习单《我的凹凸版画》

教学电子资源 《漂亮的印

章》《火眼金睛》

幼儿用书《颠倒歌》

挂图《颠倒歌》

CD《颠倒歌》

教学电子资源 《颠倒歌

（一）》

教师用书 【附】 歌曲 《颠

倒歌》

教学电子资源 《颠倒歌

（二）》

环境布置参考

集 体 活 动 《小 鸡 争 食》

中，幼儿会有一些作品，

可以将其展示出来。

区域活动《凹凸盖印大集

合》后，将幼儿的作品分

两类展示出来，让幼儿 进

一步体会凹凸两种盖印方

法的不同。

在日常活动《火眼金睛》之

后，将各种印章盖印后的图

案分类展示出来，让幼儿有

机会再辨识阴刻与阳刻。

区域活动中陆续有幼儿的作

品诞生，教师可以将其布置

在教室的各个地方，让幼儿

觉得自己的劳动也有价值。

集体活动结束后，可将挂图

展示在班级环境中。

教师鼓励幼儿创编颠倒故

事，并拍照记录幼儿表演

的过程，将照片展示在环

境中。

第三周教学目标
● 使用工具和材料进行盖印画，了解盖印的基本过程和盖印画的特点。

● 初步了解印章艺术，知道印章上的图案与盖印后图案相反的特点。

● 感知儿歌中与常理相反的现象，体验传统儿歌的幽默诙谐，尝试续编《颠倒歌》。

第三周教学计划

相反国 15



主题教学计划表

第四周教学目标
● 感知和了解各种相反的现象，运用想象围绕相反主题进行创作。

● 理解白天和黑夜转换及其形成的原因，对探索自然现象有兴趣。

● 知道一些降温的和让心情变好的方法，体验相反的转换。

第四周教学计划

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28：
种萝卜、拔

萝卜★
活动30：
楼上、楼

下？★

活动34：
夜晚的世界

★

活动35：
为什么会有

白天和黑

夜？★
活动36：

坏心情变好

心情★

区域活动 日常活动

活动29：
倒行车嘟

嘟嘟

活动31：
相反日★

活动32：
是冷还是热？

★

亲子活动

活动33：
降温妙招大

比拼

课程资源准备

幼儿用书《种萝卜、拔萝卜》

教学电子资源《楼上、楼下？》

学习单《热水变冷小实验》

幼儿用书 《夜晚的世界》

以及封面

教学电子资源《夜晚的世界》

幼儿用书 《为什么会有白

天和黑夜？》

挂图 《为什么会有白天和

黑夜？》

幼儿用书《坏心情变好心情》

挂图《坏心情变好心情》

环境布置参考

教师可将电子资源中的图

片打印出来展示在班级环

境中。

日常活动《是冷还是热？》

中，幼儿创作了一些画作，

可以将它们展示出来，鼓励

幼儿互相欣赏彼此的作品。

收集幼儿完成的学习单并将

其展示在班级环境中。

集体活动后，教师可将挂

图展示在班级环境中。

集体活动后，教师可将挂

图展示在班级环境中。

标注★的活动，是与该主题重点领域和幼儿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的核心活动，这类活动更贴合主题特色，并具有最重

大的、其他主题难以替代的发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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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2：
明年是什么

年？★

活动3：
十二生肖★

活动5：
老鼠与花猫

活动7：
十二生肖大

循环★

区域活动

【角色区】

活动6：
十二生肖贺

新年

日常活动

活动4：
排第一的小

老鼠

亲子活动

活动1：
谁最

“红”？★

课程资源准备

学习单：《谁最“红”？》

幼儿用书《明年是什么年？》

幼儿完成的学习单：《谁最

“红”？》

幼儿用书《十二生肖》

CD《十二生肖》

学习单《我们家的生肖》

教学电子资源《十二生肖》

教学电子资源《老鼠与花猫》

玩具卡《十二生肖迎新年》

教学电子资源 《十二生肖

大循环》

幼儿完成的学习单 《我们

家的生肖》

环境布置参考

搜集商场里为农历新年制

作的宣传促销广告，将其

布置在主题墙上，再准备

一些灯笼、气球等装饰物

布置在教室里，营造一种

喜庆的气氛。

收集幼儿完成的学习单，并

将其展示在班级环境中。

集体活动《十二生肖》之

后，可以请幼儿搜集十二生

肖的图片，挑选其中最受欢

迎的十二张展示。展示的时

候最好按照顺序排列，强化

幼儿对十二生肖的顺序感。

区域活动中陆续有幼儿的

作品诞生，教师可以将其

布置在教室的各个地 方，

让幼儿觉得自己的劳动也

有价值。

收集幼儿完成的学习单

《我们家的生肖》，并将其

展示在班级环境中。

第一周教学目标
● 了解生活里即将“过年”的现象，并有计划进行调查和记录。

● 理解十二生肖的形象特点和先后顺序。

● 了解十二生肖循环的概念，知道十二生肖与人们年龄之间的关系。

第一周教学计划

主题五 红红的新年

红红的新年 17



主题教学计划表

第二周教学目标
● 了解准备过年的风俗，比如贴年画、写“福”字、放鞭炮等。

● 欣赏不同年画的色彩和构图特点，感受年画所表达的喜庆气氛。

● 了解“福”字的文化内涵，尝试用多种方式制作“福”字。

第二周教学计划

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8：
忙年喽★
活动9：

杨柳青年画

★

活动10：
过大年★

活动12：
送“福”★

活动14：
噼里啪啦小

鞭炮

区域活动

【益智区】

活动11：
墨水在纸

上跑

【语言区】

活动13：
热闹的

“福”字

【美工区】

活动15：
五彩鞭炮

日常活动 亲子活动 课程资源准备

幼儿用书《忙年喽》

幼儿用书《杨柳青年画》

教学电子资源《杨柳青年画》

幼儿用书《过大年》

学习单《奇妙的纸》

教学电子资源《送“福”》

教师用书 【附】 儿歌 《小

鞭炮》

幼儿用书《新年到》

教学电子资源《五彩鞭炮》

环境布置参考

教师可以将电子资源中的

年画作品打印出来粘贴在

班级环境中。

区域活动中陆续有幼儿的作品

诞生，教师可以将其布置在教

室的各个地方，让幼儿觉得自

己的劳动也有价值。将幼儿完

成的学习单展示在区域环境中。

集体活动《送“福”》之

前，教师可以用各种材料制

作一个比较大的“福”字展

示，活动之后可以将幼儿制

作的各种小“福”字展示出

来，让幼儿欣赏不同材料不

同方式的创作成果。

区域活动 《热闹的“福”

字》之后，教师把最受欢

迎和最特别的字展示出

来，请活动中还没来得及

充分发表意见的幼儿能有

机会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

区域活动《五彩鞭炮》之

后，教师可请幼儿协助将

制作的长串鞭炮装饰在教

室里，美化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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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16：
过新年★

活动17：
压岁钱的故

事★

活动19：
神气的狮子

活动21：
咚咚锵！舞

狮子★

活动25：
恭喜恭喜★

区域活动

【美工区】

活动18：
大家来做

红包

【建构区】

活动20：
舞狮制作坊

★

【角色区】

活动22：
咚咚锵锵咚

咚锵

日常活动

活动23：
舞狮喽

活动24：
舞龙舞狮的由

来★

活动26：
小拜年★

亲子活动 课程资源准备

幼儿用书《过新年》

CD《过新年》

教学电子资源《过新年》

教师用书 【附】 歌曲 《过

新年》

幼儿用书《压岁钱的故事》

故事大书《压岁钱的故事》

学习单《吉祥红包》

幼儿用书《新年到》

幼儿用书《咚咚锵！舞狮子》

幼儿用书《恭喜恭喜》

CD《恭喜恭喜》

教学电子资源《恭喜恭喜》

教师用书【附】歌曲《恭喜

恭喜》

环境布置参考

区域活动中陆续有幼儿的

作品诞生，教师可以将其

布置在教室的各个地方，

让幼儿觉得自己的劳动也

有价值。

区域活动中陆续有幼儿的作

品诞生，教师可以将其布置

在教室的各个地方，让幼儿

觉得自己的劳动也有价值。

日常活动 《舞狮喽》 之

后，教师可搜集一些幼儿

舞狮的照片，一定时期后

将它们展示出来，让幼儿

重温游戏的乐趣。

教师可拍照记录幼儿唱跳秧

歌舞的活动过程，并将照片

打印出来粘贴在环境中。

第三周教学目标
● 了解中国人过年的常见习俗，比如长辈给晚辈压岁钱，舞龙舞狮，跳秧歌舞，拜年等。

● 根据狮子的特征选择合适的材料制作狮头，与同伴合作完成制作任务。

● 学习舞狮的基本动作，学习唱跳秧歌舞，学习拜年的基本礼节和礼貌用语，感受过年的热闹和喜庆。

第三周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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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学计划表

第四周教学目标
● 理解民间童话的故事情节，感受民间童话故事的幽默。

● 了解过春节时一些年俗物品的美好寓意，会说一些常见的吉祥话。

● 了解并讲述有关过年食物的寓意。

● 乐意制作过年计划，并用流畅的语言讲述自己的过年经历。

第四周教学计划

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集体活动

活动27：
烟花爆竹小

心放★

活动28：
初三老鼠娶

新娘★

活动31：
吉祥话大富

翁★

活动34：
包饺子

活动弄37：
你家怎么过

年？★

区域活动

【角色区】

活动29：
老鼠娶新娘

啦★

日常活动

活动30：
抬花轿

活动32：
食物的寓意

活动36：
一年中特别

的日子

亲子活动

活动33：
我来包水饺

★

活动35:
我的过年

计划

课程资源准备

幼儿用书《烟花爆竹小心放》

挂图《烟花爆竹小心放》

幼儿用书《初三老鼠娶新娘》

故事大书《初三老鼠娶新娘》

故事围裙、故事纸偶 《初

三老鼠娶新娘》

CD《初三老鼠娶新娘》

幼儿用书《吉祥话大富翁》

挂图《吉祥话大富翁》

学习单《小食物大寓意》

幼儿用书《我来包水饺》

教师用书 【附】 乐曲 《喜

洋洋》

教学电子资源《包饺子》

幼儿完成的学习单 《小食

物大寓意》

学习单《一年中特别的日子》

幼儿完成的学习单《一年中

特别的日子》与过年海报

幼儿用书 《你家怎么过

年？》

环境布置参考

集体活动后，教师将挂图

展示在班级环境中。

教师可以拍照记录幼儿分

角色表演故事的活动过

程，并将照片打印出来呈

现在班级环境中。

集体活动《吉祥话大富翁》

之前，教师可以搜集一些本

地常见的年节食品图片，并

将其展示出来。活动结束之

后让幼儿说一说这些食品的

特别寓意。

集体活动之后，教师可将挂

图展示在环境中。

将幼儿完成的学习单《小

食物的大寓意》展示在班

级环境中。

日常活动《一年中特别的

日子》之后，将幼儿的过

年海报和学习单轮流展示

出来，让每位幼儿感到自

己的努力得到了肯定。

标注★的活动，是与该主题重点领域和幼儿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的核心活动，这类活动更贴合主题特色，并具有最重

大的、其他主题难以替代的发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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