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手工香包的做法步骤 幼儿
园手工活动方案(实用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幼儿园手工香包的做法步骤篇一

1、通过幼儿实验操作，使之了儿解有的物体有被水溶解的特
性，溶解了的物体虽改变了原有模样，但性质不变。

2、通过实验活动，激发幼儿观察事物变化的兴趣，训练幼儿
手脑并用的能力。

3、丰富词汇：溶解、结晶体、固体、粉末状、盐、味精、调
味品等，促进幼儿逻辑思维与连贯讲述能力的发展。

4、培养幼儿观察能力及动手操作能力。

5、发展合作探究与用符号记录实验结果的能力。

1、实验用具、用品。每个幼儿一只小碗、一只食用匙；每组
三只小碗，分别装有结晶体的果珍饮料、方糖、红糖；一盆
热开水。

2、教师准备一只玻璃杯、一段蜡烛头、六支长蜡烛、一盒火
柴、一只塑料桶、几只热水瓶。

3、将雨花石、鹅卵石等物浸泡在水中放在自然角。



1．观察引导，激发兴趣。

(1)教师出示一小段蜡烛，再将其放入装水的玻璃杯中，让幼
儿观察有什么变化。

2．观察了解实验用品。

(1)教师：请小朋友看看桌上放着什么实验用具和用品？

(2)请幼儿观察：碗内的果珍、方糖、红糖各是什么样子(形
状)，什么颜色，什么滋味？(丰富词汇：结晶体、固体、粉
末状)

3．开始做实验。

(1)让幼儿从上述三种食品中各取少许放在自己的小碗中，再
加些热水。

(2)引导幼儿观察：不搅拌饮料，看看有什么变化？(提示：
颜色怎样，滋味如何？)用食匙搅拌后，又有什么变化？然后
让幼儿将自己配制的饮料喝完。

(3)请每组幼儿就以上问题展开议论，请几个幼儿小结，教师
补充，同时学习“溶解”一词。

4．举一反三。

(1)教师提问：还有什么食品也是用开水冲泡解后饮用的？

(2)教师提问：妈妈烧菜时用哪些东西使菜更有滋味？(丰富
词汇：盐、味精、调味品)

(3)教师提问：妈妈平时做家务时还使用哪些会溶解的东西呢？
(如洗衣粉、肥皂等)



5．教师小结：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会发生变化。
有的原来是固体状或粉末状的东西，遇到水就会改变它原来
的样子。人们可以利用这些东西的特点来创造美好的生活。

6．观察熔化实验，激发探索科学奥秘、学习新知识的欲望。

(1)请幼儿思考：是不是所有的东西放在水里都会溶解？(提
示浸在水中的蜡烛)

(2)请幼儿讨论：蜡烛在水是不会变化，那么用什么办法可以
使它发生变化呢？

(3)教师点燃六支蜡烛，分给每组一支，供幼儿观察：蜡烛在
点燃后发生什么变化？(启发幼儿观察火焰下熔化了的烛油)

(4)教师：小朋友做的实验和老师做的实验有什么不同？糖的
溶解和蜡烛的熔化需要什么不同的条件？请小朋友活动后自
由讨论，老师下次再告诉大家。

本次科学活动，不管是对我个人，还是对我班的孩子来说都
是一次体验课。所以，总的来说，不管是从最初的选材到活
动方案的设计还是整个活动现场，都走的是“保守”路线。
本次活动《溶解》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科学现象的观察活动，
题材紧扣生活，是孩子们熟悉的，这样一次生活化且比较简
单的活动，适合初次开展科学活动的教师，也适合第一次接
触科学活动的孩子们。因为简单，教师容易体验到成功感，
同时也是一次带领孩子走进科学探索世界的敲门砖。

“保守”还体现在整个教学活动过程中。因为是第一次尝试
科学活动。我很注重自己的操作常规，也注重培养孩子的操
作常规。每一操作，不管是我的示范，还是请个别孩子尝试，
以及到最后全体孩子们的操作，我都在向孩子们强调操作常
规。



为了让孩子在初次接触科学活动时，尽量的感受到规范与完
整，我增加了记录这一个环节。当然，结合班级幼儿实际情
况，由于是第一开展科学活动并使用记录表。所以，我选择
的是集体记录的方式。

小百科：广义上说，超过两种以上物质混合而成为一个分子
状态的均匀相的过程称为溶解。而狭义的溶解指的是一种液
体对于固体/液体/或气体产生物理或化学反应使其成为分子
状态的均匀相的过程称为溶解。

幼儿园手工香包的做法步骤篇二

1、利用提供的材料，通过剪、折、粘贴制作出各自喜爱的帽
子。

2、在活动中体验亲子制作的乐趣，感受成功的喜悦。

皱纹纸、彩色卡纸、各色即时贴、双面胶、松紧带、钉书机。

教师讲解制作步骤：

1、将扇形卡纸变成圆锥形的帽子，边线用双面胶固定。

2、利用皱纹纸、彩色卡纸、即时贴，通过折、剪、撕等方法
变成各种形状来装饰帽子，让帽子变得漂亮。

3、用钉书机将松紧带固定在帽子底部两端。

家长和幼儿共同制作，教师巡回指导，鼓励幼儿大胆创作。

幼儿戴上自制的节日快乐帽和家长共同跳起欢乐舞，体验成
功的快乐。

幼儿园亲子手工活动方案，亲子之间的感情也是要培养的，



很多家长觉得将孩子送入幼儿园，让老师来教育就可以了，
自己什么都不需要做，这种思想是绝对错误的，亲子教育对
于孩子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幼儿园手工香包的做法步骤篇三

1、学习沿正方形的宽边对称对折。

2、练习反复折叠，折出可爱的小田鸡。

3、体验制作的乐趣和成功感。

4、在老师的帮助下，完成这次折纸活动。

5、培养幼儿对折纸的爱好。

1、小田鸡折纸成品若干。

2、白色长方形图画纸、油画棒、胶棒等每人1份。

1、在小田鸡折纸上进行装潢。

1、在老师的帮助下，完成这次折纸活动。

1、引导幼儿欣赏小田鸡折纸成品，引发幼儿的爱好。

师：看，这些小田鸡多可爱呀！你最喜欢哪个小田鸡？为何
喜欢它？

师：你看到了甚么样的小田鸡？它们是怎样折出来的？你想
折一个小田鸡吗？

2、鼓励幼儿探索小田鸡的制作方法。

师：我们怎样把一张白纸变成一把可爱的小田鸡呢？引导幼



儿观察教师制作的小田鸡范例，分析小田鸡的制作方法。

教师演示并提示步骤要点，在幼儿折纸的进程中，教师要巡
回指导。

（1）、拿一张正方形的折纸，先找到两个对角，把正方形的
折纸叠成三角形，再打开；再把其它两个对角对折，再打开；
把四个角沿着折成的线向中间聚集，聚集后构成一个三角形。

（2）、把这个三角形中间对折一下，再打开，然后沿着中间
那条线，把三角形的两个角向斜上方折，折后再把后面的两
个角往斜下方折，这样一个小田鸡就构成了。再画上眼睛就
更生动了。

4、请幼儿欣赏自己及同伴做好的小田鸡，体验成功的快乐。

教师：你觉得自己的小田鸡可爱不可爱？还有谁的小田鸡也
很可爱？

幼儿园手工香包的做法步骤篇四

1、培养幼儿的动手动脑的能力，发展幼儿的小肌肉灵活能力，
增进亲子之间的`情感。

2、尝试利用纸卡通过黏贴、组装制作摩天轮。

1、材料包：造型纸卡、毛根

2、自备材料：

胶棒、双面胶、剪刀、水彩笔

1、谈话导入。

2、出示已做好的摩天轮，讨论摩天轮的结构



教师：摩天轮有哪些部位？

3、出示纸卡，讨论制作方法。

教师：你看见了哪些材料？这些材料分别成为摩天轮的什么
部位？

教师:摩天轮的底座可以怎么做？

教师：将大纸卡沿线折好。底座两端的边缘线分别用剪刀剪
开，一直剪到沿虚线标明的位置就可以。将较短的边缘线那
端用胶水固定好，底座就完成了。

教师：把两张卡纸十字交叉，纸卡上的圆孔重合。用毛根穿
入长条纸卡上的圆孔和底座上的圆孔，并固定使其能够转动。

教师：最后可以将另一根毛根平均分成四段，将摩天轮的四
个座位分别固定在旋转支架上。

3、亲子手工快乐的摩天轮，教师巡回指导。

4、活动评价。

幼儿园手工香包的做法步骤篇五

引导幼儿理解妈妈的辛苦，懂得爱妈妈，感恩母亲。

5月7日——5月12日

1、墙体布置：各班级以“感恩母亲节”为主题，自主布置本
班室外宣传栏，如有关妈妈的.绘画;送给妈妈的手工;妈妈许
愿墙;送给妈妈一句话等。

2、生成课：每个班级自主生成“感恩妈妈的活动”，通过活



动，让幼儿感受妈妈的爱和辛苦，并懂得关爱和感恩妈妈。
教案直接写在教案本上即可。

3、家园互动：属于生成课延伸活动。各班级可以给幼儿布置
以下作业：幼儿给妈妈说一句“我爱你”;亲妈妈一口;给妈
妈带回一个自制小礼物;帮妈妈干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等。

(要求：小活动，各班级自主完成，不影响日常教学活动)

幼儿园手工香包的做法步骤篇六

1．能够运用对折剪的方法剪出有一定形状和花纹的树叶。

2．尝试用自己剪出的树叶进行粘贴组合，构成简单的情节与
画面。

3．喜欢参与剪纸活动，感受图案中的对称美。

1．各色彩纸，铅笔，胶棒，剪刀。

2．收集各种形状、颜色的树叶，并进行观察。

师：老师带来了许多树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摸一摸，这
些树叶是什么样子的。（引导幼儿用眼看、用手摸、用鼻子
闻及用动作模仿等，感知树叶的形状、边缘、叶脉、颜色等
特征，使其获得鲜明、深刻、完整的视觉形象，激起表现的
愿望。）

1．师：老师还带来一些用纸剪出的树叶，我们一起来看看，
它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重点引导幼儿通过看一看、折一
折的方法，发现纸树叶的对称性。）

2．师：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剪出对称的树叶？（引导幼儿观
察、讨论用对折法可以剪出对称的树叶，教师提供的范例要



丰富。）

3．边示范边讲述运用对折法剪树叶的方法：第一步，先构思
要剪的树叶的形状。第二步，将纸对折，并在半边纸上画出
构思好的树叶的一半形状（画叶脉时注意上粗下细）。第三
步，沿着画好的树叶轮廓剪。第四步，将剪好的树叶进行组
合造型（注意画面的构图，有主题）。

幼儿取材料实施操作，教师巡回指导。对手眼协调能力比较
好的幼儿，可重点指导他们剪出树叶的细节（边缘不同形状、
大小的锯齿；粗细不一、密度各异的叶脉）；而对小肌肉发
展弱一点的幼儿，只要求表现树叶的基本结构（用对称折剪
出树叶的大致轮廓）。

幼儿展示作品，并介绍制作方法及过程。引导幼儿用简洁的
语言介绍自己剪出了几种怎样的树叶（形状、边缘、叶面）；
教师重点对幼儿对称剪及对树叶细节的表现进行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