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社会活动 小班社会活动教
案(通用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小班社会活动篇一

1、学习正确的洗手方法，知道在饭前饭后、点心及大便后要
洗手。

2、学会念《洗手》儿歌。

一条脏毛巾

用游戏口吻，引起幼儿学习洗手的愿望。

今天我听到毛巾架上有哭的声音，我走过去一看（举起脏毛
巾）这条毛巾对我说：“有一个小朋友手没洗干净就在我身
上擦了，你看，把我身上擦脏了。”

1、谁在哭啊？

2、毛巾为什么哭？

3、怎样让毛巾不哭？

二、学习正确洗手的方法，手心手背都要搓到，洗手后在水
池上把手甩三下，不把水溅到地上。

1、老师边示范边念儿歌；“搓搓搓，搓手心，搓搓搓，搓手



背，换只手，再搓搓，冲冲冲，冲冲手，冲冲冲，冲干净，
关上龙头耍三下，一二三。”

2、幼儿先在坐位上边学儿歌边练习洗手方法，学念儿歌，老
师边检查幼儿洗手方法是否正确，边对个别幼儿进行辅导。

3、组织幼儿在水池边，实地练习一次洗手。

小班社会活动篇二

1、让幼儿懂得合作的意义，朋友幼儿团结合作的.精神。

2、教育幼儿学会合作，体验合作的快乐。

1、儿歌《五个猫咪》

2、小鼓两个，老鼠、小猫头饰。

一、欣赏儿歌

1、教师有感情地朗诵儿歌

提问：有几只小猫在捉老鼠呀？

小猫咪是怎么捉老鼠的？

2、引导幼儿讨论自己能像小猫咪一样和小朋友一起做事吗。

3、幼儿学习儿歌

二、幼儿做游戏

1、讲解游戏玩法

请五名小朋友扮演小猫，其中两名小朋友敲鼓助威，另外三



名小朋友捉老鼠。一名小朋友扮演小老鼠，其他小朋友说儿
歌为小猫加油助威。

2、游戏可重复进行

三、教师小结

教育幼儿懂得合作的意义，要与同伴友好合作，做一个懂得
合作的好孩子。

小班社会活动篇三

小班幼儿从家庭走向幼儿园后，不能很好的和小朋友相处、
学习，还没有养成按时上幼儿园的习惯，因此设计本次活动。

1、体验在幼儿园与老师、同伴相处的快乐

2、学习按顺序观察多幅画面。

3、尝试用较完整的语言说说幼儿园的一日生活。

重点：学习按顺序观察多幅画面。

难点：能说出自己的情感体验。

1、经验准备：教师：在日常生活中感知时间变化。幼儿：熟
悉幼儿园的集体生活，体验与老师、同伴一起生活的快乐。
对幼儿园的一日生活有初步的认识与感知。

2、环境准备：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各个环节的录像资料；布娃
娃娜娜，动物玩具与幼儿人数相等。玩具电话机人手一部；
幼儿一日生活的相关照片。

开始环节：



一、播放幼儿一日生活活动的录像。

1、教师出示娃娃娜娜：与小朋友打招呼“大家好，我可喜欢
在幼儿园生活了，每天都可以和大家一起学习、做游戏。老
师还给我们录像了呢！你们看———”

2、多媒体演示：幼儿园里幼儿的一日生活。

幼儿园里小朋友一起洗手吃点心。

幼儿园里小朋友一起高兴地做游戏。

幼儿园里小朋友一起快乐的玩滑滑梯。

幼儿园里小朋友一起安静地吃饭

......

在演示与示范的同时可以让幼儿看看演示一起来跟学，学习
说：“我在幼儿园和小朋友一起。"

二、情景感知：

1、我们刚才看了自己在幼儿园的学习和生活，刚才啊！娃娃
娜娜的妈妈妈妈也很想知道娜娜在幼儿园里是怎样过的，听，
娜娜的妈妈又打电话来了！"

2、"零零，谁来电话了？"教师边问边做界电话状。

三、游戏感知：“打电话”。

1、幼儿扮演角色给妈妈打电话，鼓励幼儿大胆地说。

2、幼儿能完整的说话，教师以星星等粘贴纸作为奖励。



四、 翻看幼儿用书，巩固幼儿对幼儿园一日生活的记忆。

1、集体交流。

2、个别幼儿交流。

社会领域：《幼儿园像我家》。引导幼儿观察幼儿的设施，
激发幼儿热爱幼儿园的情感。

适应幼儿园环境保护对初入园的孩子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虽然我们不可能一两天就让孩子适应幼儿园的环境，但我们
可以从教学活动中引导幼儿热爱小朋友、热爱老师、热爱幼
儿园，逐步养成喜欢上幼儿园的好习惯。

我发现小班的孩子都喜欢打电话，特别是上幼儿园后喜欢给
爸妈打电话，所以他们喜欢玩打电话的游戏。因此，我们小
班安排了一个《幼儿园里真快乐》的活动。设计本次活动旨
在教育幼儿在幼儿园里与老师、同伴快乐相处。根据小班幼
儿情感易受感染的特点，从情感教育入手，在活动中安排了
场景，采用了游戏手段来增加活动的趣味性，引起幼儿内心
的共鸣，鼓励幼儿讲述自己的想法，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
获得适应环境的方法，增强热爱幼儿园、热爱家乡的意识。
最后延伸活动教师带幼儿观察幼儿的设施，激发幼儿热爱幼
儿园热爱家乡的情感。

通过本次活动，幼儿能感受到在幼儿园与老师、同伴相处的
快乐，并能初步学会按顺序观察多幅画面，并简要说出自己
的情感体验。

小班社会活动篇四

排队是小班幼儿的生活常规之一。在幼儿园中无论是洗手、
喝水还是小便、做操都要排队。小班幼儿经过两个月的幼儿
园生活，他们已经有了排队意识，个别幼儿甚至能用语言提



醒身边的小朋友，但多数幼儿还只是停留在意识层面，言行
不一，需要他人反复提醒。

《排队》以体验活动为依托，通过体验、感受，明白排队的
好处，萌发对排队的需要，同时在图画书的正面引导下，学
习正确的'排队方法，将排队的意识落实到行为中去，生活有
序、玩的开心。

1.在游戏中学会正确的排队方法：理解“一个接一个”
和“最后边”。

2.愿意用较完整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发现和想法。

教学ppt、滑滑梯

一、活动体验：玩滑梯，再现情境

师：滑滑梯，玩过么？好玩么？想不想玩？那就去吧！

二、谈话交流：观看视频，发现问题

过渡语：游戏结束的时间到了，孩子们，让我们坐下来休息
一会儿吧!

师：看你们玩的这么开心我都想玩了！想看一看你们玩滑梯
的样子吗？

师：咦？发生了什么事？

师：大家都不排队会怎么样呢？

师幼总结：原来玩滑滑梯不排队，后面的小朋友玩不到，也
容易让小朋友受伤害。

师：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三、故事牵引，提炼经验

师讲述故事，引发幼儿讨论

师提炼经验：一个接着一个，不推挤、不插队、不说话。玩
过之后，排到队伍最后一个小朋友后面，这样每个小朋友就
都可以玩到滑滑梯了。

四、运用经验、再次体验

过渡语：知道了排队的时候要一个跟着一个，滑完后，排到
队伍的最最最后面，那你们还想不想再试试看，记得要用上
排队的好方法哦！

五、经验迁移：生活中其他的地方也需要排队

师：幼儿园里，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排队的？

结束语：想不想出去游戏？那我们就排着队，一个跟着一个
到外面去做游戏吧！

小班社会活动篇五

活动目标：

1.萌发对夏天人们乘凉方法的探索兴趣。

2.发展观察讲述能力。

3.初步了解几种乘凉的方法及物品。

重难点分析：

重点：探索乘凉的方法。



难点：认识几种乘凉的方法及物品。

活动准备：

扇子一把；纸圈、彩笔人手一份；带有各种乘凉或非乘凉物
品的卡片若干。

活动过程：

一、导入

（出示扇子）引导幼儿简单说出夏天的气候特点。

指导语：“请小朋友说说扇子是干什么用的？”

二、展开

1.启发提问，交流夏天人们乘凉的方法。（引导幼儿从对日
常生活的观察中发现人们不同的乘凉方法）

指导语：“夏天到了，太阳火辣辣的，你感觉怎么样？你和
爸爸妈 妈有什么乘凉的方法？”

（1）幼儿交流自己知道的乘凉方法。（穿凉鞋、戴草帽、开
风扇、吹空调、游泳等）

（2）教师及时表扬幼儿讲述的不同方法，给予鼓励。

2.（出示乘凉的物品卡片），认识乘凉物品。

教师引导幼儿合理使用乘凉物品，如：不要把空调温度调得
太低等。

3.游戏：看谁说的对。



玩法：幼儿两人一组，相互给对方摸卡片。如：卡片上是一
台空调，便说“夏天用空调真凉快”。卡片上是一台取暖器，
便说“夏天不用取暖器”。

4.幼儿欣赏儿歌《夏天到》，教师总结夏天乘凉的方法。
（附儿歌：知了知了叫，夏天夏天到。小树撑绿伞，我戴凉
草帽。太阳老公公，看着咪咪笑。）

三、结束

游戏中自然结束活动。

小班社会活动篇六

1、培养幼儿乐于帮助别人的良好品质。

2、引导幼儿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要动脑筋想办法，选择用适当
的方法来帮助他们。

磁铁、铁丝、绳子、海绵、瓶子、回形针等。

1、小咕咚遇到了困难想请小朋友来帮忙。

2、小咕咚又遇到了另一个困难请小朋友再来帮帮他。

3、幼儿到事业区操作探索多个方法。

4、教师引导幼儿讨论。

5、教师小结：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出示图片一：在幼儿园里哭着找妈妈的小姑娘

2、图片二：盲人爷爷过马路



3、图片三：在商场里走失的小朋友

4、图片四：遇到灾难（地震）后的小朋友

1、看图片讨论

2、遇到掉到水里的叔叔该怎么办？

3、小结：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能想尽各种办法来帮
助他人，当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可向身边的成人来寻求
帮助。

小班社会活动篇七

1.通过活动，使幼儿了解并尝试间隔排列。

2.提高幼儿对棋盘结构的认识。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探索与实验，激发幼儿主动探索的`积极性。

5.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学习了知识。

供幼儿操作的各种材料，头饰若干，大棋盘

一.引起兴趣，老师扮成“仙女”姐姐：

“仙女”姐姐会变魔术，请小朋友仔细看

1．出示红，白木块，“什么颜色？”

（1．）通过魔术变成一串红白相间的项链.

（2．）请幼儿观察项链的结构特点.



小结：一个红一个白又一个红一个白排队，

“一个隔这一个排叫间隔排”

2．出示蓝，黄纸圈，“什么颜色？”

（1.）通过魔术变成蓝黄间隔的彩条.

（2.）请幼儿再次观察结构特点.

集体小结：一个隔着一个排叫间隔排.

二.幼儿操作：

1．幼儿操作，给予指导.

2．稍加讲译

3．出示黑白正方形

a.请幼儿示范间隔排.

提问：象什么？你们见过吗？

b.出示大棋盘：

观察：横.竖都是间隔排.

c.示范竖着间隔排。

4.幼儿用玻璃片操作尝试横竖间隔排.

三.音游：《小猫叫，小兔跳》

在原有基础上，引导幼儿猫兔间隔排.



孩子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和同伴分享交流快乐了，这时的孩子
们已经完全沉浸在兴奋之中了，毫无忧虑、担心。快乐的和
同伴一起交流。游戏中，孩子们不仅敢于表达，还可以说是
乐于表达了。把表达教育提升到了新的层面。

小班社会活动篇八

目标：认识生活中常见的刷子，知道其名称，了解其用途。

学会使用你好、谢谢等文明用语，能主动问好，乐意与人交
往。 在活动中初步产生解决问题的办法。

过程：

一、导入

1、出示宝盒，教师请幼儿猜测盒子里有什么，摸一摸、认一
认、说一说。

2、教师小结：有的刷子大，有的小，它们虽然样子不同，但
是各有各的用途，非常神奇。

二、播放视频

1、如何与哥哥问好？哥哥遇到什么问题了？怎么办呢？
（教师引导幼儿想办法：借刷子）

2、我们应该怎么跟小兔子借鞋刷呢？（有礼貌：小兔子你好，
请你把鞋刷借给我，好么？谢谢）

3、请一名幼儿跟小兔子借鞋刷

4、教师小结



三、出示一口锅的图片

1、这是什么？什么样子的？怎么办？

2、这次要借什么样的刷子？怎么借？

3、请一名幼儿借锅刷

教案

4、金老师想借马桶刷，应该怎么说？

5、教师小结：这些刷子都有自己的用途，给我们生活带来了
方便，真神奇。

四、大家一起来帮忙

2、请全体幼儿跟后面的客人老师借刷子

3、你借了什么刷子？怎么借的？

小班社会活动篇九

【活动意图：】现在的小孩子，自理能力越来越差，认识事
情包括穿袜子这样的事情，都要爸爸妈妈来代替。我针对这
一现象的频繁出现，想借助此次活动，教育孩子，自己穿袜
子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无需大人来代替。相信自己的事情
自己都会干。

【活动目标：】

1、认识袜子和帮助布娃娃找袜子。

2、自己尝试并学习穿袜子的正确方法。



3、愿意参加集体活动，能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意愿。

【活动准备：】

1、 课前让每个幼儿脚上穿一支袜子，老师穿上一只袜子(有
袜跟的，厚的)

2、 场地上放着每个幼儿的另一只袜子（打乱撒在地上）

3、 场地上幼儿的座位上贴好小圆点

【活动过程：】

一、

1、帮助布娃娃

今天布娃娃在家哭闹的很凶，原来是自己找不到自己的里一
只袜子，记得苦恼呢。我们快点帮助她把袜子找到，好让布
娃娃快点开心起来，看看谁是最棒的，最快帮助布娃娃找到
袜子好朋友。（让幼儿发现布娃娃的小脚上都只有一只袜子，
进而引出帮袜子找朋友这一环节。）

2、为自己的袜子找朋友

在找以前，要先观察，和你自己脚上的袜子比一比，要找到
它最合适的朋友。（可以从图案、大小、颜色等去找）

3、 师和幼儿一起讨论

（2）、“为什么它们两个是好朋友？”

（通过讨论让幼儿知道一双袜子就是两只一模一样的在一起，
它们是一对好朋友）



（3）、“为什么要两只两只做好朋友？”（通过讨论让幼儿
知道人有两只脚丫）

二、学习穿袜子

放影片让幼儿观察自己能做的事情。（观看后幼儿讨论，自
己能像影片里一样能干吗？会不会自己穿鞋袜等）

1、幼儿先自己尝试穿袜子，教师观察，并适时指导

2、请个别穿得不对的幼儿到前面，教师和幼儿一起找原因，
并帮助改正。

游戏：比比看

在老师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两只一样的袜子，快速的穿在脚
丫上，然后回到老师这里，说一句话“我喜欢我的袜子” ，
谁早些完成谁为赢。（音乐中进行）

三、幼儿帮助爷爷奶奶穿袜子

请来爷爷奶奶都坐在一起，但是有一只袜子没有穿，他们年
纪大了，自己穿袜子时有些吃力，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他们呢？
（幼儿在找到合适的袜子后帮助爷爷奶奶穿上，爷爷奶奶给
孩子贴上小花作为奖励。）

四、我们不仅帮助自己的爷爷奶奶，还可以帮助其他的人。
我相信我们班的孩子都是助人为乐的好孩子。

【活动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