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春天活动设计 中班春天活动方
案(通用8篇)

自我介绍是一个展示自我形象和个性特点的机会，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可以更好地展示自己的优势与能力。小编整理了一
些关于如何写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和学习。

中班春天活动设计篇一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代表着希望，充满了生机。
春天来了，天气变暖了，万物复苏，有着明显的季节变化特
征，非常适合幼儿观察春天的变化现象，为了能有效的利用
大自然的现有资源，将自然资源融入幼儿园的一日生活活动
中，我特意为托班幼儿设计了柳树发芽了的科学活动方案，
旨在培养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和参与自然科学活动的积极
性，表达热爱春天，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1、通过观察，知道柳树发芽了，学会说春天，发芽等词语。

2、体会春天的变化，感受阳光的温暖，表达热爱春天、热爱
大自然的感情。

柳树发芽了，表示春天来了。

1、《春天》的磁带，录音机。

2、冬天和春天的柳树图，《春天》的教学课件。

一、引入

师：小朋友们知道想再试什么季节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二、认识春天

1、老师播放《春天》的课件，引导幼儿仔细观看课件。

2、老师提问：刚才你们看到了什么？柳树有什么变化？

3、老师出示课件中的放大的柳树嫩牙图片，引导幼儿仔细观
察，告诉幼儿，春天到了，柳树发芽，并指给幼儿看。

4、老师出示冬天的柳树图，提问：这是春天的柳树吗？为什
么？

5、老师出示春天的柳树图，提问：这是春天的柳树吗？为什
么？你还看到了什么？

6、老师变念春天儿歌，边做肢体律动，引导幼儿跟随老师做
肢体律动。

附儿歌：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两臂上举，两手做招手的动作）

柳树发芽了，（两手并拢，掌心相对，慢慢做张开的动作）

大雁飞回来了，（两手自然张开，上下摆动双臂做飞翔的动
作）

我们真呀真高兴！（两手并拢，掌心相对，做笑脸的动作）

三、小结：

春天来了，柳树发芽了，大雁飞回来了，让我们一起去外面
看看春天的景色吧！



中班春天活动设计篇二

1.培养幼儿认真观察和胆表现的能力。

2.学习用弧线画柳条，用点画的方法画春天柳条上的嫩叶。

3.培养幼儿动手操作的能力，并能根据所观察到得现象胆地
在同伴之间交流。

4.鼓励幼儿与同伴合作绘画，体验合作绘画的乐趣。

5.培养幼儿的欣赏能力。

物质准备：油性笔及瓷砖每幼儿人手一份。

知识准备：带幼儿观察柳树，观察其枝条和叶子的特征。

1.引导幼儿观察柳树，说说枝条和叶子的的特征。

2.教师示范柳条的画法。

3.提出作画要求：先画枝条再画柳叶;胆作画。

4.幼儿作画，教师重点指导柳枝的画法。

5.展示幼儿作品并评价。

作为教师要善于发现幼儿的.不同特点，给予每一位幼儿以激
励性的评价，充分挖掘作品中成功的东西，给予积极的肯定，
使他们获得成功的体验，感受到手工活动的乐趣，从而增强
自信心。

中班春天活动设计篇三



1.引导幼儿用各种感官感知幼儿园春天的自然美景。

2.在看看、讲讲、听听、唱唱中，激发幼儿喜爱春天的情感。

春天的图片、歌曲

1.带领幼儿去草地上玩，引导幼儿用各种感官感受春天的小
草。

（1）用小手摸摸小草，有什么感觉？

（2）光着小脚丫在小草绿绿的头发上走一走，有什么感觉？

2.幼儿分散、自由地寻找其他春天的景色。

（1）讨论：你找到的春天在哪里？

（2）教师用歌曲《春天》的歌词进行小结。

2.欣赏歌曲

提问：你听到歌曲里面唱了什么？

3.（出示春天的图片）再次欣赏歌曲，并学唱。

4.幼儿和教师一起用歌声、动作表达对春天的喜爱之情。

中班春天活动设计篇四

春在哪里

1.能有感情的朗诵诗歌，体会诗歌的意境美。

2.了解春天的特征。



3.学习简单的诗歌创编。

图片、磁带

1.欣赏诗歌《春在哪里》。

出示图片，幼儿欣赏录音。

现在是什么季节?春天在哪里?翠柳(牡丹、燕子)是怎么说的?
为什么这么说?

教师引导幼儿再次欣赏图片，并鼓励幼儿说一说春天的特征。

2.创编诗歌《春在哪里》。

你见过的春天是什么样的?你能像诗歌里那样谈谈你知道的春
天吗?

教师示范创编。如：迎春花说：“春天在我的枝条上，瞧吧，
迎风吐香!”

引导幼儿仿照诗歌的句式创编诗歌。

3.画一画：春天时的我。

春天其实也在我们身上。想一想，和冬天相比，春天给你带
来了什么新变化?(如衣着等方面)

让幼儿画出春天里自己的样子。

诗歌：《春在哪里》

翠柳说：“春天在我的衣服上，瞧吧，绿叶飘荡!”

牡丹说：“春天在我的花蕊上，瞧吧，艳丽芬芳!”



燕子说：“春天在我的翅膀上，瞧吧，万里飞翔!”

风筝说：“春天在我的线儿上，瞧吧，迎风直上!”

湖水说：“春天在我的浪花上，瞧吧，哗哗歌唱!”

春在哪里，太阳公公开了腔：“春在大地上!”

中班春天活动设计篇五

1、水果物品（苹果1个、桔子2个、梨子3个）。

2、独自的小动物图片（每种小动物数目各自是1、2、3）。

3、1—3的数字点卡，盘子3个，大归类箩筐1个。

1、加强按物品的数目相配对应的.数字点卡。

2、能给3之内数目的物品排列，幼儿初步体会数序。

3、在幼儿教师的启发下，理解教学动手操作过程，能准确地
开展动手操作。

一、母亲买的水果。

2、师幼将水果取出来放于桌上说说：有哪一些水果？

3、引导孩子思索：我们怎么样收拾它们哩？启发孩子把一样
的水果放于一個盘里。

4、请孩子数一下每种水果有几个，启发孩子给水果排队，最
少的水果放于最前方，多的水果放于后方。排好后请孩子说
说：1个苹果、2个桔子、3个梨子。

5、请孩子给水果送数字点卡，勉励孩子边送边讲：一個苹果



送一的数字点卡……

二、孩子动手操作教学。

1、甜甜的水果：观测和察看小卡片，请孩子先将相同的水果
放于归类盒中一個格子中，接着按物件数目的多少调整顺序，
最终再给水果送数字点卡。

2、动物孩子：请孩子先将一种小动物放于一個归类格中，接
着，启发孩子按小动物数目的多少调整顺序，最终再给小动
物送数字点卡。

中班春天活动设计篇六

1、知道春天常见水果的名称和形状。

2、表现前后重叠的关系，学习简单的构图设计。

了解常见水果的名称和形状

表现水果前后重叠的`关系

幼儿美术用书《春天的水果》、剪刀、胶棒等

1、认识水果，了解它们的名称和形状

教师出示相关水果的图片。

“你们认识这些水果吗？它们叫什么名字？它们是什么形状
的？”

（教师和幼儿共同给这些水果命名，观察它们的外形特征。）

2、理解简单的重叠关系和构图



（1）幼儿来摆放水果

使幼儿理解水果的重叠关系

“当这些水果都要放在一只果盘里时，怎样放才能觉得很舒
服呢？”（幼儿边放边交流）

（2）教师帮助幼儿了解近大远小、前后重叠等空间概念。，
初步了解构图的均衡性。

3、幼儿操作

幼儿将美术用书上的水果图案剪下来，在摆放的过程中，体验
“近大远小、前后重叠”的空间概念。

4、相互欣赏制作好的“春天的水果”。

中班春天活动设计篇七

活动目标：

1、知道春天常见水果的名称和形状。

2、表现前后重叠的关系，学习简单的构图设计。

活动重点：了解常见水果的`名称和形状

难点：表现水果前后重叠的关系

活动准备：幼儿美术用书《春天的水果》、剪刀、胶棒等

活动过程：

1、认识水果，了解它们的名称和形状



教师出示相关水果的图片。

“你们认识这些水果吗？它们叫什么名字？它们是什么形状
的？”

（教师和幼儿共同给这些水果命名，观察它们的外形特征。）

2、理解简单的重叠关系和构图

（1）幼儿来摆放水果

使幼儿理解水果的重叠关系

“当这些水果都要放在一只果盘里时，怎样放才能觉得很舒
服呢？”（幼儿边放边交流）

（2）教师帮助幼儿了解近大远小、前后重叠等空间概念。，
初步了解构图的均衡性。

3、幼儿操作

幼儿将美术用书上的水果图案剪下来，在摆放的过程中，体验
“近大远小、前后重叠”的空间概念。

4、相互欣赏制作好的“春天的水果”。

中班春天活动设计篇八

1、幼儿能安静地倾听故事内容，理解故事情节。

2、学习用较连贯的语言讲述水果屋的组成。

3、感受秋天水果丰收的喜悦，体验设计水果屋的乐趣。

4、引导幼儿在故事和游戏中学习，感悟生活。



5、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活动重点：幼儿能注意倾听故事内容，理解故事情节。

活动难点：幼儿会用连贯的语言讲述水果屋的组成。

1、ppt

2、未涂色的房子

3、透明胶

4、各种水果图片5、音乐6、图片

（一）教师带幼儿观看果园，感受秋天水果丰收的景象。

1、出示p1，提问：果园里有哪些水果？它们是什么样子的？

2、教师以这是谁的'果园？（熊妈妈的）引出故事。

（二）边看图片，教师边讲述故事。

1、教师讲故事：从开头讲至怎么办呢？

2、提问：谁来帮熊妈妈和熊宝宝想办法？

（引导幼儿大胆讲出自己的想法。）

3、教师出示水果屋图片。

（引导幼儿观察屋顶（墙上）上有什么？用什么做的门
（窗）？启发幼儿讲述。）

4、教师继续讲故事，熊妈妈和熊宝宝盖了间水果屋，还做了
什么事情？



（三）幼儿完整欣赏故事。

1、教师完整讲述故事。

2、提问：熊妈妈和熊宝宝盖了间什么？他们是怎样盖的水果
屋？引导幼儿完整学说用做屋顶，用做墙，用做门，用做窗，
盖了一间美丽的水果屋。

（四）幼儿分组设计水果屋并大胆讲述。

1、教师出示房子图片，让幼儿自由讨论设计水果屋并粘贴水
果图片。

2、展示作品，请个别幼儿讲述自己和同伴盖的水果屋。

（五）结束

师：熊妈妈和熊宝宝，也邀请我们去它们举办的水果派对哦！
（随着音乐，跳着舞步结束）

《美丽的水果屋》是一篇充满童真的故事，它以欢乐、温馨
的故事情节吸引着孩子们，角色清晰可爱，场景简洁美丽，
使孩子在阅读图书中获得美的享受。教师在带领孩子欣赏故
事，阅读图书的同时，应注意提醒孩子们细心观察角色的表
情变化，引导孩子们大胆猜测角色的心理活动，并尝试用自
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孩子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倾听故事，翻阅
图书，并按照一页一页的顺序来阅读，形成了良好的、井然
有序的阅读习惯。但值得一提的是，教师在上课时，应更加
放手让孩子们去独立阅读故事，揣摩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不
应限制幼儿，过多的干涉幼儿，让我们的孩子能更自信的把
自己的想法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