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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处于3~6岁阶段，具体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
从而导致对防疫知识掌握不到位，或者是根本就不
理解，只能是听别人说。为此在这种形象思维和理
解能力都有一定局限的幼儿身上，疫情防控的相关
知识的理解、宣传就得靠老师，靠家长，以及老师
对家长的宣传，从而进一步转达给幼儿。所以目前
来说，幼儿阶段掌握相关的防控知识是比较困难的，
存在一定的难度，需要开展相应的主题活动，帮助
幼儿理解、掌握、运用。

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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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活动目标
1. 了解新冠病毒的感染症状、传播方式，知道疫情爆发后对人们

生活的影响
2. 知道新冠病毒的危害性之大，知道防护措施的重要性，掌握一

些预防新冠病毒的方法
3. 通过绘画、唱歌、表演、游戏、讨论等方式，表现新冠病毒的

传播方式、预防方法等增进对其的认识
4. 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学习照顾自己

与身边的人，激发自我保护意识
5. 通过观看视频、图片、新闻报道结合教师的讲述，知道疫情期

间涌现出来的抗疫英雄们，产生尊敬的情感，激发爱祖国、爱
家乡、爱集体的情感

6. 知道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明白抗击疫情需要每个人的努力，
理解并遵守疫情期间特殊的社会行为规则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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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山医院（中班科学活动）
1.尝试运用图形组合的方式建构医院，表现医院的外形特征
2.乐意介绍自己的作品，体验建构成功的快乐
3.了解火神山医院的作用，和建筑工人的伟大 
病毒不可怕（中班语言活动）
1.理解诗歌内容，能正确掌握劳、瞧、罩的字音
2.进一步了解病毒的预防措施
3.能积极参加语言活动，与同伴交流，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 
预防病毒很重要（中班音乐活动）
1.理解歌谣内容，了解“抗疫”基本小知识
2.能根据图谱跟唱歌谣
3.喜欢和同伴一起表演歌谣，积极参加音乐活动 

主题活动内容 主题活动名称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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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接力跑（中班健康活动）
1.知道在抗疫过程中，抗疫物资的重要性且运输速度要快
2.学习使用接力跑的方式运送“抗疫物资”，发展大步跑的技能
3.增强团队合作的精神
 
小小口罩作用大（中班健康活动）
1.知道新冠病毒主要靠近距离接触传播，明白口罩能抵挡病毒飞沫传播
2.学会如何正确佩戴口罩的方法，能在日常生活中自觉佩戴口罩
 
抗疫英雄辛苦了（中班美术活动）
1.知道在抗疫过程中有哪些英雄在奋斗
2.能运用绘画，拼贴等方式装饰送给抗疫英雄的卡片
3.对抗疫英雄的崇拜以及对抗疫成果的尊重

苏
州
幼
专
幼
儿
园
课
程
学
生
主
题
设
计



01

02

03

春节（中班语言活动）
1.感受绘本的语言美，体会动物们在不能外出情况下的心情与感受
2.理解故事内容，并尝试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
病毒不可怕（中班科学活动）
1.通过实验，知道戴口罩和用洗手液洗手可以有效阻碍病毒传播
2.喜欢科学小实验，能积极观察、积极动脑 
感冒发烧我不怕（中班健康活动）
1.感到身体不舒服时，能主动寻求成人的帮助，知道感冒的一些症状
2.对自己生病了不感到焦虑，有乐观的心态，不害怕医生，积极配合检
查与治疗
细菌不是用来分享的（中班科学活动）
1.认识细菌，了解细菌与我们生活的关系
2.能注意个人及饮食的卫生预防疾病的发生
3.学会唱我爱洗澡的歌谣，歌唱姿势正确，用自然的声音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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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为爱发声（中班社会活动）
1.看一看说一说，在疫情过程中发生的好人好事
2.能用绘画的方式，表达对抗疫英雄的爱和鼓励
3.了解在抗疫中，英雄的生活和工作
我会洗小手（中班健康活动）
1. 知道洗手消毒的的重要性并有良好的卫生意识
2. 掌握七步洗手法及消毒的基本过程
3. 培养对洗手消毒正确重视的情感，不畏惧病毒
做个不挑食的好宝宝（中班健康活动）
1、知道人体须要种种差别的养分
2、经由过程故事，明白只有又吃蔬菜，又吃荤菜，才有利于身材康健和发展发育
3、养成不挑食的好习惯
志愿者在我家（中班社会活动）
1、通过收集、交流、分享相关的资料，激发幼儿表现与表达的欲望
2、通过活动引导幼儿学会观察疫情中的志愿者，发现他们的了不起地方，产生敬佩的情
感
3.在活动中发现自己的长处，树立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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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环境创设    建构区

 
思路：今年的春节，对于大家来说，会有些不一样。虽然它是一个不能溜达的春节，
但是相信在这个假期里，宝贝们有了爸爸妈妈和家人的更多陪伴，一定也有了不一样
的丰富的体验。　因为疫情，我们不能及时的面对面的和小朋友们互相分享，但是我
们可以通过网络、微信等独特的方式来交流互动呦！
新奇的视频通话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也打开了他们的话匣子。
“我在家里想搭一个医院！”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快点打败病毒，病毒太讨厌了！”
“那我也要搭一个医院！”
“那我要搭一座城堡，把病毒都关在里面！”
“我要建一个消毒屋，把病毒都消灭掉！”
不仅仅是医院、城堡，孩子们还有许多的奇思妙想。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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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投放：积木，雪花片，废旧纸盒，易拉罐。
布局安排：可以让孩子们用积木，纸盒搭建医院，
用雪花片，易拉罐等构建医院里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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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区
思路：在疫情期间，中国利用“中国速度”搭建了火神山
医院、雷神山医院等一系列医护场所，同时，医院的
本质是救死扶伤，在疫情期间我们医院的床位空缺，
需要搭建更多医院来治病救人，通过在建构区搭建医
院，让幼儿产生对医护人员的崇拜之情，以及对利用
“中国速度”打造医院的工作人员的敬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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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投放：护士的工作服，医生的工作服，病号服，
打点滴的套装，听诊器，病床，轮椅
布局安排：病人来看诊的场景和在住院区进行日常
管理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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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工区
思路：绘画是幼儿表达自身想法的一种重要途
径，可以通过绘画贺卡，各种口罩的样子，自
己在疫情中做的事情，让幼儿有一股对国家的
情感，以及对抗日英雄的尊重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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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投放：水粉颜料，贺卡，彩笔，拼贴材料，双
面胶，剪刀，蜡笔
布局安排：单周安排绘画活动，双周可以安排小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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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区

思路：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投放丰富的，与“抗疫”“病毒”相关的绘
本、图片;绘本应该是与幼儿实际生活有一点联系的，老师与幼儿一
起阅读过的，幼儿很感兴趣的又有一定了解的，如:《一个不能出门
的春节》《阿嚏感冒了》等，这样适合幼儿在游戏时进行自主阅读。
通过阅读定期更换图书，保持图书的新鲜感。让幼儿在看书的过程中，
更加了解周围生活，丰富相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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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投放：丰富的绘本，如《一个不能出门的春节》《用两千年战瘟疫》《病
毒小子威力》这类帮助幼儿了解“疫情”“病毒”是什么，是怎么样的绘本；
《阿嚏感冒了》《你好，安东医生》《病毒不是用来分享的》等这类向幼儿介
绍生病时应该怎么做，平时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及身边的人不要生病。以及多幅
有关疫情的图画
布局安排：布置在明亮安静的地方，可以利用书架等制作半封闭的空间，放置
多个舒适的座椅。每天吃完饭时，可以让先吃完的小朋友挑选喜欢的绘本看，
每周组织一次绘本欣赏，让幼儿说说自己喜欢的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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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区

思路：在疫情期间，做好自身的防护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在教学活动
时，幼儿在老师的指导下知道了怎么佩戴口罩，再通过科学区内布置
的口罩佩戴图示，进一步巩固，逐步养成正确佩戴口罩的习惯。制作
错误佩戴口罩的图示，帮助幼儿了解佩戴好口罩的作用。还可以放置
多种不同的口罩、面罩，如：棉布口罩、无纺布口罩、活性炭口罩、
防尘口罩等等，以及使用不太口罩的场合与作用，来拓宽幼儿的知识
面。还可以制作不同病毒细菌的模型与写实的图画，让幼儿来玩对应
的游戏，让幼儿认识了解一些引起常见病症与曾导致大规模患病的病
毒细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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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投放：正确口罩佩戴的图示、各种各样的口罩（多准备，一段
时间补充更新）、一面小镜子、病毒细菌的无纺布模型与对应的写
实图画
布局安排：将佩戴图示、口罩、镜子布置在一起，让幼儿可以先看
再学最后操作。在镜子前的地上贴三双脚丫，防止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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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区

思路：音乐教育活动是幼儿园诸多教育活动中的一种，要有目的、有
计划引导幼儿主动活动，又要熟知幼儿音乐教育的功能，遵循音乐艺
术教育的规律和特点，结合幼儿年龄特点，在区域中投放有关抗击疫
情小歌谣，使幼儿通过学唱歌谣，知道有关抗击疫情，预防病毒的保
健常识，投放有关赞美抗击疫情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的歌谣，来激
发幼儿尊重英雄、爱祖国的情感。使幼儿在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过程
中，从多方面接受教育，促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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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投放：《戴口罩儿歌》、《洗手儿歌》、《病毒病毒赶快跑》、
《多多锻炼身体棒》等带有歌词和图画的抗击疫情小歌谣板块。
布局安排：利用一面墙，放上用硬纸板做的歌谣板，这个歌谣需要
是幼儿之前学唱过。板上有写着歌词，还有图画，便于幼儿理解，
制作多块歌谣板，过一段时间替换一个。摆放一些如摇铃，小鼓之
类的乐器，幼儿可以使用乐器打着拍子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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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活动介绍
     中班体育活动《"抗疫”接力跑》

一、活动目标:

1.学习使用接力跑的方式运送“抗疫物
资”，发展大步跑的技能

2.在游戏中增强团队合作的精神

二、活动准备:

抗疫物资图片、空纸箱、放松音乐苏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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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过程:
1.练习动作，做好准备活动
幼儿进行队形、队列练习，由一路纵队走成六路纵队，站成做操
距离
练习:立正、稍息、原地踏步等动作，提升规则意识
2.学习大步跑传递物资
(1)引导幼儿了解任务，学习如何传递物资。
师:小朋友看看，这些是什么?是做什么用的?引导幼儿猜测并回答。
教师小结:这些都是抗疫物资，是运到火神山医院救治病人的。
(2)教师请两名幼儿上来做示范，并讲解运送物资的方法与规则。
(3)教师将幼儿分成四人一组站成一路纵队，其中每两个人约隔2
米，从最后一个小朋友开始传递练习。
(4)小结:刚才我们已经学会了传递的方法，现在我们要去运送物
资啦!

苏
州
幼
专
幼
儿
园
课
程
学
生
主
题
设
计



3.运送物资接力赛
(1)幼儿分成六队站好，老师给幼儿讲清楚各个跑道上选手
所站的接力点位置，并给幼儿指点终点线的位置。
(2)有六个接力点，在每个接力点上都站一个小朋友。
(3)听发令，当哨声响起时，第一个幼儿搬起物资迅速起跑，
传给第二个幼儿，直到最后个幼儿冲过终点线将物资放到指
定位置，就完成任务。如果中途掉落物资，那么就要回起点
重新跑。
4.跟随音乐放松身体，简单讲评活动
教师带领幼儿整理队伍，简单讲评活动情况，带幼儿放松身
体。
师:小朋友运送物资辛苦了，我们为战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非常棒。大家放松放松休息一下，跟着音乐动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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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延伸：
1.在户外活动时复习大步跑技能，设计比赛，巩固练习
2.在阅读区投放有关此次疫情运送物资的绘本，以供幼儿了
解活动本质，加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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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活动介绍
     中班语言活动《一个不能溜达的春节》

一、活动目标:

1.感受绘本的语言美，体会动物们在不能
外出情况下的心情与感受。

2.理解故事内容，并尝试用自己的语言表
述听完故事的感受。

二、活动准备:

PPT课件、绘本《一个不能溜达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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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过程:
1.出示封面，引起兴趣。
(1)出示绘本封面:“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春节的绘本故事《-一个
不能溜达的春节》，你在这本书的封面里看到了什么?”
(2)师:“你猜一猜这个故事可能会发生什么呢? ”(幼儿大胆阐释 自己的
猜想)
2.教师导读，加深理解。
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图片，围绕场景猜测。
(1) 出示图二，师:“小朋友们，跑跑鸡怎么躺在病床上?”
师:“你们知道它怎么了吗? ”“你们有办法帮帮它吗?”
(2)出示图三，师:“可怕的病毒来了，小动物在做什么?”
师:“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
小结:为了避免更多的动物被传染，山民们决定:“今年春 节不溜达!”
(3)师:“小动物们好无聊，小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可以
让动物们的生活变得有趣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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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播放课件，教师完整朗读。
(1)播放课件，让幼儿带着“为什么村里的动物都不能出去?”
的问题认真倾听教师完整地讲述故事。
(2)请幼儿说说自己听完故事后的感受。
(3)教师小结:动物们为了避免更多的动物被感染决定春节不
溜达。拿米粒当跳棋玩，把麦秆做成麦哨，或者用小石子儿
来拼图。原来，不能溜达的春节，也可以过得这么有意思!

5.活动延伸，加深理解。
(1)将绘本《一个不能溜达的春节》投放在图书区供幼儿活
动时观看。
(2)回到家中与父母共同阅读绘本《一个不能溜达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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