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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我们先后迎来了国庆节、党的二十大，适时开展

的“我是中国人”主题活动更是让孩子

们在有趣的活动中感受作为中国人的自

豪，萌发了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纲要》

中指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

秀，感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陈

鹤琴提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课程就在儿童每天真实经

历的生活里，等待着儿童和教师去共同开启并亲身经历。威海是一个

地理特点突出、人文历史丰厚的城市，我们的家

乡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教育资源，因此我们及时捕

捉幼儿的兴趣，基于大班幼儿的发展特点及需要，

开展“走进家乡——嗨，威海”主题活动，带领孩子感受威海的变化，

了解家乡丰富多样的民俗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热爱家乡的情感自

然增长，归属感逐步建立。

主题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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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目标：

1.了解家乡的名称以及家乡的美景、美食、文化韵味，了解特产

和名胜古迹，关注家乡的变化，感受环保的重要性。

2.能积极大胆地交流自己调查家乡的所见、所闻，运用视觉、听

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多种感官体验家乡的特色，用画、拓、唱、

舞、表演等多种方式表现家乡的事物。

3.愿意了解家乡，乐于动手，萌发热爱家乡的情感，为家乡的

变化感到高兴，逐步建立归属感。

主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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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题活动是这样开始的：

小朋友们正在小山坡上拾落叶、捡松果，不知是谁大声喊起来：

“我发现了那有一颗无花果树！”孩子们一股脑地

凑了过来，围在树下，七嘴八舌的讨论着：“有无

花果吗？”“在哪儿呢？”“我看见了！就在那！”“哇！

无花果”……无花果是我们威

海最具代表性的特产之一，是中国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更是“家乡的味道。”

对于即将进入小学的大班孩子们来说，初步建立对集体、家乡和

祖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助于进入小学后尽快适应班级和学校的环

境，探究的过程更是能够培养好奇好问、不怕困难、团结合作的良好

品质。因此，我们的活动便由此展开了……

主题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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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大调查：

作为前期经验摸底，我们进行了一次关于家乡的调查，孩子们与

家长朋友们共同调查，运用图画和符号将调查结果记录下来，积极地

与老师、同伴交流自己调查中家乡的所见、所闻，分享自己的发现以

及探究的过程、方法，在保护前书写兴趣的同

时还培养了孩子们的探究精神、倾听和表达能

力。通过分享交流，大家能够发现孩子们对威

海的了解还不够详尽，让我们一起来进行一次

关于家乡的探秘吧~

主题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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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活动：
1.我的家乡—威海

2.家乡的变化

3.走进刘公岛

4.船的故事

5.远方的火焰

6.威海名人

7.海草房

8.马石山小勇士

主题网络

嗨，威海！

爱在威海

寻味威海

区域活动：
1. 美工区——剪

纸：船的故事

2. 益智区——船

的浮与沉

3. 建构区——搭

建幸福门（环翠楼）

主题活动：
1. 家乡物产多

2. 大海里面真热

闹

3. 捕鱼歌

4. 一网不捞鱼

5. 贝壳喜乐会

6. 环保小卫士

7. 我爱威海我的

家

区域活动：
1.美工区——好玩的

渔网

2.美工区——海洋的

奥秘

3.美工区——海洋大

咖

4.益智区——家乡美

食

5.益智区——帅气的

船只和定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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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主题一

爱 在 威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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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一：我的家乡 —威海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知道自己的家乡是威海，培养幼儿热爱家乡的情感和

立志建设家乡的愿望。

2.引导幼儿更进一步了解和熟悉威海的风景名胜和土特产。

 活动准备：

威海风景、土特产课件。

 活动过程：

一、组织谈话活动，帮助幼儿理解家乡的简单意义。

1.出示几幅美丽的图片提问：小朋友，你知道这是哪里吗？你知

道自己出生、生活在哪里吗？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

姥爷）出生、生活在什么地方？小结：威海是小朋友出生、生活、长

大的地方，很多小朋友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

出生、生活在威海。威海就是我们的家乡。

2.介绍威海地理位置：这就是我们美丽的家乡——威海，是我

生活的地方。（课件威海地图）

集体活动

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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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朋友你知道我们威海有哪些风景名胜或是哪些好玩的地方

吗？请幼儿介绍

2.小朋友，你都去过哪些美丽的地方？结合课件教师先引导幼儿

逐个观察各景点的特点。

引导幼儿认识各风景点：威海国际海水浴场、 银滩、刘公岛、

甲午海战纪念馆、海驴岛、成山头、圣经山、赤山、神雕山、温泉、

天鹅湖。

三、介绍威海特色美食。

威海是鲁菜的发源地之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所以威海餐饮

以海味为主，盛产各种海产品。

1.小朋友们你都吃过哪些有关海产品的美食？

2.请跟随老师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播放 PPT)红烧海参、

鲅鱼饺子、爆炒天鹅蛋、红烧对虾、锅煽海蛎子、威海焖大鱼、威海

清汤、虾酱菜团子、

3.小朋友们在我们威海有一种山东省威海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无花果。2010 年 5月 24 日，原国家

质检总局批准对"威海无花果"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四、师幼共同畅想家乡的未来。

1.你还知道家乡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等

你长大了，你愿意把家乡建设成什么样呢？

2.幼儿讲述自己想象中的未来的家乡，并画出来。

二、介绍威海风景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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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延伸：

活动后，鼓励物儿走出班级，向其他班级的幼儿或是周围的邻居

宣传家乡威海，激发人们热爱家多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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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目标：

1.感受家乡的变化，为自己家乡的变化感到自豪，有归属感。

2.能大胆表达，以完整、连贯的语言表达对家乡变化的认识。

3.以绘画的方式进行表现，尝试创想未为家乡的变化，

 活动准备：

威海旧照、威海现在照片、调查问卷、听爷爷奶奶讲威海以前的

故事。

 活动过程：

1.相互交流讨论，调动已有经验。

（1）师幼交流：说一说自己的家乡。

提问：你的家乡在哪里？它给你怎样的感觉？你最喜欢家乡的是

什么？

（2）请个别幼儿表达，其他幼儿可以补充。

2.观察“家乡变了样”的图片，感受家乡的变化。

（1）教师提问，幼儿分享自己的认识。

提问：你知道家乡以前是什么样子吗？和现在比起来，有什么不

同？

（2）幼儿随音乐欣赏图片，教师作简略介绍。

（3）请幼儿回顾所观察的图片内容。

提问：从前的家乡给你怎样的感觉？从前至现在，人们的穿着

服饰、食物、住的房子、交通分别有了怎样的变化？你更喜欢什么时

候的家乡？为什么？

活动二：家乡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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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胆表达自己对家乡变化的认识。

（1）引导幼儿讲述自己对家乡变化的感受。

提问：家乡的变化给你怎样的感受，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或你认

为有可能是谁带给了家乡变化，他们做了什么？谁能用一段完整的话

来说一说？

（2）相互交流：看了家乡的变化，你想对家乡说什么？

4.愿意为家乡做事，能以绘画的形式表达对家乡的情感，表现自

己的创想。

（1）鼓励幼儿交流，激发幼儿的责任意识。

提问：让家乡变得更加美好，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出示画纸，引导幼儿想象、思考。

提问：家乡还会有怎样的变化，会变成什么样？

（3）幼儿自由作画，教师观察指导，鼓励幼儿相互介绍、展示

自己的作品，分享对未来家乡的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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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刘公岛的历史，激发爱威海爱家乡的情感。

2.积极参与小组讨论，愿意发表自己的观点。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课题

1.（课件播放刘公岛图片）在山东威海，有一个风光秀丽的小岛，

它曾经见证了著名的甲午海战，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刘公岛。今天就让

我们一起走进刘公岛。

二、初识刘公岛

（一）明确位置

1.你能指出刘公岛的位置吗？幼儿观察指出。

2.刘公岛的位置非常重要，它横卧在威海湾口，有“不沉的战舰”

之称，在历史上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二）我当小导游

1.来到刘公岛，小朋友们想去参观哪个景点呢？

2.小组交流搜集的资料。

3.谁来当一下小导游，介绍走进了解的景点？幼儿结合走进的资

料具体交流。

4.教师相机补充资料

(1)刘公岛

引导：刘公岛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里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呢。

（出示图片，播放配音故事《刘公岛的传说》）

活动三：走进刘公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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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洋海军提督府

1888 年 12 月 17 日，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正式

成立，清政府还设立了北洋海军指挥机关---北洋海军提督府。（出示

相关图片）

三、黄海悲歌

（一）感受爱国情

1.著名的甲午海战就发生在刘公岛海域，让我们一起到甲午战争

博物馆了解一下这段历史吧！（播放短片在《甲午海战》）

2.启发思考：这是真实的历史再现，你从视频中都看到了什

么？幼儿畅所欲言。

小结：是啊，虽然致远舰沉没了，但官兵们的爱国精神却永远激

励这我们。

（二）向英雄致敬

1.出示邓世昌、丁汝昌的图片，幼儿自由交流对他们的了解。

2.教师相机补充邓世昌、丁汝昌的郭永怀故事。

3.引导：甲午海战不仅记录了像邓世昌、丁汝昌这些伟大人物的

郭永怀事迹，也展现了许多普通官兵保家卫国的爱国壮举，你看到了

什么？对作战雕像幼儿观察描述。

4.（出示双主炮、铁锚等文物图片）教师适当介绍

5.让我们漫步博物馆，再次触摸那段遥远的历史。

四、不忘国耻

1.过渡：走出博物馆的大门，小朋友们想说点什么？幼儿自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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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2.引导：我们要从小立志振兴中华，这段记载着中华民族软弱屈

辱的历史，我们永世不能忘。

3.小结：我们国家海防落后，任人侵略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现

在我们的海防实力大大增强，有了人民海军的守护，谁也不敢来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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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四：船的故事

 活动目标：

1.欣赏、了解各类样式的船及其功能，感受船在我们生活中的重

要作用。

2.利用 KT 板创作、刻板、印刷、探索制版和印刷之间色彩疏密、

亮度关系。

 活动准备

1. 材料准备:KT 板、8 开长方形铅画纸、刮画棒、水粉颜料。

2.知识经验准备:有 KT 板版画经验，了解制作流程;教师和幼儿

一起收集帆船、货轮等船只的照片并了解其功能。

3.空间准备:活动室内摆放一张桌子，用于陈列颜料和刷子等工

具。

小提示：

把 KT板和 8 开长方形铅画纸粘贴在一起。

 活动过程:

1.情境创设

(1)播放课件，欣赏船的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人类已能在水上活动了。世界上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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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可能就是一根木头，人们可能骑在较大的木头上在水中漂浮;今天

船已成为重要的水上交通工具

(2)经验分享，观察不同造型的船，了解功能

——船的诞生使人们能够自如地在水上航行，客船、货船的出现

拉近了世界的距离。

——今天，我们要完成一张 KT板版画，用绘画语言表现各类船

的样式及用途，讲述船的故事。

2.创作版画

(1)刻版

——挑选自己喜欢的船，观察它的外

形和特点(颜色、装饰物等)。

——用刮画笔用力地在 KT 板上刻画出船的外形，表现船舱、甲

板、船头等，让船看起来很威武。(提醒使用工具时注意安全。)

——想一想，你画的船要停在什么地方，或要开往哪里?(表现背

景，可以想象拓展。)

——为了让其他人了解你画的船的用途，还可以刻上标志(货轮、

海盗船等)。

——添画细节，添画人物头像等。

(2)涂颜色

提示:上色是印制版画的重要环节，避免缝隙内刷到水粉颜色。

——把水粉颜料涂在 KT板上，注意避免刷到缝隙内。

(3)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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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印刷的效果，与刻版的深度、上色的多少、颜色的厚薄、

纸张的铺设等均有关系，建议幼儿在这个过程中观察、探索，体验印

刷的乐趣，保留效果最好的一张作品。

——用铅画纸盖在刷好颜料的 KT 板上，用手掌轻轻按压，使颜

料印在铅画纸上。

——轻轻揭开铅画纸，晾干。观察一下，印刷效果是否满意。如

果印制得不清楚，想一想，可能是什么原因?

——如果是顔料太少了，可以重新加点颜料，再印一遍。

3.展示交流

——你画的是什么船?船上发生了什么?(幼儿分享自己所画船上

的趣事，如刻舟求剑、海盗、泰坦尼克号等等。)

——请给你的船取个好听的、有意义的名字吧。

4.环境布置

小提示:

(1)创作出来的作品和 KT板原画可以放在一起展出。

(2)KT 板可以重复利用，试试用别的颜色或纸张进行拓印，会有

什么不一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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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五：远方的火焰

 活动目标：

1.理解故事内容知道郭永怀先烈的事迹。

2.学习郭永怀坚强、勇敢、不怕困难的品质。

 活动过程：

1.以故事会“郭永怀的故事”的形式展开。

——故事中讲的是谁的故事？为什么说他了不起？

2.讨论“我心目中的郭永怀”。

——我心目中的郭永怀是超人,因为他非常勇敢、善良、仪,还特

别愿意帮助别人。真希望能像超人一样。你心目中的郭永怀是什么样

子的呢?为什么喜欢他?你能从他身上学到什么?

——幼儿自由发言,讲述自己心目中的郭永怀。教师引导幼儿关

注郭永怀身上值得学习的优秀品质。(如:勇敢、善良、义、团结、会

动脑筋解决问题等)。

3.自由结伴讨论。

如果我是那个郭永怀。

请幼儿假设自己是所崇拜的郭永怀,

想象一下自己会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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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六：威海名人

 活动目标：

1.了解家乡的名人及他们的事迹，为自己是一个威海人而自豪。

2.学习观察的方法，人物头像写生并细致表现五官特征。

 活动准备：

1.材料准备：8开长方形彩色纸、铅笔、油画棒、纸巾。

2.知识经验准备：收集威海名人照片

3.空间准备：在活动室布置“威海名人图片

展”张贴展示师生收集的信息。

 活动过程：

一、 参观威海名人照片展览

——我们威海有许多了不起的名人，有科学家、画家、歌唱家等。

——小朋友谁来说说我们家乡出过那些名人，这些名人都有哪些

有趣的故事？

二、 观察尝试。

1.（出示一张名人照片邓世昌）师生共同观察名人图片。

——今天我们请名人做模特，为她（他）们画一幅肖像。

——一起看一看，她（他）们的脸型有圆有方，头发有长有短，

五官长得也是各有各的特点。

——这位名人身上的服装、纽扣是在旁边的，而这一位名人衣服

没有纽扣，小朋友们观察一下她们的服装，把特别之处画出来。

2．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的长相，表情神态也是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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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名人的眼睛很有神，他还带了一副眼镜。

——这位名人笑眯眯的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三、 写生表现。

——小朋友们收集了威海名人的画像和照片，现在我们就来完成

一幅写生画吧。

重点：构图饱满，大胆表现名人头像的主要特征。

——选一张自己及感兴趣的名人图片，开始写生。

——画肖像的时候，尽可能将头部画大，这叫“肖像画”。

难点：仔细表现头像，五官等细节特征。

—一定要仔细观察名人的长相，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名人的五官特

征。

——她们的脸型是什么样子的？有的人是圆形脸，有的人是方形

脸。有的是梯形的等等。除了有不同的脸型之外，发型也各不相同。

有的人是长发有的人是短发，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白色的。

——用铅笔涂抹，画出照片中黑黑的影子。

四、作品评价。

——请小朋友看看猜猜他们是谁？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

——这幅肖像小朋友画的很棒，眼睛画得很仔细，真不错。

——我们家乡有这么多伟大的人物，有科学家音乐家……是不是

很自豪呢？

小朋友们要好好学习本领，长大以后也要努力成为出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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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七:海草房

 活动目标：

1.知道海草房是威海常见的民居之一。

2.了解海草房的搭建过程以及海草房冬暖夏凉

的特点。

3.尝试自己设计自己的海草房。

 活动准备：

PPT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谈话导入：孩子们，还记得老师让你们回家寻找的海草房的秘密

吗？大家都准备好了，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前期调查进行讲述自己的发现。

教师小结：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威海荣成海边的一个公园，这

个地方有许多的海草房。海草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生态

民居之一。它主要分布在我国胶东半岛的威海、烟台、青岛等沿海地

带，特别是荣成地区更为集中。海草房因为具有具有"冬暖夏凉、居

住舒适、百年不腐的特点，深受人们的喜爱。

二、拓展经验

这么多好处的海草房，你都在哪里见

过？

教师小结：对，现在海草房已经不是很常见了，我们只能

https://baike.so.com/doc/5351044-55865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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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园里能看到它了，从爸爸妈妈的年代开始，海草房越来越少，

几乎没有人住了,2006 年被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

威海仅存的一些海草房，被改造成了小旅馆，吸引许多远道而来

的游客进来住店。还有一些海草房被放进了博物馆里，

三、海草房的制作过程

(1)运海草:海草从哪里来?海草长在海里的海草地上，台风

把海草从海草地刮到浅滩。等台风过后，渔民就会拿着镰刀和耙

去收集海草，把收集来的海草装到小推车上运到岸边去晒干，成

捆成捆的干海草用来铺房顶。

(2)找专门盖海草房的工人进行搭建。

你们知道海草房为什么会冬暖夏凉吗？让我们从一段视

频中找出答案。

四、延伸拓展

画画自己心目中的海草房。

小朋友们，虽然现在的海草房已经

远离我们的生活了，但是，作为威海娃

娃，我们还是应该记住并将海草房的文化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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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八：马石山小勇士

 活动目标：

1.感受爬的乐趣，学习匍匐前进的动作要领。

2.通过游戏感受英雄们勇敢的精神。

 活动准备:

1.场地布置：普通迷彩网布、垫子

2.经验准备：知道马石山十勇士的故事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1.谈话导入，回顾马石山十勇士的故事。

教师：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家听说过威

海马石山十勇士为掩护千名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带领群众层层突

围，保护了群众的生命，但他们最后却全部壮烈牺牲的故事吗？

2. 播放故事视频

你们说说在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精神。(坚强、勇敢、不怕牺牲)

二、展开部分

1.热身运动，侦查敌情

那小朋友们想不想成为像马石山十位勇士一样掩护我们的战队

呢?

那今天老师就正式邀请你们加入我们的小勇士队。

我们一起来像小兵操练起来吧。

（绕圈跑――加快速度―-俯身跑―-俯身蹲走--爬-―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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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设情境，穿越敌人电网

（1）自主尝试穿越电网的方法

狡猾的敌人在半山腰设置了一张巨大的电网，只要身体不碰到张

电网，它就不会感应到，但是在穿越中如果不小心碰到了，他就会发

出强烈电击，惊动敌人，这样我们就很难把百姓救出来了。

（2）介绍自己的穿越方法

在刚才的练习中，我看到小士兵们运用了很多不一样的办法，谁

想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方法?(爬行、仰爬、匍匐前进)

你们觉得哪种方法过电网最安全?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匍匐

前进。

（3）老师引导幼儿展示匍匐前进的方法

前进的时候身体是怎样的?前进时，屈右腿，伸左手，用力使身

体向前前移，同时屈左腿，伸右手，再继续用力向前移，依次交替前

进，胸和肚子是紧贴地面的。

刚才我们一起学了匍匐前进的方法，那下面我们就要开始演练啦，

请小士兵们用匍匐前进的方法迅速地穿过第一层电网。

4.教师小结：在前进时手脚并用，同时用力才会速度快。

三、结束部分

放松身体，结束活动。

小勇士们，恭喜你们顺利通关，刚运动完我们身体上的小肌肉

都是处于绷紧的状态，那接下来就请小勇士们跟着老师一起拉升放松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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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船的故事

 活动目标：

1.会使用剪刀。

2.见过各种各样船的经验。

3.能与同伴合作完成。

 活动准备：

1.剪刀若干，纸若干

2.船的图片若干

3.铅笔若干

 指导意见：

1.教师引导幼儿观察图片，观察船的构造

2.个人剪好了，可以多人合作剪。

3.分享自己的作品，并介绍，将做好的作品放到美工区展览。

区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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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的浮与沉

 活动目标：

1.体验科学探索游戏的乐趣，愿意积极

表达自己的发现。

2.通过探索让幼儿了解物体的沉浮

现象。

3.尝试使用符号记录物体的沉浮。

 活动准备：

1.试验材料：积木、空瓶子、钥匙、硬币、橡皮泥、石头、树叶、

乒乓球。

2.记录卡、水槽、笔。

 活动重难点：

重点：幼儿能通过观察发现物体在水中的沉浮现象，发展比较、

观察能力。

难点：尝试使用符号记录实验结果。

 指导意见：

（一）以情景导入，激发幼儿的探究兴趣。

师：天越来越冷了啦，小蚂蚁要到河对面运粮食储存起来，可是

它不会游泳，它怎样才能过到河那边去呢？老师准备了积木、泡泡泥、

石头、叶子、空瓶子、钥匙等物品，请小朋友们帮忙看看这些材料有

哪些适合当小船帮助蚂蚁过河。

（二）实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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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师：浮在水面的就可以当作小船，沉下去的就不能当作小船。

现在请小朋友和老师一起看看哪些物体可以浮在水面，适合当小船帮

助蚂蚁过河。

2.出示记录单，讲解记录方法，引导幼儿探索不同材质的物体在

水中的沉浮状态并且记录结果。

3.教师小结：树叶、积木、乒乓球、空瓶子等可以浮上来给蚂蚁

当船，而石头、钥匙、硬币则不可以。

4.那你能想办法让不能浮起来的物体也能浮起来吗？小朋友我

们一起动手试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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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幸福门（环翠楼）

 活动经验：

熟练运用平铺，架空，延伸等搭建技巧表征建筑物的特征。了解

威海的地标性建筑幸福门和环翠楼的外形特点以及建筑特征。

 活动材料:

1.收集薯片桶，奶粉桶等低结构的搭建材料。

2.建构区的搭建材料。

3.幸福门和环翠楼的图片。

 指导建议:

1.引导幼儿观察环翠楼和幸福门的外形特征，相互讨论搭建材料

以及技巧。

2.鼓励幼儿拿出纸和笔进行设计与表征。

3.鼓励幼儿分组分工进行自由搭建，教师可以将幼儿作品拍成

照片，在区域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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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主题二

食 在 威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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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活动

活动一：家乡物产多

 活动目标：

1.认识威海的主要特产，能说出各种特产的名称，尝试给特产分

类。

2.能够用较完整、连贯的语言向大家介绍家乡特产的主要特色及

主要产区。

3.感受山东特产的丰富多样，为家乡感到自豪。

 活动准备:

1.活动前家长带幼儿参观市场和超市，并帮助幼儿填写调查表一

份。

2.收集威海各种特产的实物及图片。

3.中国地图一幅。

 活动过程 :

1.分享幼儿收集的特产食物，了解各种特产的名称。

（1）幼儿拿着自己的记录的调查表，相互交流自己的参观收

（2）请幼儿将收集的特产照片摆放在活动室内，仔细观察特

点的外形特征，说说特产的名字，自己在哪里收集到的?喜欢哪

一种?为什么?

师小结：（出示 PPT）我们威海位于中国华东地区，北、东、南

三面滨临黄海，被当地老人说是“黄海之子”，这座和黄海密不可分

的城市，威海特产有：威海扇贝、荣成黄桃、威海无花果、威海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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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黑鸭、鹰爪虾、荣成鲍鱼、文登大樱桃。

（1）威海扇贝是威海的特色水产品，其外壳颜色鲜艳，许多当

地工匠把它雕刻成手工艺品。

（2）威海苹果是世界公认的优势苹果栽培地，特别是红富士和

红将军以果皮薄、色泽艳、果形正、果肉脆、汁液丰、口感爽等特点

而名扬天下，已出口到除南极洲以外的世界各大洲 70余个国家或地

区。

（3）威海无花果皮薄无核，肉质柔软，

风味甜美，鲜嫩爽口，营养价值高，老少皆

宜。

（4）威海海参，山东省威海市沿海特

产，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威海的海参属于刺参，刺参产业一直是威海

海产品生产加工的优势产业。威海沿海岩礁众多，海藻茂密，海底腐

殖碎屑丰富，因此所产海参个体肥大，突棘粗大，肉质肥厚，鲜嫩可

口。

（5）瓜干也叫红薯干是山东的传统土特产，以老山东地瓜干最

为正宗，纯天然软甜备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其中福建连城也是地瓜干

的产地之一，为闽西八大干之一。

(6)威海里口山的蟠桃在胶东、乃至山东都是很有名气的，味道

特甜美。许是山里的水土好，昼夜温差大的原因罢。这桃子又分早、

中、晚期，从六月的早露蟠，一直能连接吃到晚秋十月。山里摘桃子

的季节也是村民最忙碌的时辰，头天摘下鲜桃，分类挑选，轻放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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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片裹着内里的大篓子里，第二天早晨三四点钟就要去城里赶早市。

2.尝试对特产进行分类记录。

请幼儿有序地将特产分类摆放，并相互讨论特产分类依据如：水

果，蔬菜，粮食，或吃的，用的，玩的等。

3.说说自己喜欢哪种特产，为什么?请幼儿品尝，欣赏土特产，

初步感受。

4.特产的不同，知道特产是某种物品在某个特定区生长或制作的。

5.欣赏儿歌，进一步了解山东各地特产。

家乡特产多又多

说特产，夸家乡，山东是个好地方。

土特产产品真不少，说起家乡真自豪。

章丘大葱崂山水，乐陵小枣甜又脆。

龙口粉丝滑又爽，苍山大蒜辣歪嘴。

淄博陶瓷东阿胶，还有大泽山的甜葡萄。

家乡特产数不完，幸福生活比蜜甜，比蜜甜 !

 活动延伸 ：

请幼儿观察中国地图，寻找家乡山东省的地理位置，并请幼儿

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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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目标：

1.能积极的尝试用不同的材料进行拓印，并在体验中掌握拓印的

方法。

2.感受拓印乐趣，发现大海的颜色变化之美。

3.在大海里添画各种海洋动物，培养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和合

作能力。

 活动准备:

水粉颜料、调色板、废旧报纸或者毛线球等可拓印的废旧材料、

黑色勾边笔，白色卡纸、《大海里面真热闹》PPT。

 活动过程：

一、谈话导入

小朋友们，我们的威海是做美丽的海滨小城，大家都去过大海边

吗？那我想请小朋友们来说一说大海是什么颜色的？

哇，小朋友都说的太好了，那今天老师也带来的几张我们大海的

照片，请大家欣赏一下吧（播放大海各种颜色图片）。

小结：海水的颜色有浅蓝色，有深蓝色，还有微黄、棕红等颜色，

甚至还有白色和黑色的。其实海水本身和普通水是一样的，都是无色

透明的，我们之所以看起来海水的颜色有很多种，是因为我们所处的

环境不同，比如中午和傍晚颜色就不一样，还有就是海水中所含的物

质，海水的深度等造成的。

活动二：大海里面真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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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选择材料、尝试拓印

现在大家知道了吧，海水并不只是一种颜色。

今天呢，老师给小朋友带来很多的废旧材料，选择自己喜欢的材

料利用拓印的方法将大海搬到我们活动室来吧。选择你想要合作的伙

伴和喜欢的大海的颜色，我们以小组的

形式共同来创作你心目中的大海吧。

三、借形想象、添画海洋动物

每当周末或者是退潮的时候，小朋

友们是不是都很喜欢去赶海呀？那你

都会捡到什么呢？你知道大海里边都有哪些动植物吗？（展示大海里

常见的动植物图片）

其实这些小动物们呀已经悄悄来到我们身边啦，让我们去刚刚的

大海里一起去找找看好不好？用你会发现的小眼睛和充满智慧的大

脑在大海里边找出藏着的小动物，并用勾边笔把它的轮廓画出来。再

给这些小动物添画上嘴巴和眼睛。

 活动延伸：

可以和爸爸妈妈共同查阅大海里还

住着哪些其他的小动物，并一起讨论应

该怎样去保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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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三：捕鱼歌

 活动目标：

1.通过民谣《捕鱼歌》，了解歌唱游戏视奏。

2.感受威海海滨城市的美。

 活动准备：

教具：教具卡（鱼、船）、呼啦圈。

音乐：歌曲《捕鱼歌》。

 活动过程：

一、通过歌唱游戏导入

1.教师借助多媒体手段播放渔民在波浪滔滔的大海捕鱼的画面。

2.讨论渔夫捕鱼的各种情形并带入歌词的动作（双手做划船状），

引导边唱歌边表演划船、撒网、捕鱼动作。

3.全体幼儿扮演“小鱼”在教室游动，教师扮演渔夫“渔网”（呼

啦圈）捕鱼，当唱到歌词“笑哈哈”时，教师用“渔网”套住“小鱼”，

被捕到的“小鱼”退到一旁休息，游戏反复进行。

4.讲四个呼啦圈并排摆在地方，请四至八为幼儿扮演小鱼呼啦圈

外围游。当唱到歌词“笑哈哈”时，“小鱼”跳进呼啦圈里，教师引

导其余幼儿看呼啦圈念出“小鱼”排成的节奏型。

二、三段式音乐游戏

全体幼儿唱第一段歌词，边长边做划船和捕鱼律动，双手互搭

两旁幼儿肩膀配个歌曲歌曲左右摇摆。全体幼儿唱第二段歌词，配合

歌曲做划船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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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四：一网不捞鱼

 活动目标：

1.锻炼手眼协调能力提高注意力。

2.通过民俗游戏一网不捞鱼与拍球游戏的结合，锻炼运球的能力。

3.增强与同伴间的合作意识。

 活动准备：

宽敞的活动场地、音乐《鱼儿水中游》、渔夫的头饰

 活动过程：

一、《鱼儿水中游》歌曲导入，做准备活动

教师演唱歌曲引起幼儿注意，提问：今天天气很晴朗，小鱼们约

好了一起出来玩耍，在玩耍之前要做什么准备，让自己不受到伤害

呢？

小鱼们，让我们一起来做做运动，一会更安全的玩耍。教师带领

幼儿进行准备活动。

二、学念说白节奏，激发幼儿游戏兴趣

1.教师带领幼儿自由玩耍

今天的天气真正好，天蓝蓝，海清清，小鱼们

自由、安全的在大海里玩耍吧。教师播放音乐《鱼

儿水中游》，孩子们自由自在的游泳、玩耍。

2.学习说白节奏

——小鱼们快快上岸休息一会，妈妈带领你们玩新的游戏。

——教师念说白节奏：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三网捞一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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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巴鱼。

——鱼妈妈嘴中念的什么？谁来说一说？

——鱼妈妈带领幼儿进行说白节奏：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

三网捞一个大尾巴鱼。（可以配上身体乐器）

三、玩规则游戏

——小鱼们都学会了吗？听好游戏规则哦。

——一组小朋友两人一组手拉手当渔网纵队排好游戏进行时念

儿歌，一组幼儿做小鱼在网里钻进钻出，说白节奏“一网不捞鱼，二

网不捞鱼，三网捞一个大尾巴鱼”说到最后一个鱼字时，所有做鱼网

的幼儿蹲下，做鱼网的幼儿被网在圈里的幼儿退出游戏，其他幼儿继

续游戏，剩下的最后一个“小鱼”胜利。

结束部分：

今天鱼妈妈带小鱼们一起出来玩游戏，小鱼们团结、友好相处，

玩得非常的开心。天马上就要黑了，让我们放松放松身体回家好好休

息，明天再出来玩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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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五：贝壳喜乐会

 活动目标：

1.能够细致观察、发现并说出事物排列

的规律。

2.能够自创、合作创设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规律进行排序。

 活动准备：

1.教师教学资源《贝壳有规律排序》（课件）

2.布置有规律排序的小路、小桥、山坡图片，中间有部分空缺，

补充空缺的图片。

3.各种特点的贝壳若干（见幼儿活动资源包）。

 活动建议：

1.利用《贝壳有规律排序》课件或挂图，引导幼儿发现规律，续

接规律。

创设情境：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海洋里的各种贝类也到了我们的

餐桌上，各种各样的海洋贝壳同聚一堂想开一个欢乐会，想邀请我们

去参加。

请幼儿观看课件，引导幼儿观察喜乐会上的贝壳是按照什么规律

排列的，发现规律。

请幼儿根据发现的规律把不完整的规律补充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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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导幼儿根据发现排列规律，把空缺的部分补充完整。

提出要求：去参加喜乐会要经过小路、小桥、小山坡，但是路、

桥和山坡有的地方坏了，需要我们帮忙修好。

引导幼儿观察小路、小桥和山坡是按什么规律排列的。

幼儿分组把路径中坏掉的部分补充完整。

每组选派一名代表说说本组的小路、小桥、山坡是按什么规律排

列，一起验证补充得是否正确。

3.幼儿自创规律排序。

提出要求：喜乐会上的贝壳太多

了，而且堆在一起不整齐，怎么才能

把它们摆放的又整齐又有规律呢？

幼儿讨论怎么按照新的规律摆

放贝壳，如：可以通过改变贝壳的位

置或数量来创设新的规律。

幼儿根据自己的意愿设计摆贝壳图片。

要求：有规律、与众不同。

展示作品，请幼儿介绍自己设计的规律。

可以用“我用 XX和 XX 摆出了什么样的规律”这样的句子来表达。

师幼共同总结作品中的创新之处，如数量、方位等方面的变化。

4.幼儿分组，合作创设新规律给贝壳排序。

（1）幼儿四人一组，讨论交流、商定新的排序形式。

（2）幼儿合作按照新的规律摆放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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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展示作品，及时发现新规律。

5.幼儿用身体动作排序，拓展排序方法。

（1）引导幼儿自由探索身体的不同动作排序，如站、蹲、举手、

叉腰等。

（2）听音乐，自创有规律的定做并与同伴交流。

6.回归生活，说说生活中的规律。

幼儿说一说生活中还有那些规律，如项链、毛衣的花纹，马路边

的花坛，护栏上的图案，司机轮换、昼夜交替等。

 活动延伸：

继续寻找生活中有规律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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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六：环保小卫士

 活动目标：

1.能用比较完整的语言大胆讲述自己获得的信息，分享他人的经

验。

2.会用肢体动作创造性地表现丰富的海洋环境，体验参与活动的

乐趣。

3.萌发幼儿探索海洋的奥秘的愿望，增强保护海洋意识。

 活动准备：

调查记录、讲述展板、音乐。

 活动过程：

一、幼儿经验分享会

师：今天，我们开个海洋知识发布会，大家都来说一说你们收集

到哪些海洋知识。

1.我知道的海

“我们今天讨论海洋的话题，那我想知道地球上最大的海是什么

海？最小的呢？哪一组可以来回答？”（什么是海什么是洋？)

2.海洋里的生物

“海底世界丰富多彩，你知道生活在海里的生物都有哪些吗？”

二、鼓励幼儿创编想象，用肢体动作形象地表现

“刚才我们用图片、实物展示了大海的有关知识，你们会用身体

动作来表现美丽又丰富的海洋世界？”

1.幼儿自由表现（背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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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组展示

(1)大海

“刚才谁表现的是大海，来！给大家欣赏一下好吗？"

合作：“大海一望无际，我们怎样来表现大海的宽阔、无边无际

呢？”

“有时，微风轻轻吹过，波浪上下滚动，海面泛起

小小的波浪。“有时，海水也会大发脾气，波浪一浪超

过一浪。”（引导幼儿用动作表现相关情景。)

“海里的动物最自由，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2)“海里的动物最自由，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如果逛风来了，你们会怎样呢？”

3.完整表演

旁白：“这是一片美丽的大海，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微

风吹来，海浪轻轻地上下滚动，泛起层层波浪海底也是一个安静的世

界，美丽的水草晃动着美丽的舞姿、可爱的小鱼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

突然，狂风袭来，海水波涛汹涌，象发怒的大狮子，海底的鱼儿惊恐

地逃蜜，珊瑚礁也揺摇晃晃。大风过后，海面又恢复了平静。“

三、探讨海洋与人们的关系，知道保护海洋环境。

 活动延伸：

1.鼓励幼儿在海边游玩时保护沙滩、海洋，不乱扔垃圾，主动将

散落在沙滩的垃圾送到垃圾桶里。

2.制作海洋环保宣传卡，保护美丽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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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七：我爱威海我的家

 活动目标：

1.熟悉乐曲《海边小城威海卫》，感受家乡威海的美丽。

2.利用身体乐器进行

 活动准备：

PPT

 活动过程：

一、导入：谈话导入

孩子们，你们知道我们居住的城市叫什么吗？（威海）你都听过

哪些关于威海的歌谣呢？幼儿自由回答

二、开始部分

1.欣赏音乐，引入主题。

教师：小朋友们，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唱我们威海的歌曲《海

边小城威海卫》，大家一起来听听它都唱了我们威海的什么风景？

播放歌曲视频

2.理解歌词，感受美感

教师：小朋友们，在歌曲中你都听到了什么？幼儿回答

教师小结：对呀，歌词中说到了天蓝蓝，海蓝蓝，我们威海是一

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清凉的海风，优美的环境常常吸引着全国各地的

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的威海，特别是到了夏天，威海更是好多人的避

暑首选城市。

3.加入乐器，节奏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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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导幼儿熟悉歌词内容，借助身体乐器进行节拍练习。

既然我们的威海这么美丽，我们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歌颂一下我

么美丽的威海吧。

教师小结：小朋友们的身体小乐器真是有很大的本领，让我们的

童谣有了好听的节奏。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许多的乐器，让我们的小

乐器也和我们赞美我们美丽的威海吧。

幼儿自由分组选择乐器进行练习。

4.诵读歌词，乐器合奏

师：在大家练习的过程中，我发现好多

小组已经合作的非常好啦，现在，我们就请

每个小组来展示一下吧。

幼儿在反复的倾听中再次熟悉了歌词内容。

教师引导幼儿进行集体演奏。

 结束延伸

我们美丽的威海需要我们小朋友们去歌唱与宣传，今天老师给大

家个小任务，回家跟爸爸妈妈学学我们的家乡话，也可以作为小小宣

传员来宣传一下我们美丽的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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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的渔网

 活动目标：

1.尝试利用本土材料麻绳大胆的编织渔网。

2.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体验编织活动的乐趣。

 活动准备：

麻绳、毛线、实物渔网

 活动过程：

1. 师：小朋友，这些人在干什么？他们是用什么来捕鱼的？

你知道渔网有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播放捕鱼撒网的 PPT 图片）

2.师：威海是海滨城市，三面环海，海产品特别多，以前大部分

人靠捕鱼来生活的。捕鱼要用到各种各样的渔网，今天呀，我们就要

一起来织渔网。

3.欣赏图片—引导观看各种渔网的图片。

4.启发幼儿本土材料麻绳编织各种疏密、大小不同的渔网。

5.学习织渔网的方法，（出示实物渔网）。

师：老师这里有一张网，是怎么织出来的？请一名

小朋友上来一起和老师合作织渔网。先把麻绳的一

端用手拿住，任意将每根麻绳两两打结，距离大小

差不多。等第一层全部打完后，接下来的每一层要交叉两两打结，一

直打完。最后打开就是渔网的形状了。

区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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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奥秘

 活动目标：

1.知道生活中各种物品都可以作画。

2.体验粘贴画的乐趣。

 活动准备：

贝壳、海螺、扇贝、海虹等、画笔

 活动过程：

1.观察海边贝壳的外形，仔细观察，了解贝壳

粘贴画的制作材料和方法。

2.引导幼儿创造性的运用自己喜欢的材料进行创造性粘贴，提醒

幼儿可以粘贴在纸上，添画时注意配色和材料之间疏密关系的搭配。

3.请幼儿用贝壳等海产品外壳材料进行粘贴装饰及添画。

4.与同伴之间相互介绍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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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大咖

 活动经验：

尝试运用捏、团、压、搓等技能创作海洋生物，感受创作的乐趣。

 活动材料：

各种海洋生物图片，面包土，各色盘子或瓶子、

鱼缸。

 指导建议：

1.欣赏瓶贴画图片，激发幼儿创作兴趣。

2.鼓励幼儿运用捏、团、压、搓等技能创作海洋

生物。

3.指导幼儿将制作的海洋生物贴在盘子、瓶子或

鱼缸上制作瓶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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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美食（恩物拼摆）

 活动经验：

能创造性的运用各种图形组合物体形象。

 活动材料：

恩物材料,各种海鲜图片，威海美食图片。

 指导建议：

1.观察各种图形拼摆而成的画，引导幼儿发现画面

的不同

2.自由探索运用恩物材料进行拼摆，创造性的运用

各种图形组合物体形象。

3.幼儿向同伴介绍自己的作品，说一说用了哪些材料拼摆出什么

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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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气的船只和定远舰

 活动经验：

能够大胆的进行艺术表现与创造，运用各种拼插方式组合物体形

象。

 活动材料:

1.雪花片、磁力片。

2.船、定远舰图片。

 指导建议:

1.引导幼儿观察各种船只和定远舰的外形特征，相互讨论拼插方

法和技巧。

2.鼓励幼儿拿出纸和笔进行设计与表征。

3.鼓励幼儿分组分工进行自由拼插，教师可以将幼儿作品拍成照

片，在区域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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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家长和幼儿一起调查收集关于家乡的资料，饮食特产、

风景名胜、标志建筑等，并用照片、音像资料等形式进行记录。

2.引导幼儿观察中国地图，找出家乡所在的位置。有条件的可观

察威海地图，在威海地图上标记出去过的地方的位置。

3.一起收集关于家乡的图片、书籍、照片，用方言念诵儿歌给孩

子听等。有条件的可带幼儿参观当地博物馆，使幼儿产生创造的欲望。

4.在生活中提醒幼儿爱护家庭和社区周围环境，如在公共场所不

乱扔垃圾、不破坏公共财产。家长要以身作则，为幼儿树立环保意识。

由于疫情特殊原因，可以以照片呈现，和孩子以谈话形式进行。待政

策允许，再实地进行。

家园共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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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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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学习与发展评价与分析参考表

幼儿姓名： 评价分析者： 评价时间：

注：

1.☆发展中：指幼儿行为尚未达到该发展指标。

☆☆基本符合：幼儿的行为接近该发展指标，但不稳定。

☆☆☆非常棒：幼儿的行为达到或者超过该发展指标。

2.您可根据幼儿的行为，在相应的栏目内打“√”。

序号 主要表现
评价等级

☆ ☆☆ ☆☆☆

教

师

评

价

1
经常保持愉快的情绪，主动参与幼儿园的各项活动，能遵守幼儿园

活动规则。

2
能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并以手脚并用的形式安全地攀爬、匍匐前进

等。

3 知道威海本地方言和普通话的区别，对不同语言产生兴趣。

4
能比较有序、清楚地讲述一件事情， 讲述时会使用形容词，语言

比较生动。

5
喜欢与他人一起讨论图书和故事有关内容，对听过、看过的图书、

故事能说出自己的看法。

6 愿意用图画和符号表现事物或故事。

7
认识威海在中国地图和山东地图上的位置。了解家乡的地标性建

筑、特产和民俗文化。

8
知道威海是一座有着独特历史内涵的海滨小城，能感受到家乡的发

展变化并为此感到高兴。

9 有高兴的或有趣的事愿意与大家分享。

10 活动时能与同伴分工合作，遇到困难能一起克服。

11 对科学小实验或生活中的现象感兴趣，总是刨根问底。

12
能探索并发现常见的物理现象产生的条件或影响因素，如沉浮等。

13 能用数字、图画或其他符号记录。

14 能发现事物简单的排列规律，并尝试创造新的排列规律。

15
能用多种工具、材料或不同的表现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象。

16
欣赏家乡的建筑、音乐等富有地域特色的事物，能够和大家一起交

流、讨论美的感受。

17 能用自然好听的声音，有表情地歌唱，节奏和音调基本准确。

孩子的话（请家长记录孩子对此主题活动的感受）：

家长的话（请家长描述孩子在此主题活动中认知、技能、情感发展情况）：

主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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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蓝海蓝蓝，我家住在大海边，海边小城威海卫，她的故事

说不完……”这首古老的威海歌谣，如今时常会从幼儿园的某个角落

传出，已经成为大班孩子们最爱哼唱的旋律。稚嫩的歌声里饱含了孩

子们对家乡威海的热爱，以及身为威海人的自豪之情。

主题开始前鼓励小朋友们利用周末跟爸爸妈妈一起领略家乡的

变化和美丽风光。有的家长用相机拍摄下宝贝与美丽威海的合影；有

的孩子用手中画笔，将所见美景画成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图画；有的爷

爷奶奶教给孩子尝试制作一道道家乡特色美食。孩子们从视觉、听觉、

嗅觉、味觉、触觉等多种感官初步了解了家乡的历史文化，大量的调

查问卷、实物、图片视频、绘本故事等资料也留存下来。

正如陶行知先生所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理念，幼儿在与教师一

同整理前期资料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兴趣。好奇心是孩

子成长的动力，于是我们抓牢教育契机，以幼儿兴趣和需求为导线，

开展了一系列有关威海历史、海洋科学、民俗文化、捕鱼文明、环境

保护的活动，通过一系列的体验、操作、合作活动促进孩子们的深度

学习。孩子们在活动中通过探索满足了好奇心和求知欲，深入了解家

乡威海，种下了浓浓家乡情。

主题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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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嗨，威海”园本主题活动的开展，我们深深体会到：

1.社会性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需要幼儿园、家庭和社

会密切合作、协调一致，共同促进幼儿良好社会性品质的形成。

2.教师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

与优秀，感受家乡变化和发展呢，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

3. 在主题活动中，教师要通过生活化、游戏化的活动，以直接

经验为基础，保护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养成积极主动、认真

专注、不怕困难、敢于探究和尝试、乐于想象和创造等良好学习品质。

本次主题活动仍有可提高之处：

1.主题开展过程中因疫情防控的要求，没能很好地利用社区资源，

社会资源，和孩子们一起进行园外的探索，如参观海洋科技馆、博物

馆。

2.应当更好地利用起家长资源，邀请家长以多种方式走进幼儿园，

结合自身专业为幼儿进行深入解读，如威海烈士英雄事迹、捕鱼技巧、

海产品养殖技术、海洋科学技术、船舶构造。

主题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