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便便健康教案 幼儿园健康活动教案
(优秀8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优秀的教案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
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便便健康教案篇一

1.知道夏季的饮食卫生常识。

2.感受故事人物的心情变化。

自制教学用书（故事《夏季卫生我懂得》）。

一、故事导入、激发幼儿兴趣。

1.提问，引导幼儿仔细观察故事书，对故事人物进行猜测。

教师：今天，我要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个新朋友。大家猜一猜，
它是谁？

二、理解故事，认识夏季卫生的`重要性。

引导幼儿认识小熊的这些做法不正确，应该怎样帮助小熊。

教师：小熊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想对小熊说些什么？

三、幼儿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说说夏天应该注意什么，怎
样保持身体健康。

1.请幼儿讨论，然后鼓励幼儿发言讲述自己的观点。通过讨



论，帮助幼儿认识到这些做法是不正确的，加深幼儿的生活
经验。

2.请幼儿讨论，并发言，最后教师向幼儿讲解夏天如何保持
饮食卫生等。教师：小朋友们，在炎热的夏天，我们应该保
持身体健康。

便便健康教案篇二

1、初步了解健康日，明白爱牙日、爱眼日、爱耳日都是和健
康有关的宣传日。

2、阅读图文标记，明白健康日的具体日期，协商分配工作，
尝试和大家一齐制作健康日的宣传栏。愿意向大家宣传健康
知识，尝试设计健康日的宣传用语。

1、准备制作宣传专栏的材料，笔、纸、图片、照片等材料。

2、师生与健康日有关的一些资料。

一、念谜语，猜测五官，记录五官的形象

1、教师念谜语，幼儿猜测。

2、教师在黑板上画出五官的形象。

二、讨论五官的重要，引出健康日。

1、教师：眼睛、耳朵、牙齿这些器官有什么重要的作用？

三、阅读图文，了解健康日的由来。

1、教师在眼睛、耳朵和牙齿图片的上方写上具体的日期，并
鼓励幼儿阅读，告诉幼儿这是健康日，启发幼儿想一想：写



在眼睛上方的日期表示选床什么日子呢？鼓励幼儿讲述爱眼
日、爱耳日、爱牙日。

2、教师小结。

3、带领幼儿完整讲述，如：6月6日是爱眼日，3月3日是爱耳
日，9月20日是爱牙日。

四、带领幼儿观察健康日教育方面的图片或影像资料，加深
对健康日的认识。

五、组织幼儿讨论，加深认识。

启发幼儿设计健康日宣传栏。

在课前，我准备了形象的五官图片，以及人们在健康日所开
展的各项活动图片，让幼儿对五官以及健康日有更全面的了
解。以猜谜的方式引发幼儿的学习的兴趣，并积极参与到活
动中。为了加深幼儿对健康日的认识，我组织了幼儿进行讨
论，但没有完全激发他们讨论的进取性，以至于讨论时间很
短，讨论得不够深刻。最终，组织幼儿每组设计一幅健康日
宣传画，使幼儿在向大家宣传健康日的同时，学会分工合作，
从中得到愉快的体验。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我应供给给幼儿
更多发言的机会，扩大幼儿的思维空间，让幼儿回答问题能
够更全面。

便便健康教案篇三

让幼儿爱吃常见的几种营养价值高，但有特殊味道的蔬菜。

了解几种蔬菜在人体中的特殊作用，初步培养幼儿不偏食的
良好习惯。

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引导幼儿不挑食，爱吃蔬菜活动难点让幼儿了解各种蔬菜的
营养价值。

活动准备前经验准备：生活区初步了解过各种蔬菜。

胡萝卜，芹菜，香菇和蒜头

1、引发兴趣，了解四种特殊味道蔬菜的名称

(2)依次出现：胡萝卜，芹菜，香菇和蒜头，启发幼儿与蔬菜
宝宝互相问好。

2、让幼儿了解四种蔬菜的营养价值

(2)一边看实物木偶表演一边提问，让幼儿了解四种蔬菜在人
体中的特殊作用。

胡萝卜宝宝说："我是胡萝卜宝宝，小朋友要和我做朋友，吃
了我以后，我们的眼睛会变得更加明亮。"胡萝卜宝宝刚说完，
香菇宝宝跑上去说："我是香菇宝宝，我身上有许多的营养，
吃了我，身体会更加健康"。芹菜宝宝也抢着说："我是芹菜
宝宝，小朋友吃了我以后，就可以天天大便了"。蒜头宝宝头
抬一头说："可别忘了我，吃了我以后，我们就少生病。"教
师边看边提问：吃了胡萝卜宝宝，我们的眼睛会怎样?吃了芹
菜宝宝，会怎样?香菇宝宝身上有什么?吃了香菇宝宝身体会
怎样?吃了蒜头宝宝，会怎样?小结：我们知道了这些蔬菜有
许多营养，经常吃，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

3、幼儿品尝四种蔬菜，鼓励幼儿吃完。教师：你们看，胡萝
卜宝宝，香菇宝宝，芹菜宝宝，蒜头宝宝又到班上来了，我
们一起来尝一尝吧。鼓励幼儿用牙齿咀嚼食物。



本次教学活动，也作为我们小班行为跟进式的研讨课。在第
一次的教学活动后，我们小班组的全体老师都帮我出谋划策，
所以在第二次的教学活动中，孩子们的思维更活跃了，整个
教学活动也比较流畅。

总之，通过这次教学活动，使我有了更深的感悟。要上好每
一堂课，幼儿的课前经验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后的教学
中，自己要不断的努力，不断学习，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便便健康教案篇四

1、使幼儿知道雷电的危害时的一些应对办法。

2、锻炼幼儿对事情的判断能力和想像力，增强幼儿的安全意
识。

课件《如何防雷电》

一、活动的导入：

今天，小芳小朋友邀请我们到她家去做客，现在，我们出发
吧。

二、躲雷雨闪电的情景：

1、刚走到半路上，突然传来一阵雷雨闪电的声音（用录音机
播放音乐），“孩子们，下雨了，打雷啦，赶快躲”。仔细
观察孩子们躲在哪里。

2、雨停了，继续走，来到了小芳的家里坐下。

三、围绕刚才躲雷雨闪电的情景进行提问：

1、刚才我们在半路上遇到什么事情啦？



2、你们是怎样避雷雨闪电的？躲在哪里？

3、今天娜娜也遇到了像我们同样的事情，现在，我们一起来
看看她是怎样做的？

四、观看课件《如何防雷电》。

五、围绕课件内容与幼儿展开讨论：

1、故事里的娜娜她是躲在哪里避雷雨闪电的？

2、楠楠又是躲在哪里避雷雨闪电的？

3、谁做得对？请幼儿自由讨论，锻炼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和
对事情的判断能力。

4、老师小结应该怎样防雷电。

（1）不可以跑到大树下躲雷雨闪电。

（2）不可以躲在电线杆下。

（3）不可以躲在高危的地方。

（4）不可以躲在潮湿的地方。

便便健康教案篇五

1、练习一个跟着一个走。

2、激发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

1、学会儿歌

2、场地上画一个大圆。



1、导入，学习儿歌

师:“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在玩这个游戏前，我们
先要学习一首儿歌。”

走走走，走走走，跟着老师向前走。

不掉队，不乱走，都是听话的好朋友。

2、游戏

幼儿四散地站在教师身旁。游戏开始，一起说儿歌：“走走
走，走走走，跟着老师向前走。不掉队，不乱走，都是听话
的好朋友。”教师边说儿歌边鼓励幼儿站成一路纵队，练习
一个跟着一个走，走成圆圈或其他不同的形状。

(活动规则：幼儿必须一个跟着一个在教师带领下，沿着场地
走直线或圆圈。)

便便健康教案篇六

安全用电

1、使幼儿了解安全使用电器得粗浅知识。

2、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

1、请幼儿找一找教室中的电源插座或插头在什么地方?

2、讨论：幼儿园班级里的插座为什么都要安装得这么高?(让
幼儿知道电插头、电源插座都是很危险的东西，如果手碰到
插孔内，人就会触电，会有生命危险。)

3、请幼儿看教师拿插头时手的姿势和抓的位置，让幼儿知道



插孔里有电，插头上的小铜片能把电通过电线传给录音机，
所以手不能碰到铜片，更不能把手伸插孔内。

4、组织幼儿讨论：用电时要注意什么?知道潮湿的东西不能
靠近电器，这样会漏电，电器不能和与纸、布等易燃物品放
在一起，不然可能引起火灾。

5、让幼儿说说在家中用电器时要注意什么?

散步时，可以带幼儿从远处观察高压电的标记，教育幼儿高
压电很危险，一定要远离高压电。

便便健康教案篇七

早教班的小朋友对滚、爬、跳等运动特别的热爱。每次看到
小朋友进健康区总是玩的很开心。但是，在平时的游戏活动
中，我却发现并不是每位幼儿都会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中
间的原因会有很多，有可能是小朋友自身不喜欢体育运动，
也有可能是这个活动不够吸引他。因此，设计一个有趣的游
戏活动，让所有小朋友都参与到游戏中来，是我的一项重要
目标。

1．学习双脚并拢向上跳，能够按照老师的指示跳高或跳底。

2．能够以积极、愉快的情绪参与到游戏活动中来。

1．教师带领幼儿以跳、滚、爬等形式进入活动室，帮助幼儿
舒展筋骨。然后教师提问：“豆宝宝有哪些本领？”以次引
出活动内容。

2．幼儿学习双脚并拢向上跳，要求按照老师的指令，跳高或
跳低。

3．游戏：《炒豆豆》



游戏分为三部分进行：

第一遍游戏时，集体炒豆豆，幼儿按照老师的语言提示“炒
得重，跳得高；炒得轻，跳得低。”，在游戏中练习双脚并
拢向上跳。

第二遍游戏一颗一颗地炒豆豆，让第一遍游戏时活动得不够
多的幼儿多跳几次。

第三遍游戏时，老师不再用语言提示幼儿，幼儿通过观察老
师的动作来判断，动作幅度大说明炒得重，要跳得高；动作
幅度小说明炒得轻，要跳得低。

4．“豆宝宝”蹦蹦跳跳离开活动室。

托班健康教案：我的小手本领大

便便健康教案篇八

孩子们早上来园，经常能看到哥哥姐姐在玩跳圈的游戏，他
们也特别想玩，可是怎样让枯燥的跳圈变得有趣呢？于是我
让孩子们模仿跳跳虫来发展他们的跳跃能力。

1. 练习双脚并拢向上跳，发展跳跃能力。

2. 锻炼动作的.灵活性。

人手一个塑料圈，音乐磁带

1. 跳虫舞。

（1）启发幼儿说说什么虫会跳。

（2）请幼儿将两手食指放在头上，听音乐活动身体、四肢，



模仿跳跳虫跳舞的样子。

2．跳水坑。

（1）请幼儿取一个塑料圈放在地上当“水坑”，自由跳圈，
避免相互碰撞。

（2）带领幼儿双脚并拢，在圈中跳进跳出。

（3）请跳得好的幼儿表演，游戏反复进行。

3．幼儿自由玩圈，做放松运动结束。

可请幼儿单脚跳或请幼儿跳过绳子

幼儿对于双脚同时跳还不是很行，许多幼儿只能双脚交替跳，
教师可先让幼儿练习后再模仿跳跳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