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健康活动预防感冒反思总结(模板5
篇)

总结是指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加
以总结和概括的书面材料，它可以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益，因此，让我们写一份
总结吧。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么
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
可以喜欢。

大班健康活动预防感冒反思总结篇一

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会很容易让我们患感冒，那如何
才能做好预防好感冒呢？通过挂图讲述让幼儿懂得预防感冒
的小常识。

1.使幼儿了解感冒的起因及人体的影响。

2.让幼儿知道预防感冒的.小常识。

让幼儿知道预防感冒的小常识，提高幼儿预防感冒的意识，
从而更好保护好自己

挂图一幅

音乐《健康歌》

一、引导幼儿观察画面：

教师：图中天下雨了，乐乐不爱打伞，总喜欢到房子外面去
淋雨，还到处跑来跑去，把身上的衣服全部淋湿了，妈妈看
见了很生气的批评乐乐。



小朋友你们知道乐乐为什么被妈妈批评？

幼儿答：因为乐乐出去淋雨把衣服淋湿是不对的，会感冒的。

教师答：好，真棒！

幼儿答：我晚上踢被子，着凉了会感冒；冬天衣服穿少了会
得感冒；夏天洗冷水澡也会感冒、吹风、尿裤子湿了没换、
跑出汗后去游泳。

教师提问：小朋友得了感冒会怎么样呢？

幼儿答：鼻塞、流鼻水、发烧、不想吃饭、想睡觉。

教师提问：患了感冒怎么办？

幼儿答：冷了多穿些衣服、睡觉时要盖好被子，不能洗冷水
澡。

三、教师小结：我们的小朋友年纪小，是还在长身体的时候，
抵抗力差，容易感冒，感冒还会影响学习。因此小朋友要注
意天气的变化，冷了多穿衣服，热了减衣服，睡觉时要盖好
被子，不能到外面淋雨，还有感冒了不能对着别人打喷嚏哦。
但是小朋友患了感冒也不用怕，乖乖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
打针，多休息，多喝温开水，感冒很快就会好了，最重要的
是我们的小朋友一定要多晒晒太阳，平时多跑跑步，多锻炼
身体，增强我们的身体抵抗力，这样我们就会变成“健康小
超人”。

四、播放《健康歌》让孩子感受健康是快乐的。

引用提问的方式让孩子积极发表自己的想法， 通过课程学习
怎样才能预防感冒》教育孩子平时要加强锻炼，增强抵抗感
冒的能力 ，使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大班健康活动预防感冒反思总结篇二

1、了解一些感冒的病症以及传播途径。

2、懂得预防感冒的小常识，积累一些健康生活的经验。

3、知道生病了不怕打针吃药，做个勇敢的孩子。

4、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教学挂图《预防感冒》。

1、引出话题：

教师有班级点名活动引出今天的教学活动。

"这些天，xx小朋友为什麽没来呀？"幼儿相互交流各自对感冒
的感受与体会。

"你得过感冒吗？感冒的时候人会有什么感觉？"教师小结：
感冒的时候会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涕、鼻塞等症状。

2、了解感冒的传播途径：

教师介绍患感冒的原因及感冒传播的主要途径。

四。教师归纳。

不注意冷暖或身体抵抗力差的人容易得感冒。另外，流行性
感冒还可以通过吐沫、痰等传播。

教师与幼儿一起交流预防感冒的方法。

"我们应该怎么来保护自己，尽量不让自己和别人患上感
冒？"教师出示图片，幼儿了解预防感冒的具体方法，师生一



起进行归纳小结。

不随地吐痰、常开窗通风、勤洗手洗脸、经常锻炼身体、适
当吃点醋及大蒜、洋葱。流行性感冒肆虐期间，幼儿要尽量
减少到人多拥挤的地方去。如果已患上感冒，则打喷嚏时要
用手帕或纸巾捂住口鼻，而且要侧转身，不能对着他人打喷
嚏，因为这是不礼貌的行为。

引用提问的方式让孩子积极发表自己的想法，通过课程学习
怎样才能预防感冒教育孩子平时要加强锻炼，增强抵抗感冒
的能力，使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大班健康活动预防感冒反思总结篇三

1、了解一些感冒的病症以及传播途径。

2、懂得预防感冒的小常识，积累一些健康生活的经验。

3、知道生病了不怕打针吃药，做个勇敢的孩子。

4、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教学挂图《预防感冒》。

1、引出话题：

教师有班级点名活动引出今天的教学活动。

"这些天，xx小朋友为什麽没来呀?"幼儿相互交流各自对感冒
的感受与体会。

"你得过感冒吗?感冒的时候人会有什么感觉?"教师小结：感
冒的时候会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涕、鼻塞等症状。



2、了解感冒的'传播途径：

教师介绍患感冒的原因及感冒传播的主要途径。

3、教师归纳。

不注意冷暖或身体抵抗力差的人容易得感冒。另外，流行性
感冒还可以通过吐沫、痰等传播。

教师与幼儿一起交流预防感冒的方法。

"我们应该怎么来保护自己，尽量不让自己和别人患上感冒?"
教师出示图片，幼儿了解预防感冒的具体方法，师生一起进
行归纳小结。

不随地吐痰、常开窗通风、勤洗手洗脸、经常锻炼身体、适
当吃点醋及大蒜、洋葱。流行性感冒肆虐期间，幼儿要尽量
减少到人多拥挤的地方去。如果已患上感冒，则打喷嚏时要
用手帕或纸巾捂住口鼻，而且要侧转身，不能对着他人打喷
嚏，因为这是不礼貌的行为。

教学反思

引用提问的方式让孩子积极发表自己的想法，通过课程学习
教育孩子平时要加强锻炼，增强抵抗感冒的能力，使我们的
身体更健康。

大班健康活动预防感冒反思总结篇四

随着天气的骤然变冷，许多幼儿因不适应气候变化，而患上
感冒。感冒是一种轻微的上呼吸道(鼻及喉部)病毒性感染。
为了帮助幼儿了解感冒的特征，掌握预防感冒的一些方法,促
进幼儿的身体健康,因此我设计了本次活动。



1、初步了解感冒的典型特征。

2、掌握预防感冒的一些方法。

3、树立保护身体健康的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4、鼓励幼儿大胆说话和积极应答。

5、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了解感冒的具体症状以及掌握预防感冒的一些方法。

难点：

幼儿有感冒的经历。

1、手偶乔治玩具，音乐《洗手歌》

2、预防感冒小知识的ppt，健康小贴士主题墙。

(一)开始部分(6分钟)

1、教师戴手偶讲故事：乔治感冒了，激发幼儿谈论的兴
趣。(3分钟)

提问1：小朋友们，故事里的乔治怎么了呀?他为什么会不舒
服呢?

提问2：你们是怎么发现的?(感冒的特征)

2、自由讨论(3分钟)谈论自己感冒的经历，了解感冒的症
状(出示ppt)。

教师小结：感冒的症状(鼻子不透气、流鼻涕、嗓子痛、头痛、
咳嗽、打喷嚏、有时候会发烧)



(二)基本部分(6分钟)

1、自由讨论：怎样才能预防感冒?

(1)幼儿谈论预防感冒的一些方法。

(2)出示ppt，了解预防感冒的方法。

2、教师小结：总结预防感冒的方法

(1)勤洗手，洗澡，注意卫生

(2)尽量避免与感冒患者接触

(3)少去人员密集的地方，特别是室内

(4)加强体育锻炼

(5)均衡饮食

(6)充足的睡眠

幼儿园大班健康优质教案详案《感冒快走开》含ppt课件

1、制作健康小贴士宣传画：

通过今天的活动，你们对付病菌的办法肯定更多了。可是，
许多小朋友还不知道这些好方法，请你将这些办法画出来，
我们制作成健康小贴士的宣传画，让更多的人能够健健康康
的过冬天。

2、将健康小贴士张贴在醒目处，让更多的幼儿了解预防流感
的好方法。

有一天乔治一个人去森林里玩，他正玩得高兴时，突然下起



了大雨，乔治没有伞，他只好淋着雨匆忙的跑回了家里。晚
上，乔治觉得很不舒服，浑身酸痛，鼻子也堵得慌，乔治缩
成一团，在床上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睡不着。讨厌的鼻涕怎
么也止不住!乔治不停的吸着鼻涕，还忍不住打起喷嚏，因为
鼻子不通气，他趴在床上张开大嘴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看
来，乔治生病了!乔治的妈妈摸摸乔治的额头，说道："天呀，
乔治你的额头好烫呀。"于是，乔治妈妈赶紧请了杰克医生来
给乔治看病，杰克医生赶紧给乔治打了针，吃了药。过了几
天，乔治又活蹦乱跳的了。

此次活动圆满结束！活动前我为幼儿创设了宽松自由的活动
氛围，让幼儿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轻松获得锻炼与提高。活
动过程中，幼儿表现的积极主动，都能用较完整的语言回答
老师提出的问题，并能主动与同伴交流。

大班健康活动预防感冒反思总结篇五

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会很容易让我们患感冒，那如何
才能做好预防好感冒呢？通过挂图讲述让幼儿懂得预防感冒
的小常识。

1.使幼儿了解感冒的起因及人体的影响。

2.让幼儿知道预防感冒的小常识。

让幼儿知道预防感冒的.小常识，提高幼儿预防感冒的意识，
从而更好保护好自己

挂图一幅

音乐《健康歌》

一、引导幼儿观察画面：



教师：图中天下雨了，乐乐不爱打伞，总喜欢到房子外面去
淋雨，还到处跑来跑去，把身上的衣服全部淋湿了，妈妈看
见了很生气的批评乐乐。

小朋友你们知道乐乐为什么被妈妈批评？

幼儿答：因为乐乐出去淋雨把衣服淋湿是不对的，会感冒的。

教师答：好，真棒！

幼儿答：我晚上踢被子，着凉了会感冒；冬天衣服穿少了会
得感冒；夏天洗冷水澡也会感冒、吹风、尿裤子湿了没换、
跑出汗后去游泳。

教师提问：小朋友得了感冒会怎么样呢？

幼儿答：鼻塞、流鼻水、发烧、不想吃饭、想睡觉。

教师提问：患了感冒怎么办？

幼儿答：冷了多穿些衣服、睡觉时要盖好被子，不能洗冷水
澡。

三、教师小结：我们的小朋友年纪小，是还在长身体的时候，
抵抗力差，容易感冒，感冒还会影响学习。因此小朋友要注
意天气的变化，冷了多穿衣服，热了减衣服，睡觉时要盖好
被子，不能到外面淋雨，还有感冒了不能对着别人打喷嚏哦。
但是小朋友患了感冒也不用怕，乖乖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
打针，多休息，多喝温开水，感冒很快就会好了，最重要的
是我们的小朋友一定要多晒晒太阳，平时多跑跑步，多锻炼
身体，增强我们的身体抵抗力，这样我们就会变成“健康小
超人”。

四、播放《健康歌》让孩子感受健康是快乐的。



引用提问的方式让孩子积极发表自己的想法，通过课程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