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健康打喷嚏教学反思(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健康打喷嚏教学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进行体育活动，发展幼儿走。跑。跳等基本动作。

2、发展幼儿的创造力，想象力及培养幼儿的合作能力。

活动准备：

1、“同顶”用的竹杠12根。

2、热身运动音乐，毛南族歌舞音乐《金彩云》。

3、在场地中央用竹杠摆成梯子状，间隔约30公分左右。

活动过程：

一、热身运动

1、听音乐带领幼儿做走。跑。跳等，活动四肢。

2、利用场地上的竹杠变换形式进一步练习走。跑。跳等基本
动作。

3、幼儿按六路纵队做手脚关节。头劲部。肩部。腰部。膝部
运动。



二、基本部分

1、介绍毛南族民间体育游戏“同顶”，引导幼儿自由尝试
玩“同顶”。

2、“同顶”竞技

玩法：幼儿分两组面对面站立，双手扶住竹杠，用腹各顶竹
杠一端，脚成前后弓箭步站立，比赛开始后，以谁先顶过中
线为胜，比赛中途谁的竹竿掉地者，也算输一局。

3、幼儿探索其他的“同顶”玩法。“屈。老师。教。案网出
处”引导幼儿通过实践，自己发现怎样才能顶得更稳、更有
力。

4、游戏《钻山洞》。

5、游戏《拼走迷宫》

请小朋友用竹竿自由拼摆，教师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将幼儿拼
摆的迷宫巧妙的连接起来，并带领幼儿共同游戏。

邀请在场的教师一起玩。

三、结束部分

小结，在音乐中自然做轻松练习。

活动反思：

活动层次分明。整个活动较好地体现了“玩中学、玩中练”，
让不同层次的幼儿能根据自己的水平大胆尝试、体验。同时，
教师提出了逐步递进的要求。有利于激发不同水平幼儿的运
动潜能，使幼儿在活动中获得成功体验，增强幼儿的自信心
和意志力。



健康打喷嚏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使幼儿懂得理解他人的情绪情感，并学会用各种方法让他
人和自己保持高兴的心情。

2、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及大胆表述的能力。

活动准备：

1、多媒体课件。

2、小动物头饰和动物脸谱若干。

3、用纸箱做的电视台，话筒一只，木偶一个，骰子一个（每
面上画有一个小动物的心情图）。

4、各种玩具、乐器、图书等实物。三：活动过程：开始部分：
以孔雀老师带小动物们去参加“森林电视台”举行的节目主
持人选拔赛激发幼儿兴趣，引出课题，组织幼儿听《快乐指
南》做动作进入活动室。

基本部分：

1、播放课件，引出活动内容。小青蛙告诉小动物，电视台通
过过三关的选拔赛选出最会动脑筋，回答问题声音宏亮，表
演大方的小动物参加节目主持人决赛。

2、第一关“说心情”（理解他人的心情并帮助别人）

a、请小动物听一段心情播报（请一名教师手拿木偶播报森林
电视台的心情播报）。



b、组织讨论理解他人的心情：猴子今天的心情是雨天，说明
猴子的心情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是什么事让猴子的
心情是雨天（播放课件——猴子躺有床上哭）。帮助他人心
情快乐的方法：想一想我们用什么办法让猴子高兴起来呢？
（幼儿说说自己想的办法）我们一起来看看小动物都想了什
么办法，帮助猴子。（播放课件）我们帮助了猴子，心里高
兴吗？我们一起跟着音乐跳舞吧！猴子的心情由雨天变成了
什么天？教育幼儿别人不高兴时要想办法让他高兴！

c、恭喜小动物们胜利地过了第一关。

3、第二关：“播心情”（说出心情并学会让自己快乐的方法）
播报心情

a、出示骰子，幼儿观察骰子上动物的表情图，说说该动物的
心情是晴天还是雨天？

c、我们的心情有时好，有时会不好，如果心情不好，我们会
怎么样？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心情变成晴天呢？出示部分课件，
引导幼儿想办法让自己高兴起来。

d、出示玩具、乐器、图书等实物，幼儿自由选择让自己高兴
的方法，并进行表演。

e、播放课件，幼儿边看边说，还有什么办法让自己的心情高
兴起来？教育幼儿学会自己让自己快乐。

f、恭喜小动物们胜利地过了第二关。

4、第三关：“画心情”（画出自己快乐或不快乐的心情）

a、出示蛋糕盘做的动物脸谱，请小动物画上心情图。（幼儿
自由作画，教师巡回指导）



b、小动物互相说说画的是什么心情？

c、恭喜小动物们胜利地过了第三关。结束部分：别人不高兴
的时候要帮助他，让他高兴；自己不高兴的时候也要想办法
让自己高兴。教育幼儿要保持高兴的心情，我们的生活才会
开心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家去把我们今天开心的事都告诉爸
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让他们和我们一起高兴
吧！（听音乐离开活动室）

活动反思：

今天上午给孩子们上了一节社会《播报心情》这门课，随着
媒体节目的越来越频繁，天气预报这一节目的出示率也越来
越多。但幼儿们关注的有多少呢？今天在课上我提问他们有
没有看过“天气预报”节目时，都说看过。但请个别幼儿上
来表演一下时，表现的都有点为难。只有个别幼儿能学着电
视里的主持人说出一点来。

活动中，我讲了一遍故事，通过故事情节，然后进行常规性
的提问，从幼儿的回答来看，已懂得太阳表示心情愉快，阴
天表示有点难过，雨天表示心情不开心。于是我又问他们喜
欢什么天气？大家都选择了太阳。我想这不用说，每个小朋
友当然喜欢晴天了，只有少数小朋友喜欢雨天。但要他们像
小动物一样，去关心别人时，只有几个幼儿回答的颇有创意，
懂得真正去关心帮助别人，倒一杯水或者帮他打扫卫生什么
的。其他幼儿虽然回答的也是关心他人，但都是千篇 一律的
答案。

活动的最后环节我出示了四个不同的“天气预报”挂图，分
别有（晴天、阴天、雨天、下雪天）让他们想想，最喜欢哪
种天气把它画出来，请幼儿把自己今天的心情用画画的形式
画下来，通过“天气预报”图来表达他们此刻的心情。大部
分幼儿都画得很好，都能画出自己今天为什么是晴天，为什
么是雨天，通过这节课的学习，都能更一步地了解心情与天



气也有所区别，也能体现个人的心情状况。

健康打喷嚏教学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知道酸会腐蚀牙齿，能说出龋齿三种以上的危害；

2、学习牙防五步曲，知道正确的护牙常识，培养幼儿良好的
卫生习惯。

3、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4、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1、鸡蛋壳、饼干、杯子、醋、镜子

2、课前两天和幼儿一起将鸡蛋壳浸在醋里；

3、产生龋齿的过程图片和牙防五步曲的图片

4、牙模型、牙刷各一、动画片《聪聪王子牙防历险记》

活动过程：

一、律动进场，引出情景表演；

牙宝宝在哭，原来是他的小主人喜欢吃甜食，又不刷牙，时
间长了，细菌在牙宝宝的身上钻了几个洞洞。

二、寻找龋齿产生的原因

2、“我们的嘴里有一种细菌会使这些食物残渣变酸（出示图



片）如果时间长了，我们原来健康的牙齿会怎样呢？（出示
图片）

4、讨论：为什么鸡蛋壳会变黑变软了呢？（醋是酸的，会腐
蚀鸡蛋壳中的钙，所以鸡蛋壳就变黑变软了）

5、师小结蛀牙的原因。

三、龋齿有哪些危害？学习牙防五步曲，知道正确的护牙方
法

四、游戏“保护牙齿有佳佳”。

健康打喷嚏教学反思篇四

这次本园教学观摩活动我在健康艺术组，我先选择的是一节
健康活动《好玩的毛巾》，但《好玩的毛巾》，孩子们的玩
法比较单一，玩法不多，所以在第二节观摩活动中我改上健
康活动《袋鼠狂欢节》，现反思如下:

第一次反思:《好玩的毛巾》

本节课我运用的是教案《好玩的毛巾》，因为大班孩子通过
小班一年的学习已经学会了各种动作如:爬、跳、跑等。而那
天，我们班有两个孩子用手玩拔河的游戏，我就想怎样锻炼
孩子的手臂力量了，于是我设计了这一节课《好玩的毛巾》。

本节的我设计了三个目标:1.对玩自制器械有浓厚的兴趣，能
够养成友好合作的优良品质。2.在活动中发展手臂的协调性，
提高相互合作的能力。3.利用毛巾进行一物多玩的活动，进
行锻炼手臂力量的练习。

本节课我所定的目标孩子们都达到了，但是孩子们在小组合
作玩时，体现不够突出。在本节课中，孩子们了解了原来毛



巾这么简单的一件生活用品，可以有不同用途，还可以成为
自制器械。所以说，要做有心人，善于观察周边的事物。

第二次反思:《袋鼠狂欢节》

因为上节课《好玩的毛巾》，孩子们的玩法比较单一，玩法
不多，所以改上《袋鼠狂欢节》。因为大班幼儿，通过在小
班一年学习，在身体发育上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动作技能
上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潜能，动作的协调性增强，体力明显增
强，同时与同伴也开始出现一些合作关系，来获得对身体运
动的经验，也有了一定的安全意识。跳跃是大班孩子较喜欢
做的动作，为孩子们制定符合他们年龄特点的以及本班幼儿
实际发展情况的活动内容，通过尝试、模仿、练习，可以让
他们动作更轻松、自然、协调，从而提高他们的身体综合素
质。

本节课孩子们的兴趣很高，效果很好，所制定的目标也基本
达到，目标3.利用布袋子进行一物多玩的活动，重点练习跳
跃动作。这个目标完成的很好。但本节课我没有安排孩子进
行休息，所以孩子们的运动量太大。

健康打喷嚏教学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自身的探索活动，了解自己身体能动的一些部位，从
而对自己的身体感兴趣。

2、知道多运动，身体才会健康。

3、在大胆探索、自我发现的活动中，增强活动兴趣，提高合
作能力，体验愉快情绪。

活动准备：



纸盒制作的木头人;各种图案标记;音乐《眉飞色舞》、《兔
子舞》等。

活动过程：

一、出示木头人，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1、请出木头人，幼儿与木头人打招呼。

师：小朋友们，听，是谁在哭呀?我们一起把他请出来。

木头人出现

提问：他是谁?木头人怎么了?他为什么不高兴呢?我们问问他。

木头人讲述原因(不舒服、不能动)

2、幼儿帮木头人脱掉“外衣”。

请部分幼儿帮助木头人脱掉身上用纸盒做的“外衣”。

3、扮演木头人的小朋友听音乐表演。

二、探索自己身体可以动的部位，并做标记。

1、观察并讲述扮演木头人的小朋友表演时身体哪些部位在动。

表演时，教师提醒幼儿观察：小朋友们仔细看一看，跳舞的
时候他身体的哪些地方在动?

表演结束，提问：你看到他跳舞时身体的哪些地方动了?(幼
儿讲述自己的发现)

2、幼儿给自己身体会动的部位贴标记。教师巡回指导。



师：其实，我们身体的许多部位都可以动，请小朋友们用自
己的身体来动一动，按顺序来找一找，在能动的部位贴上你
喜欢的标记。(幼儿自由探索)

3、幼儿相互交流，并把有标记的部位动给对方看。

师：找一个好朋友，把你找到的部位动给他看一看。

4、请个别幼儿展示，让有标记的部位动一动，并启发别人模
仿。

5、听音乐，幼儿自由做动作。

师：我们的身体上有这么多部位都能动，下面就让我们跟着
音乐让你的身体动起来吧。

三、通过讨论，知道多做运动，身体才会健康。

1、讲述运动后的感觉。

提问：运动后你有什么感觉?贾老师运动后觉得好舒服呀!

(鼓励幼儿大胆讲述自己的感受)

2、讨论运动对身体的好处。

经常运动身体会怎么样?(强壮、健康、不生病、棒棒的……)

3、说说人们常做的运动项目。

你看到人们做过什么运动?(做操、打球、打太极拳、跳舞、
健身广场锻炼、跑步……)

4、小结：为了健康，小朋友们从小要喜欢运动，经常运动。



四、表演《眉飞色舞》

1、幼儿表演《眉飞色舞》

2、邀请其他教师一起表演。

活动反思：

1、这节课用的直接导入，小朋友不容易被吸引。如果换
成“看看缺什么”。(画些缺少五官的动物，引起小朋友的兴
趣)

2、那个照片利用的不好，在挂画前出示照片，问小朋友这是
什么(指着五官、身体)

3、身体的作用这环节可以增强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