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健康活动教案(精选9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
的教案吗？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
家学习。

幼儿健康活动教案篇一

1、知道多吃零食及冷饮影响身体健康。

2、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及自我控制能力。

活动准备：多媒体课件或图片《他为什么肚子疼》

毛毛两手捂着肚子并大声的叫喊："哎呀！哎呀！"老师问："
毛毛你怎么了？""我肚子疼！"老师带毛毛去看病。

1、提问：毛毛为什么肚子疼？

2、幼儿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

1、毛毛不洗手拿东西吃、吃没洗干净的水果、吃过多的冷饮、
吃太多的食物、吮手指等。

2、启发幼儿再次讨论：引起毛毛肚子疼的原因。

小结：毛毛小朋友不讲卫生，还吃了那么多的冷饮和零食，
肚子里面的东西太多了，消化不了，所以他肚子疼。

1、让幼儿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谈谈自己肚子疼的感觉和原
因。

2、提问：如果生病了怎么办？



小结：小朋友们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
蔬菜水果要洗净了再吃，要按时按量吃饭，不能贪吃冷饮和
零食。如果生病了，要找大夫看病，按时打针、吃药。

说一说怎样做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好孩子。

让幼儿知道只要讲卫生、爱清洁，就能预防和减少疾病，身
体就会健康。

幼儿健康活动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愿意漱口，知道漱口可以清洁牙齿。

2、掌握正确的漱口方法。

重点：学习正确的漱口方法。

难点：愿意漱口，知道漱口可以清洁牙齿。

活动准备：

黑饼干、盘子、手偶小羊、手偶大牙虫、镜子、杯子、水、
脸盆、牙刷、牙膏等。

活动过程：

一、引起幼儿兴趣：

去小羊家作客。

二、懂得漱口的重要性

1.小羊请客吃黑饼干：饼干是黑的，牙齿会变黑吗？



3.小羊牙痛表演，出现大牙虫。

三、学习漱口

1.幼儿自由讨论清洁牙齿的方法。

2.学习正确漱口的方法：

a.幼儿自由表现漱口，教师进行提炼。

b.教师演示：手拿小杯子，喝口清清水，抬起头，闭起嘴，
咕噜咕噜吐出水,呸。

c.幼儿边念儿歌边学习正确漱口的方法。（空手模仿）

d.漱口：幼儿拿好杯子喝水漱口，吐在脸盆里。

幼儿健康活动教案篇三

1、理解故事内容，提高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2、教育幼儿养成保护牙齿的好习惯。

故事挂图

1．幼儿用语言描述老虎的样子

2．出示挂图。

为什么这只老虎没有牙齿？

3．老师讲故事，认识老虎厉害的牙齿。



（1）小兔子和小猴子是怎么说的？

（2）那小狐狸想到了什么办法？老虎怎么做的？

教师总结。

4．疑问解答

（1）狐狸想到了什么办法？

（2）老虎是怎样做的？

（3）狮子怎样劝老虎的'？狐狸又是怎么骗的？

5．幼儿表达自己的想法。

（1）老虎牙疼的时候是怎样做的？

（2）遇到了老虎，小狐狸害怕了吗？如果你是这只老虎你会
怎样做？

6．总结

通过这个故事，你明白了什么道理？

幼儿要养成保护牙齿的好习惯，遇事多动脑筋、想办法解决
问题。

幼儿健康活动教案篇四

1．探索拖物倒退走的正确方法。

2．在游戏中提高判断能力和控制能力，体验游戏的快乐。

重点：在不断尝试中探索拖物倒退走的`正确方法。



难点：在竞赛中遵守规则，体验游戏中的快乐

木头积木若干、报纸人手一份、圈四个。

1．练本领。

（1）幼儿做各种运动姿势。

(2)师：小松鼠今天要练一个新本领，听到小铃声向前跳
（走），听到串铃声就倒退跳（走）。

（3）幼儿练习几次。

2．运砖忙。

(1)师：小松鼠想造一间漂亮的房子，需要许多的砖块，他们
是用什么方法运砖呢？我们这里有砖块和报纸。

（2）先尝试用报纸拖着砖块朝前跑，从中发现这样很容易丢
掉砖块。

（3）小朋友试试拿着报纸拖砖块倒退走，怎么样才能不掉砖
块又能很快的运到目的地。

（3）幼儿每人一张报纸，进行分散练习。

3．谁是运砖高手。

（1）幼儿分组进行比赛，每组第一个幼儿手持报纸站在起点，
听到口令后立即转身拿一块砖放在报纸上，倒走到终点，将
砖块放在圈里迅速跑回来，排第二个小朋友的手，第二个幼
儿接着开始运砖，幼儿依次进行游戏，看哪队能最先将砖运
玩。

（2）提醒幼儿倒退师要控制好自己的行进路线，如果砖掉出



来应该把砖重新放到报纸上才可继续行走。

（3）表扬胜利的一组。

（4）游戏重复进行几次。

4．放松运动。

（1）师：刚才我们把砖都运完了，你们觉得累不累？我们到
树荫下休息一会吧。

幼儿健康活动教案篇五

一、 目的：

1、练习走平衡的动作，发展幼儿动作的协调性。

2、激发幼儿积极参与游戏的兴趣。

二、准备：

三座高低、长短不同的独木桥；小鱼若干圈三只；木偶小鸭
一只，小鸭不干

胶人手一只；音乐《小鸭》

三、过程：

1、 引题

出示木偶小鸭，提问：

1）小朋友，我是谁？

2）我喜欢吃什么？



3）我有什么本领？

“今天我请你们和我一起玩好吗？”

2、 教师扮鸭妈妈，幼儿扮小鸭

1）教师示范把不干胶贴在额头上

2）幼儿贴头饰

3、小鸭早锻炼（配音乐）

幼儿跟着教师模仿小鸭走路、划水、理羽毛的等动作

4、小鸭学本领

1）小黄鸭：“今天我要带你们去看我的外婆，路上要走过小
桥。让我们先来练练过小桥的'本领吧！”

幼儿自选小桥练习，鼓励幼儿走不同的桥

2）个别幼儿示范走不同的桥

3）幼儿再次练习，走走刚才没走过的桥

5、小鸭捉鱼

小鸭们跟着小黄鸭钻过山洞（体操圈），走过小桥，来到池
塘捉鱼。把鱼放入筐中一起抬到外婆家。

6、小黄鸭：外婆家到了，我们一起吃鱼吧！

幼儿健康活动教案篇六

1、学会怎样洗手，身体各个部位。



2、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1、一盆清水，一条干净毛巾，一条脏毛巾。2肥皂一盒。3、
挂图一幅。

1、通过出示一双脏手，引起幼儿的观察力。

如：孩子们，很奇怪哦，怎么我的两只手长得不一样呢？一
只白，另一只怎么是黑的呢？我的手究竟怎么搞的呢？（幼
儿回答脏手）

2、故意触摸幼儿，试探幼儿的反应。

如：孩子们，我现在用这只黑手去握你们干净的小手，你们
可千万别不理它哦。（幼儿肯定回避）

3、表演伤心难过，激发幼儿的怜悯之情，引起幼儿的思维。

如：孩子们，你们都不愿意让我碰你们的手，都没有孩子要
理我，我好难过哦，呜呜，难道你们就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把我的手变干净吗？（幼儿回答洗手）

4、再次以提问的方式，让幼儿做示范。

如：那我不知道怎么洗手，哪个孩子能上台给我演示一下。
（幼儿自会自告奋勇）

5、通过犯错的形式，引导幼儿的观察与动手能力。

如：孩子们，你们看我洗手后用的脏毛巾擦手，怎么样了呢？
我的手洗掉了没有？怎么还黑乎乎的，哎，那旁边黄色的是
什么啊！孩子们，你们谁能告诉我那是什么吗？（幼儿回答
肥皂）

6、出示肥皂，引起幼儿说出它的用途。



如：孩子们，那你们知道肥皂是用来干什么的.吗？（幼儿回
答洗衣服、洗脸、洗手等等）

7、通过用肥皂洗手，让幼儿了解肥皂的奇妙之处。

如：那我试一试用肥皂洗洗手，看我的手有什么变化没有，
哎哟，真神奇，那黑乎乎的手不见了，看，黑色的东西进水
里去了，我的手现在怎么样了？（幼儿回答干净）

8、出示挂图，让幼儿观察洗手步骤，改正其中不正确的方法。

9、引导孩子动手能力，指正一二。

如：孩子们，现在我要请一个孩子按照上面的步骤来洗手，
我们观察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最后拿出脏毛巾和干净
的毛巾，让幼儿选择）

10、教师小结：我们的小手，可不要轻视它，它非常有用，
我们要好好保护它，天天给它洗洗，这样细菌就不会粘在上
面，也就不会进小肚肚里面，变成小虫，咬我们了，也就不
会感到疼了，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了，我希望每个孩子都养
成饭前洗手饭后漱口的好习惯，还有千万不要双手在地上乱
爬，脏了手就要去洗，而且要洗得干干净净，从现在起，我
就要天天注意你们的卫生习惯，也希望你们认真做好个人卫
生。

幼儿健康活动教案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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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健康活动教案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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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健康活动教案篇九

在山城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孕育出了"棒棒"这一带有浓厚
巴渝文化特点的职业。棒棒的工作主要依靠一根棒棒帮助人
们走街串巷，爬坡上坎搬运物品得以谋生，在生性豪爽的重
庆人眼中，棒棒不但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职业，同
时也是重庆人勤劳坚韧品格的最好体现。幼儿在生活中具有
模仿的天性，对生活中常见的棒棒灵活运用劳动工具"棒子"
的行为有尝试的愿望，同时在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中对棒棒
千练、坚韧的作风也有一定感受。时常自发地模仿棒棒的言
行。为让幼儿尊重劳动者，激发他们作为重庆人的自豪感，
同时在活动中围绕"棒棒"这一器械达到身体运动的各项目标，
设计了该活动。在活动中选择充气的空气棒作为活动器械，
安全且便于幼儿运动。围绕"棒棒"这一劳动工具，引导幼儿



尝试发挥创意使用棒子，结合开展多种形式的评价以激发幼
儿的创意，在不断的评价与调整中完善创意，促进幼儿养成
良好的游戏态度。

1．了解“棒棒”的职业特点，体会“棒棒”的辛苦：

3．感受与同伴合作创意行进的愉快，并能在活动中获得发挥
创意的自我效能感。

物质准备：空气棒(棒棒)每人一根，立柱4个、器械收纳筐4个
(带轮)、幼儿根据随机发放的分组标志(棒棒工作证)自然分
成4组、活动背景音乐。

经验准备：初步了解“棒棒”的工作内容和形式。

1．回顾棒棒的工作内容，明确棒棒的工作特点与要求

师：在我们山城重庆有一种帮助别人搬运东西的人叫什么?棒
棒的工作需要做些什么呢?

2．了解活动中出发的口令，感受棒棒的豪迈与热情

师：我们重庆人爬坡上坎搬运东西时要请棒棒来帮忙，都会
大声喊“棒棒!”幼：“来咯!”今天就请小朋友们和老师一
起来体验一下当棒棒的感觉。

3．在创意热身活动中熟悉活动场地，初步感受创意行进中重
创意而非速度的规则

师：棒棒的工作需要灵巧的动作，所以我们在活动中要看看
谁的创意最好哦!

(1)第一轮：根据棒棒工作证的颜色自然地分为四队，四队幼
儿依次接力往返跑。



(2)第二轮：用和上次不一样的方式往返。

(3)第三轮：引导幼儿观察同伴的行进方式，并再次用自己新
的方法往返。教师在幼儿行进中将空气棒以一根、两根并列
的方式横放在行进路径中，幼儿想办法越过棒子。

4．单人创意使用棒棒，并在多种评价方式中完善创意成果

(1)幼儿将棒棒放在自己小组队伍前面的收纳筐中，要求幼儿
在每轮运动结束后都将棒棒放到队首的收纳筐中。

(2)单人创意使用棒棒往返行进一次并交流创意，结合教师评
价的方法引导幼儿提炼出创意行进包含的两个元素：使用不
同身体部位，用身体某一部位做不同动作，激发幼儿更多创
意。

师：请你来表演一下你是怎么使用棒棒行进的，你使用了什
么方法?(握、扛、夹等动作)你的方法可以用到身体的××部
位，我们还可以用到哪些其他的身体部位?你还和棒棒一起做
了什么动作?想一想我们还可以用身体部位和棒棒做哪些动
作?再来试一试吧!

(3)再次单人创意使用棒棒往返行进一次，结合自评的方式请
个别幼儿讲述自己的创意，小结出创意行进的第三个元素：
使用不同的动作完成往返(走、跑、双脚跳、跨跳等)，并引
导幼儿观察学习同伴的优点为之后的同伴互评做好准备。

师：你是怎么玩棒棒的?你觉得自己这个创意怎么样?好在哪
里?用到了身体的哪个部位?做的什么动作?你是用什么方式完
成往返的?除了这样还可以用什么其他方式行进呢?请你来试
试看。大家一起再次展示新的创意，请注意你同伴的创意，
学习别人的优点。

(4)单人创意使用棒棒尝试用不同的行进方式完成往返，结合



互评的方式引导幼儿关注同伴的创意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收
到建议的幼儿要对别人的帮助表示感谢。

师：“说一说你觉得谁的创意比较好?他的创意好在哪里?用
了身体哪个部位，做了什么动作?怎么前进的?你觉得怎么做
可以更好?请你试一试。

5．两人合作创意使用两根棒棒，并能正确清楚的评价自己与
同伴的创意

(1)两人一组，分组自由探索使用的方法。

(2)请个别小组展示介绍使用棒棒的方法，教师引导幼儿用多
种评价方式完善创意成果。

(3)每组幼儿展示合作创意，教师引导幼儿明确合作必须是两
人一起完成，并请幼儿自由互评，引导幼儿对别人的建议表
示感谢。

6. 小组合作，利用器械收纳筐(带轮)和棒棒做出创意造型行
进

(1)请小组幼儿合作，用全组幼儿的棒棒与器械收纳筐一起摆
出创意造型，并为造型取好名字进行展示。

师：棒棒在工作中遇到很远的路时，就可以选择使用交通工
具，重庆的交通四通八达，有汽车、轮船、轻轨、飞机等等，
可能还有你们创造出的新的交通工具，要给你们的造型取一
个好听的.名字。

(2)各组摆出创意造型并一一介绍造型名称，其他组幼儿评价。

(3)听取其他人的建议，做出修改计划，完善自己组的造型，
并展示调整后的新造型。



(4)小组合作造型创意行进，感受小组合作创意行进的乐趣。

在户外活动中引导幼儿将已经比较熟悉的运动器械进行单人
或者多人的创意行进，并逐渐总结成“一物多玩”的体育游
戏开展。

珺珺老师设计的活动《山城棒棒军》可以用“特别的材料”和
“创意的行进”来点赞。

“特别的材料”是指棒棒军的工具，在活动中没有采用棒棒
军的实物工具，而是选用更安全更轻便的“空气棒”，既保
证了活动的安全性，又提升了活动的有效性。

"创意的行进"是指活动的途径，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孩子们
运动强度的从弱到强。活动方式上从个体到小组再到集体，
而在这些不同强度、不同方式的学习中自始至终坚持了一个"
创意"的核心，在行进中发展儿童运动能力，在创意中激发儿
童创造潜能，为新《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背景下儿童学习
品质的培养做出了一次非常好的尝试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