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健康安全教案 幼儿园健康安全
教育教案(实用8篇)

大班教案可以帮助教师规范教学过程，提高教师对学生的指
导能力。小编搜集整理了一些三年级教案范文，供大家参考
和学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班健康安全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1、知道防寒保暖是冬季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关系着我们身体
的健康状况。

2、了解一些冬季防寒保暖的小常识。

3、在生活实践中学习防寒保暖，确保自己身体健康。

教学准备：表现冬季寒冷的图片

教学过程：

一、谈话活动，引出主题

1、现在是什么季节?冬季给我们的感觉是怎样的?

2、如果我们不注意保暖，会发生什么?

3、时值冬季，寒气逼人。我们要如何做好身体的保暖工作
呢?

老师小结：冬季最冷的时节已然到来了。保健专家特别提醒，
寒冷的气候使人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血液循环发生



改变，易染疾病，因此要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及早防范。

二、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讲述

1、根据你的经验，你觉得冬季人体什么部位最冷，最容易受
伤?

2、你是怎样保暖的?或是你母亲是怎样保暖的?或是你看到的
谁的保暖方法好?

三、教师总结所讲，并添进一些新的防寒保暖小常识

1、穿适当厚度的保暖御寒衣服。

2、做好人体直接接触空气部位的保暖。在冬季戴上帽子，可
以减少头部的散热量，同样能达到周身保暖的目的。在更加
严寒的时候，还应戴上口罩和手套。

四、冬季安全教育活动延伸

今天我们学了许多有关冬季怎样防寒保暖的小知识，有些你
们的爸爸妈妈也不知道的。你们可以将自己所学的本领告诉
他们，让他们也增加一些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把自己
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实际中，防寒保暖，确保自己身体
健康。

活动目标：

1、增加幼儿在雪天的自我保护能力。

2、了解一些安全小知识。

3、体验明显的季节特征。

4、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过程：

一、谈话引入。

“这些天下了厚厚的雪，路很滑，在雪天我们小朋友都要注
意哪些事情，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呢?”引导幼儿结合自己的
生活经验说一些雪天的安全措施。

二、教师小结

1、首先在雪天，要认真走好每一步，选择雪较厚的地方行走，
注意地面状况，尤其避免踩在较薄较平的雪片或冰面上，严
禁打滑。

2、其次是上放学回家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一定要走人行
道。不要在马路上行走或滑冰。

3、雪天穿鞋要讲究。路面容易结冰，不能穿皮鞋、硬塑料底
鞋，穿着保暖、防滑性好的鞋子，或者抓地较好的运动鞋，
而且应尽量稳步前行，以防发生事故。

4、户外游戏时，可以玩打雪仗，但一定不要拿雪球往同学脸
上、头上砸。以免伤到眼睛和头部。

5、上下台阶时也要注意，要掌握好身体的重心，保持身体平
衡，避免摔伤。

6、在玩雪过程中也会有很多隐患，如摔伤，划伤，砸伤。

小朋友们，安全来自时刻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第
一，健康第一。冰天雪地，请大家小心翼翼，保护自己!

三、结束部分



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雪天气骑自行车开车时怎样注意安全?

活动目标：

1、让幼儿了解寒假中应注意的安全，增强幼儿的自我保护意
识。

2、通过讨论，教育幼儿愉快、合理地过寒假。

3、培养幼儿的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4、培养幼儿反应的敏捷性和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准备：

安全图片、《寒假安全知识调查表》

活动过程：

一、谈话与讨论

1、小朋友们谁来说一说在幼儿园里怎样做才能不发生危险?

幼儿自由讨论，根据平时已有的经验和我们平时的嘱咐回答。

教师小结：(在教室里不能跑因为有桌子和椅子，到处有尖尖
角，在洗手时要排队防止地面有水摔倒，小朋友上下楼梯要
靠右走，不能推挤。户外活动时，滑滑梯不能倒着滑要扶好
扶手，在楼上走廊玩玩具时不能扔到楼下去，发生危险。使
用小剪刀不能对着小朋友等等。)

2、丰富知识经验，激发幼儿过寒假的兴趣。



(1)小朋友过几天小朋友就要离开幼儿园了，你们知道为什
么?(知道放寒假了)

(2)因为过年了，小朋友要放寒假，在家里一个月的时间，小
朋友们高兴吗?(高兴)

(3)怎样开开心心的过新年呢?(引导幼儿只有注意安全才能开
心过年)

二、和幼儿一起讨论怎样安全、合理地过寒假，培养幼儿完
整的表达能力和想象、判断能力。

1、教师引导幼儿：“寒假里你们想做些什么事情呢?”

2、可是在寒假里，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但是有些事情是不
能做的?引导幼儿说出有关安全知识的内容。

请幼儿观看图片说一说

(看图片：放鞭炮、陌生敲门、在公路上玩耍、溺水等一些安
全图片)

(1)讨论在家的安全

(2)讨论外出时的安全

除了家中的危险，我们身边和生活中还有许多危险存在着，
你知道的危险有哪些?(不能独自去公路上和水边玩耍，在路
上遇到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要，在商场里大人走散应该怎样
做?)

三、请幼儿看图片，找对错

请小朋友看一下，这里的小朋友他们做得对不对?



四、教师总结寒假里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1、过春节时，好吃的东西很多，不能一下子吃得太多，否则
会引起肚子痛，影响身体健康，也不能吃生冷不干净的东西。

2、独自不能玩火、放鞭炮、玩电、玩尖锐的物体。

3、寒假里要注意保暖，预防感冒，不要到户外长时间地玩，
要保护自己不被冻伤。

4、独自在家时如果陌生人敲门不要给他开门，不能攀爬阳台、
门窗或其他高处。

5、如果和大人逛商场走散了，要找超市的阿姨。

6、不能独自去水上滑冰，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7、知道三个电话号码：110、120、119。

8、在家玩电脑、看电视的时间不要太长，不使眼睛过度疲劳。

活动目标：

1、教幼儿学习一些交通规则，认识一些交通安全标志。

2、幼儿能从小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情景图片五张。红绿灯标志各一张，交通标志图五张。

活动过程：

一、猜谜语，导入新课。

红绿灯和斑马线，可结合班内墙上的斑马线图案介绍斑马线
的作用。

二、结合情景图片，学习交通规则。

1、幼儿自由举手回答，自己还知道哪些交通规则?

2、幼儿说出来的可结合图片讲解，没想到的出示图片，说说
图片上的幼儿做的对不对，应该怎样做才是遵守交通规则。

三、认识交通安全标志。

出示图片，请幼儿猜猜它表示什么?

四、学儿歌记交通规则

儿歌：交通安全歌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

天桥地道人行道，横穿马路离不了。

头手不出车窗外，不在路上玩游戏。

交通规则很重要，我们把它记得牢。

五、红绿灯和小司机

请两名小朋友，一人扮演红灯，一人扮演绿灯，其他小朋友



为小司机，看哪位小司机遵守交通规则。

一、活动目标

1、知道冰上的危险，有危险的意识。

2、知道自救方法。

二、活动预备

情形图片

三、活动进程

2、自救办法记心上：假如不谨慎掉进了冰窟窿里，小朋友要
记住：

(1)应大声呼救并往岸上爬。

(2)尽力把头探出水面，双手攀住大块的厚冰，努力不让自己
沉下往。

(3)不要站在冰面上，应迅速爬到岸边，以防冰面再碎裂。

(1)在冰上有裂缝的河面上顽耍。

(2)在刚结冰不久的河面上滑冰。

(1)在水中挣扎。

(2)向岸上大声呼救。

(3)用力向岸上爬。

假如你选择了后两个答案，说明你是个会自救的好宝宝。



四、活动结束

1、评价

2、总结

大班健康安全教案篇二

1、幼儿学会用正确的方法玩滑梯。

2、帮助幼儿懂得用不正确方法玩滑梯易造成伤害。初步培养
幼儿的安全意识。

1、小兔、小狗胸饰若干,照相机。

2、编排情境表演。

1、导入活动,激发兴趣。

兔妈妈："今天天气真好,小兔,妈妈带你们出去玩。看,那是
谁?(小狗)他们在干什么?(滑滑梯)"。

2、观看情境表演,向幼儿介绍滑梯及其玩法。

(1)狗妈妈是怎样教小狗玩滑梯的?为什么要这样玩?

(2)人多的时候应该怎样玩滑梯?

小结：玩滑梯人多时要先排好队,一个跟着一个,不拥挤推拉。
从楼梯这边上去两手扶好了,一层层地往上爬。眼睛看好楼梯,
爬到顶,坐稳后,两手扶着滑梯两边,两条腿并拢,再滑下来。
如果不这样好好玩滑梯,做不正确的动作,就会发生危险。

3、幼儿练习玩滑梯,教师指导幼儿按正确的方法玩滑梯。



(1)兔妈妈："刚才我们看了小狗滑滑梯,你们会不会象它们那
样玩?"

(2)兔妈妈："孩子们,你们想不想再玩一遍?这次,你们玩的时
候,妈妈给你们每个拍张照,看谁滑的好。"(及时纠正幼儿不
正确的动作,鼓励幼儿用正确的方法玩滑梯。)

鉴于幼儿园小班幼儿以直觉形象思维占优势，所以在现场边
玩边学是最好的方法。今天的安全教育活动，我和孩子们围
坐在滑滑梯旁边的.草坪上。我故意找了平时较顽皮的帅帅和
俊宇分别示范走楼梯和坐着往下滑的动作。孩子们在同伴的
示范下，知道了正确的玩滑梯的方法：从楼梯上走上去，人
多的时候不推也不挤，一个一个来，然后坐下双手扶住，才
能往下滑。在活动的过程中，我们还用照相机有针对性的拍
了一些行为，有对的、也错的。在活动小结的时候，用照片
直观的再现活动，先请孩子们进行分辨，然后告诉孩子们那
些行为是正确的、安全的，要学习；那些是错误的、有危险
的，不能学习。较好的完成了教学目标，通过今天的活动，
相信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已被悄悄的唤醒。

大班健康安全教案篇三

1、了解合理的营养结构。

2、为自己设计营养食谱。

准备制作营养食谱的纸笔人手一份自制健康印章一枚，图案
为太阳或灯泡

(一)我最喜欢吃我们小朋友都以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要是让
你随便吃，您能吃多少

(二)营养宝塔



1、小朋友吃想吃很多很多喜欢的东西，这样适宜吗哪些东西
就应多吃，哪些就应少吃

2、教师出示挂图。每一天就应吃的东西就像一座宝塔，下面
的东西就应多吃，上面的东西就应少吃。

3、吃的最多的就应是什么(米饭，馒头，面包和面条，还有
玉米，土豆和蕃薯，这些粮食做的食品能够让我们有力气)

4、能够吃的第二个多得是什么(蔬菜水果也要多吃一些)

5、比蔬菜水果要吃的少一些的是什么(牛奶鸡肉鸡蛋鱼肉都
要吃一些，但是不能吃的太多)

6、吃的最少的就应是什么(巧克力这样的甜食和油炸的东西
都就应少吃)

(三)我的营养食谱

1、看了营养宝塔，我们明白哪些就应多吃，哪些就应少吃，
不能一个劲的吃喜欢吃的东西，不吃其他东西。

2、我们为自己设计一分健康食谱好吗

3、将纸折成三折，使它看起来象菜单。把早餐食谱(如水果，
牛奶馒头)画在第一面，把午餐晚餐的食谱依次画在第二面和
第三面上。

4、折拢食谱在封面处美化装饰5、选取几则比较典型的食谱，
引导幼儿讨论他们设计的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健康。经大
家检验合格后教师在食谱封面加盖健康印章。

6、我们把自己设计的食谱放到我们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
经常光顾，使自己永远健康。



大班健康安全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丰富幼儿的饮食生活经验，学习简单的营养搭配常识及了
解食物对人体的作用。

2、培养幼儿吃饭不挑食、不偏食的良好饮食习惯，以及参与
劳动的意识。

活动准备：

1、各种蔬菜、肉、虾、鱼、蛋；

2、炒好的“西红柿炒鸡蛋”、“素炒西葫芦”；

3、拼盘、一次性手套、纸折的厨师帽；（幼儿人手一份）

4、围裙、电磁炉、炒锅、油、盐、酱、醋。

5、做好的课件。

活动流程：

1、请幼儿帮忙为客人配菜，引出课题。

2、请幼儿介绍自己吃过的菜。

3、请幼儿品尝老师事先做好的菜。

4、观看课件：厨师做的一些菜，引起幼儿配菜的兴趣。

5、教师为幼儿介绍各种蔬菜、肉类、蛋、鱼、虾的名称、营
养价值以及简单的搭配方法。



6、幼儿相互讨论并动手配菜。

7、幼儿介绍自己配好的菜并给菜起名字。

8、做游戏“找朋友”，找到谁则把谁配的菜现场炒熟，并请
客人们品尝。

9、全体幼儿把配好的菜送到厨房，让厨房里的阿姨做好招待
客人。

课堂实录

师：今天，我们幼儿园来了许多客人，厨房里的阿姨准备做
一桌丰盛的午餐来招待她们，可是阿姨们忙不过来，想请我
们小朋友帮忙每人来配一道菜.

师：小朋友想一想，你都吃过什么样的菜？是怎么做的？

幼：我吃过黄瓜，是用鸡蛋炒的。

师：噢，是鸡蛋炒黄瓜。琪琪，你来说。

琪琪：我吃过菠菜，是用粉丝炒的；还吃过白菜，是用大虾
做的。

师：菠菜炒粉丝，大虾炒白菜，不错。菲菲，你来说。

菲菲：我吃过红烧茄子。

幼：我吃过西红柿鸡蛋汤。

师：西红柿加上鸡蛋做成的汤。

幼：我吃过炒菜花。



幼：我吃过肉炒青椒。

幼：我吃过猪头肉拌黄瓜。

师：刚才，我们小朋友说了这么多吃过的菜，我这儿也做了
几道菜，小朋友看看是什么。（老师做闻状）啊，好香！

师：小朋友轻轻地到前面来，每人拿一把小勺子，来尝一尝
吧。

（幼儿到前面品尝老师做的菜，尝完后回座位坐好）

师：刚才小朋友尝了老师做的菜，觉得怎么样？

幼：真好吃。

师：你知道这些菜都是用什么做的吗？

幼：用鸡蛋炒的西红柿，还有炒西葫芦。

师：对了，一道是素炒西葫芦，另一道是西红柿炒鸡蛋，黑
颜色的是什么呀？是木耳！

师：对，是木耳。为了使菜的颜色更好看一些，我在西红柿
炒鸡蛋这道菜上又加了一些木耳，木耳不仅补血，而且还清
肺；在炒西葫芦时，我放入了鸡蛋皮和黑木耳，这样做出来
的菜不但营养好，而且色泽鲜艳，让人一看就觉得好吃。

（幼儿观看课件）

幼齐答：是一盘红烧肉

师：对，是一盘红烧肉。这一道呢，是土豆炖牛肉，这一道
是什么？



幼：是红烧鱼。

幼：是一盘鸡。

对，是一道清蒸鸡。这一道是芙蓉鸡蛋，黑色的是松花蛋。
最后这一道是什么呀？！

幼：是水果沙拉！

（带领幼儿来到准备好的各类东西前）

师：（拿起一个青椒）这是青椒，这是西葫芦，这是什么？
（师生逐一认识）这些菜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肉
类，像鸡肉、猪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虾含有丰富的磷
和热量，这些对人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小朋友
一定要多吃菜、肉、蛋、鱼和虾，千万不要挑食、偏食。有
的小朋友只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菜；而有的小朋友只喜欢吃
菜，不喜欢吃肉，这样都不好。任何一种蔬菜，都有许多种
做法，可以炒着吃，可以做汤，还可以凉拌，像西红柿，可
以怎么做？（老师边说边拿起一西红柿）

幼：可以做成西红柿炒鸡蛋，可以做成西红柿鸡蛋汤，还可
以凉拌西红柿。

师：说得很好。一种蔬菜还有许多种切法，像土豆，可以怎
样切呢？（老师边说边拿起一个土豆）

幼：可以切成丝，可以切成片，还可以切成块，我吃过炒土
豆丝，土豆片，土豆块。

师：对，像我们刚才看的牛肉炖土豆就是切成了块。还可以
有许多种搭配方法。像芹菜可以和肉一起炒，叫肉炒芹菜；
可以凉拌，用开水烫一下，加入香油、味精、盐、醋，调一
下，味道可好了。我还吃过腰果西芹，是芹菜和腰果一起做



的；还可以和鸡肉一起做。还有许多种做法。

师：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当一名厨房小帮手，自己来配一道
菜，在配菜之前，小朋友先互相商量一下，你在家或到饭店
吃过哪些菜，你想配一道什么菜，需要哪些东西。好，跟你
旁边的小朋友讨论一下吧！

（幼儿开始很有兴趣的讨论）

师：讨论好了吗？下面我们小朋友每人拿一个拼盘，自己动
手配菜吧。在配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肉素和颜色的搭配，
这样做出来的菜颜色、味道、营养都好。

（幼儿开始兴致勃勃的动手配菜，老师在旁观察）

马佳琪：我配的是一道白菜炒大虾，是用白菜和大虾做的。

刘天一：我配的是一道猪肉炒茄子，茄子加上了一点儿猪肉。

李佩渝：我配的是一道凉拌黄瓜，是用黄瓜加上西红柿还有
一点儿木耳。

（教师逐一请幼儿到前面来介绍自己配制的菜，并起名字，
对每位幼儿的成绩给予肯定）

师幼齐唱：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就是你呀，
配的菜呀，我要把它炒出来。噢，是雨雨，她配的是肉片炒
青椒，好，我们一起把这道菜炒出来。

（老师切菜，把电磁炉打开，戴上围裙）

师：炒菜时锅里要先放什么？

先放油。



好，我们先倒上油，再放上肉，把肉炒白了就倒上点酱油，
再放上点儿葱花，闻到香味了吗？现在，我们就可以放入青
椒了，翻炒一会儿，不要炒得太烂，最后放上一点盐，为什
么最后才放盐呢？因为盐里面含有碘，碘对人的身体有好处，
而碘遇到热就挥发了，所以一定要最后放盐。

幼：阿姨，请你尝一下我配的菜味道怎么样。

很好，请客人品尝一下吧。

师：我们小朋友真能干，每人配了一道菜，相信我们配的菜
做出来客人们一定非常喜欢，下面，我们一起把配好的菜送
到厨房去吧。

（一起把配好的菜送到厨房，结束教学活动）

大班健康安全教案篇五

健康活动前评析这是一个比较具有农村幼儿园特色的健康活
动，因为所选的材料是我们常见的米袋，通过孩子们的收集，
教师的设计，我们将废旧的米袋变废为宝，这些原本不起眼
的米袋子成为了孩子们户外活动时非常喜爱的一个运动材料，
孩子们利用袋子进行各种各样的游戏，而今天设计的教学活
动也是由孩子利用米袋自发进行的一种跳跃游戏整理而成的。

1、探索并实践多种利用米袋进行跳跃练习的方法。

2、练习双脚跳、单脚跳、跨跳、提袋跳等多种跳的能力及动
作的协调能力。

3、体验游戏带来的乐趣及成就感，学会遵守游戏规则。

4、知道一些保持身体各部位整洁卫生的方法。



5、了解多运动对身体有好处。

人手一只米袋、报纸球若干、山村设计图一张

环境创设：

“是小小建筑师，一起建造度假村”

一、准备活动

——建筑师造房子，很辛苦，让我们先来做个热身吧!

教师带领幼儿跟随动感的音乐做一些伸展、跳跃、踏步等热
身运动

二、米袋的玩法

——造度假村要有很多东西，可是今天我们只有一种材
料——这是什么?

——我们可以拿它做什么呢?

幼儿自由探索米袋的各种玩法，熟悉米袋

三、山村图

1、出示山村设计图

——这是度假山村的设计图，我们要造那些东西?

2、幼儿对今天的任务有一定的了解，教师引导幼儿根据先后
有步骤的进行。

四、米袋山庄



1、米袋变绿茵小道——练习双脚跳

——米袋的哪一面像草地?

——草地能用脚踩吗?

——让我们跳过绿草地吧。

要求：双脚并拢，摆动小手，落地时不能碰到袋子

——把米袋连起来，变成长长的绿茵小道。

幼儿练习左右跳

2、米袋变假山——练习跨跳

——怎样让米袋立起来变成一座假山?

——怎样过假山?

——试试把几座小山连起来，怎么跳过去?

——你能跨过几个小假山?

幼儿可自由探索米袋变假山的方法，教师视情况给以指导(袋
子对折，立于地面)

3、米袋变石头——练习单脚跳

——怎么样把米袋变成小石头?

——石头小，下面是条小河，所以我们要一个脚一个脚跳到
石头上

——你能连续跳过几个石头?



幼儿可自由探索米袋变石头的方法，教师视情况给以指导(袋
子对折，折小)

要求：保持身体平衡，尽量不让另一个脚落地，连续跳过几
个石头

4、米袋运砖——练习提袋跳

——造房子要用许多砖头，如果我们是小袋鼠就好了，把砖
头放进袋鼠妈妈的袋子里。

——怎么样把米袋变成小袋鼠?

幼儿可自由探索米袋变袋鼠的方法，教师视情况给以指导(钻
进袋子)

要求：双脚并拢，双手紧紧抓住袋子口，不让袋子往下掉;每
人拿一块砖头到目的地，练习数次。

五、分组建造并“游玩”山村

——小小建筑师真能干，让我们分组再来造一次吧。

幼儿5人一组，两人铺绿茵，两人造假山，一人准备好运砖袋

——让我们再运一些砖头到山村

幼儿根据自己组搭建的山村，根据路线，将砖头运到目的地。

六、结束

——让我们去邀请其他小朋友也来玩玩我们的度假村吧!

孩子平时对于米袋的玩法就非常的多，但都以自发为主，缺
少一定的指导，通过这样一次集体教学活动，为孩子创设了



一定的游戏思路和情境，孩子在游戏时也更加明确了，自己
在做什么，要做什么……同时，变废为宝的材料，也让孩子
在游戏中潜移默化的树立了节约能源、废物利用的环保意识。

整个活动孩子一直沉静在愉快的游戏中，从内容上看非常的
丰富，教师通过“建造度假村”的情境，让孩子在游戏中有
了目标和思路，同时也培养了孩子的责任感，当孩子一次次
完成任务，一次的通过自己所建造的绿茵小道、石头做的小
假山，都感受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满足了孩子的成就感，尤
其是最后孩子通过小组合作顺利的完成了度假村的建造，孩
子们都表现出了异样的兴奋和满足，都争先恐后的要来试试
自己建造的路线。同时在该教学活动中教师没有忘记对孩子
应该掌握的基本跳跃动作进行指导，包括双脚跳、单脚跳、
跨条等一些动作要领，教师都进行了准确的要求，并加上标
准的示范，并给予孩子充分的练习，让孩子在游戏中发展了
跳跃的技能。

大班健康安全教案篇六

我是小司机

健康

分组

1、能依据交通指示标记，看信号改变走跑方向。

2、初步建立遵守社会规则的意识。

胶圈若干、交通指示标记(停车p拐弯)、绕杆4支

1、幼儿手握方向盘(胶圈)做开车状，随音乐进入操场。教师
与幼儿一起做准备活动。



2、“小司机”练本领。

教师扮“警察”叔叔扮“小司机”。

3、幼儿在教师的囗令下走跑交替。

出示相应的交通指示标志，幼儿按指挥信号做模仿动作。

“绿灯”：小司机做开车快跑状。

“红灯”：小司机原地走跑状。

“弯道”：小司机转动方向盘做转弯状。

“停车场”：小司机模仿刹车动作。

教师出示不同交通标志，幼儿做

“小司机”游戏。

4．游戏：过隧道

让幼儿自由两人搭成“小隧道”，轮流当小司机穿过小隧道。

5．放松动作。带领幼儿做擦车、洗车的动作。

大班健康安全教案篇七

1、知道水对人体的作用以及有关喝水的一些知识。

2、懂得在平时的生活中要少喝饮料多喝水。

3、初步了解并养成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

实物投影仪、水、饮料等，有关什么时候喝水的图片，a、b字



母卡等

1、引入课题，知道人体需要水。

〈1〉教师提问：我们喝的水到哪里去了？

〈2〉通过观察实物投影知道人体的各个部位都有水。

2、知道水对人体的一些作用

〈1〉引导提问：我们人体各个部位都需要水，假如我们不喝
水会怎么样呢？

〈2〉幼儿交流表述。

〈3〉教师小结水对人体的作用。

3、了解有关喝水的一些知识

〈1〉了解人一天大概要喝的水量。

〈2〉提问：那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喝水？

〈3〉师：并不是什么水都可以喝，那什么水我们不能喝？

〈4〉懂得在平时的生活中要少喝饮料多喝水

4、游戏巩固，引导幼儿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幼儿玩a、b竞猜游戏

〈1〉早上起来我们应该：

（a）喝一杯水



（b）喝一杯饮料

〈2〉平时我们应该这样做：

（a）只是口渴要喝水

（b）不渴也要喝水

〈3〉我们人身上什么地方有水：

（a）各个部分都有水

（b）就血液里有水

〈4〉下的雨水：

（a）是可以喝的

（b）不能喝

5、拓展活动：给植物浇水

师：生活中除了人要喝水，动物、植物也要喝水，但它们也
应该喝适量的水。幼儿给植物浇水，活动结束。

大班健康安全教案篇八

活动目标：

1、了解严重的地震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危害。

2、了解地震发生的原因以及发生地震时的一些现象。

3、知道发生地震了不要惊慌，树立自救意识。



4、初步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5、知道在发生危险时如何自救。

活动准备：

《地震来了怎么办》ppt

活动过程：

一、导入，让幼儿观看地震录像，引出活动主题。

1、教师：老师今天带来了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教师：刚才我们看到的画面，你们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
吗?(地震)

3、教师：你从哪些方面看出是地震?(教师引导幼儿从房屋破
坏、地面裂开、人员伤亡等方面进行描述。)

教师小结：视频里面的地面剧烈的摇晃，移动，房屋一间一
间的倒塌，人们纷纷窜逃，哭声喊声连成了一片。

二、引导幼儿理解地震的含义

教师小结：我们人类是生活在地球的表现叫地壳，地壳不是
静止不动的，他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总是不停的运动，为什么
我们感觉不到地壳在运动呢?那是因为他运动的慢，如果他运
动力气过大、过猛，地壳上的岩层就经受不住里的冲击发生
断裂，于是出现了地震!

三、结合ppt图片，了解地震所造成的危害。

1、教师：你们遇到过地震吗?你在哪里见过地震。



教师小结：我们这里没有发生过地震，但是在其他地方发生
过大地震比如我们中国唐山市在1976年发生过7.8级大地
震，20__年在汶川县发生了8级大地震，20__年玉树发生
了7.1级地震!20__年雅安发生7级地震。在国外也经常发生地
震。

2、教师：地震时有什么景象，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危
害!(老师结合图片讲述)老师这里收集了一些地震后的图片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

教师小结：地震了，会摧毁了所有的房屋，地震还造成了山
体滑坡;造成了桥梁中断;压死压伤了许多人;许许多多的人失
去了亲人，无家可归，也有许许多多的小朋友成了孤儿!

四、引导幼儿学习自救的方法!

师：如果发生地震我们该怎么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