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健康教育教案 幼儿园健康教
案(优质9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家想知
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
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幼儿园健康教育教案篇一

1、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2、锻炼幼儿的反应能力，增强幼儿手腕关节的灵活性和幼儿
的跳跃能力。

1、画好的`苍蝇若干（吊起来幼儿可跳起来拍、幼儿可用线
拖拽）。

2、苍蝇拍若干。

1、情景表演

――教师拿苍蝇拍，小声跟幼儿说：嘘！那边有只苍蝇，我
要去打苍蝇了。

――教师启发幼儿一起寻找苍蝇。

――找到苍蝇，教师示意幼儿安静别把苍蝇吵跑了，接着教
师打苍蝇，并把打死的苍蝇用纸包起扔到垃圾桶里。

2、谈话交流



――教师：我们为什么要把苍蝇打死？

幼儿：苍蝇不讲卫生。

――教师为幼儿补充（苍蝇会给我们带来病菌和传染病）

3、游戏体验

――幼儿：我们要打死他们（把他们消灭掉）

幼儿每人拿一个苍蝇拍，对准悬挂的苍蝇，进行拍苍蝇游戏。
（游戏过程中，教师要提醒幼儿看准了再打，不能乱打，那
样就会把苍蝇吓跑）

两个幼儿配合，一个幼儿手牵着拴有苍蝇的线，另一名幼儿
手拿苍蝇拍拍苍蝇。（游戏过程中，教师要提醒牵着苍蝇线
的幼儿尽量不要让拍苍蝇的幼儿拍到自己手里牵着的苍蝇）

4、展示成果

展示拍死的苍蝇，幼儿一起欢呼把又大又可恶的苍蝇拍死。

鼓励幼儿在家中也能勇敢地拍苍蝇。

幼儿园健康教育教案篇二

1、通过游戏掌握正确的游戏方法。

2、有一定的团队精神，能够鼓励同伴坚持到最后。

3、能够听口令活动，有规则意识。

1、各种树叶若干。

2、长绳两根、人手一本书。



1、说说我的叶子。

幼：我发现我们的叶子都不一样，我的是圆的，他的.是像扇
子一样的。

幼2：颜色都不一样，还有形状、大小都不一样。

2、我的叶子先落地

3、总结：为什么叶子落地有先后？

幼：因为我们的叶子都不一样，有的大就落下来快，小的就
飘啊飘落下来慢。

2、说游戏规则。

3、幼儿第一次游戏。

4、总结吹树叶的方法，请第一名幼儿示范如何吹才省时又省
力。

5、幼儿掌握方法后再次吹树叶比赛。

1、说规则。

2、幼儿比赛扇树叶。

3、教师示范简单有效果的方法。

4、幼儿再次比赛。

今天树叶在我们幼儿园开张的运动会很成功，它们让我感谢
你们，会教室休息。

大班健康活动《我能够》是幼儿园建构式教材上的一堂关于



幼儿形体游戏的活动。活动重点目标之一是定在让幼儿尝试
身体的各个部位的充分伸展.在实施的过程中,教师极力引导
幼儿充分的伸展身体，让幼儿体验到身体某部位被拉伸的感
觉，体验身体柔韧弯曲的感觉.但在活动中,教师忽略了以下
两个关键点:

1、关注目标的解读：教师对目标的解读能力决定了教师集体
教学的方向和质量。在建构式教材上，许多活动的目标十分
宽泛、灵活性较大，需要我们教师进一步进行解读和分解、
细化。在解读细化目标的过程中，明确活动的重点和难点，
并实施相应的教学策略进行解决。如本次活动中的主要目标
是尝试伸展身体部位，执教教师把伸展身体部位的具体目标
落实在幼儿柔韧性的表现上，整个活动虽然能够很好地围绕
这一目标开展，但是因为目标定位的片面性，可能也就间接
导致了幼儿活动的片面性。“伸展身体部位”除了在身体的
柔韧性上有一定要求外，还有对身体的延展性、动作的创造
性等等方面的要求。因此片面界定为感知“柔韧性”就颇为
片面了。

2、关注领域的特点：幼儿教学各个领域都有其教学特点，尤
其是户外健康活动，其涉及到外部环境场地、活动器材、教
师策略、活动密度等等，都与常规的室内活动有很大的区别，
因此教师在组织这类活动时因更加细致地考虑到这些细节问
题：如站队应该以横列为主，以拉近师生的距离；幼儿听讲
应该背对太阳，以减少阳光刺激烈带来的影响；活动器材提
供应该充分，以保证活动量与活动密度；活动规则应提前制
定，以保证幼儿注意力的集中等等。细致地考虑才能保证体
育教学活动正常、有序地开展。

幼儿园健康教育教案篇三

现在的家长普遍重视孩子的智力开发，但在生活上一手包办，
忽视孩子动手能力、自理能力的培养。针对这一现象，我们
进行了“幼儿自理能力的培养”的研究，设计了一系列相关



的生活活动来提高幼儿的动手能力、生活能力，促进幼儿全
面、健康地发展。

理解故事，记住短句“先绕一个圈，两头交叉绕一绕，拉拉
紧”。

《一双有蝴蝶结的鞋》故事图片，短绸带人手一根，幼儿鞋
带的鞋上幼儿园。

活动一：故事《一双有蝴蝶结的鞋》

1、教师有表情的完整讲述一遍故事。

2、结合挂图，教师边讲述边提问。

(1)开始，妈妈为什么不给佳佳买这双有蝴蝶结的鞋?

(2)佳佳是怎样学习扎蝴蝶结的?

(3)到了佳佳的生日，妈妈真的给她买了这双有蝴蝶结的鞋，
佳佳是怎样穿好这双这双鞋的?心里又是怎样想的?借此复习
前面的短句。

3、学扎蝴蝶结

发给幼儿人手一根短绸带，练习扎蝴蝶结。提醒幼儿根据短
句，运用正确的方法。先绕的两个圈要小一些，交叉的也要
小，不要拉紧容易拉过头。形不成蝴蝶结。

4、娱乐活动

幼儿互相帮助把蝴蝶结扎在食指上，颤动食指模仿蝴蝶飞动。

活动二：学系鞋



1、讨论：早上，爸爸妈妈是怎样给你系鞋带的?

2、请会系鞋带的幼儿表演一次，激发幼儿学习鞋带的愿望。

3、引导幼儿根据扎蝴蝶结的经验，学系鞋带。鼓励能力强的
幼儿帮助能力弱的幼儿，提醒幼儿一定要系紧鞋带，不然鞋
带容易散开。

4、比一比，谁的鞋带系得又快又好。

在区角中增设自理区，投放扎蝴蝶结的短绸或可穿鞋子的娃
娃，可让幼儿继续学习系鞋带。

本活动设计体现出以下特点：

1、循序渐进，巧妙过渡。系鞋带是一项幼儿较难掌握的技能，
练习时幼儿往往会因为枯燥难学而失去兴趣，扎漂亮的蝴蝶
结却是幼儿乐于学习的。该活动从让幼儿听故事开始，先学
主人公扎蝴蝶结，再迁移至学系鞋带，如此循序渐进，巧妙
过渡，幼儿愿意学，有兴趣学。

2、以语言指导行动，且贯穿整个学习活动。故事中的短句实
际上把系鞋带的方法具体详细地表达出来，而且念起来象儿
歌般朗朗上口，很有韵味，幼儿乐于接受。在整个活动进程
中，教师充分发挥了这一指导语的作用，受到了很好的效果。

3、教育、保教并重。活动一是一次正规的教育活动。活动二
则是保教方面的学习内容。整个活动，教育是为保教服务，
保育中又有教育的成分。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值得一提的是，最后的活动延伸非常必要，因为幼儿动手能
力、自理能力的提高，绝非一两次学习活动所能达到的，必
须在平时多次练习、巩固。



幼儿园健康教育教案篇四

1、知道不正确的坐、立、行、读的姿势会伤害自己的身体。

2、了解人体肋骨、脊柱骨的主要功能，懂得保护骨骼的健康。

挂图

养成正确的`坐、立、行、读的正确姿势。

1、结合x光胶片，引导幼儿了解肋骨和脊柱骨。

（1）请幼儿观察x光胶片，告诉幼儿肋骨与脊柱骨长在哪里。

（2）请幼儿找一找、摸一摸自己的肋骨和脊柱骨长在哪里。

2、教师与幼儿谈一谈这两处骨骼的作用。

3、教师引导幼儿讨论：我们应该怎样保护骨骼？

4、结合活动手册“谁的姿势正确”画页。巩固幼儿对正确的
坐、立、姿势的理解。

5、幼儿讨论

创设“哪些食物含钙多”的墙饰，激发幼儿搜集信息的兴趣，
有初步的营养意识，丰富相关经验。

幼儿园健康教育教案篇五

1、知道不正确的坐、立、行、读的姿势会伤害自己的`身体。

2、了解人体肋骨、脊柱骨的主要功能，懂得保护骨骼的健康。

挂图



养成正确的坐、立、行、读的正确姿势。

1、结合x光胶片，引导幼儿了解肋骨和脊柱骨。

（1）请幼儿观察x光胶片，告诉幼儿肋骨与脊柱骨长在哪里。

（2）请幼儿找一找、摸一摸自己的肋骨和脊柱骨长在哪里。

2、教师与幼儿谈一谈这两处骨骼的作用。

3、教师引导幼儿讨论：我们应该怎样保护骨骼？

4、结合活动手册“谁的姿势正确”画页。巩固幼儿对正确的
坐、立、姿势的理解。

5、幼儿讨论

创设“哪些食物含钙多”的墙饰，激发幼儿搜集信息的兴趣，
有初步的营养意识，丰富相关经验。

幼儿园健康教育教案篇六

1．通过讨论和教师的引导知道漱口可以清洁牙齿。

2．掌握正确的漱口方法和儿歌。

巧克力、镜子、杯子、水、脸盆等。

3、幼儿自由讨论清洁牙齿的方法。

4、教师总结：牙齿脏了可以用牙刷刷牙，也可以用漱口的办
法，可是幼儿园里没有牙刷，就让我们来漱口吧。

5、学习正确漱口的方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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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幼儿边念儿歌边学习正确漱口的方法。（空手模仿）

请个别幼儿听口令做动作。

集体听口令做动作。

6、漱口：幼儿拿好杯子喝水漱口，吐在脸盆里。

7、让在坐的老师看看谁的牙齿最干净。

8、我们今天学习了漱口的方法和漱口的儿歌，儿歌怎么说来？

9、除了吃完巧克力要漱口，还有什么东西吃完了也要漱口？

10、我们生活中，有那么多需要漱口的时候，以后可别忘了
用正确的方法漱口好吗？

幼儿园健康教育教案篇七

1、知道不正确的坐、立、行、读的姿势会伤害自己的身体。

2、了解人体肋骨、脊柱骨的`主要功能，懂得保护骨骼的健
康。

挂图

养成正确的坐、立、行、读的正确姿势。

1、结合x光胶片，引导幼儿了解肋骨和脊柱骨。

（1）请幼儿观察x光胶片，告诉幼儿肋骨与脊柱骨长在哪里。



（2）请幼儿找一找、摸一摸自己的肋骨和脊柱骨长在哪里。

2、教师与幼儿谈一谈这两处骨骼的作用。

3、教师引导幼儿讨论：我们应该怎样保护骨骼？

4、结合活动手册“谁的姿势正确”画页。巩固幼儿对正确的
坐、立、姿势的理解。

5、幼儿讨论

创设“哪些食物含钙多”的墙饰，激发幼儿搜集信息的兴趣，
有初步的营养意识，丰富相关经验。

幼儿园健康教育教案篇八

1、通过活动，使幼儿了解自己嘴巴的用处。

2、锻炼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3、教育幼儿学会爱护自己的嘴巴。

1、课件：声音

2、物品：吹 (小喇叭等)，唱 (话筒等)，吃 (糖果等)。

一、听听哪里发出的声音

1、请幼儿闭上眼睛，老师轻轻唱歌。

2、提问：你听到了什么？是从哪里发出的'声音？

二、嘴巴的用处

1、讨论：我们的嘴巴有什么用处呢？



2、幼儿根据平时的生活经验用语言表达出来。

三、幼儿游玩：嘴巴乐园

1、教师：你们想不想去嘴巴乐园去玩一玩呢，我们一起去好
吗？

引导幼儿去嘴巴乐园游玩，嘴巴乐园里有--音乐屋、食品屋
和玩具屋，

幼儿可以自由地去各个屋游玩，尝试用自己的嘴巴进行游戏。

2、幼儿游戏后，教师提问题让幼儿回答。

（1）谁想说一说你去了哪些地方游玩？你是怎样玩的？

(幼儿可以边示范边回答)。

（2）你还看到别人用嘴巴干什么？

3、教师小结：我们的嘴巴真有趣，又能吃来又能说，又能唱
来又能吹，所以我们要爱护它。

四、爱护自己的嘴巴

1、讨论：我们应该怎样爱护自己的嘴巴？

2、提问：什么东西不能放进嘴巴里呢？

坏苹果、发霉的食品、脏的东西都不能吃，吃了就会生病，
使人难受。

坚硬的东西不能放进嘴巴里，这样就会把嘴巴戳破的。

不能把手指放进嘴巴里，这样不卫生。



3、教师小结：嘴巴是我们人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好好爱
护它，

如果把嘴巴伤害了，人就会很痛苦。

幼儿园健康教育教案篇九

1、了解食品的一些卫生常识，明白不讲卫生和垃圾食品对人
体的危害。

2、在抢答的教学中，区分绿色食品和垃圾食品的种类。

3、乐意吃一些比较有营养的.绿色食品，并参与绿色食品游
戏赛。

1、一些和饮食卫生有关的图片若干。

2、幼儿用书人手一册，红色彩笔人手一支。

1、幼儿进行谈话教学：

1）教师：你喜欢吃什么食品？为什么？

2）教师将幼儿说的各类食品一一贴在黑板上或快速地画在黑
板上，并进行分类。

2、透过观察幼儿用书，了解注意饮食卫生的重要。

1）看图说说：图上的小朋友在做什么？想一想这样做对吗？
为什么？

2）观察画面，说说：这些小朋友怎样啦？他们为什么会生病？
例如：观察拉肚子的小朋友，说说：为什么他会拉肚子？
（吃蔬果不清洗，也没有洗手。）观察一名肥胖儿童：他为



什么会这么胖？（他吃的东西太多了、甜食吃多了、油腻的
食物吃多了）

3、引导幼儿参与讨论：吃什么食品比较好？什么样的食品要
少吃，为什么？

4、请幼儿在纸上记录绿色食品和垃圾食品。

教师请幼儿谈论自己记录的结果，并将记录的结果进行总的
汇合，找出最好的食品和最差的食品，并给以“绿色食品”和
“垃圾食品”的称号。

5、食品抢答，教师报出食品的.名称，请幼儿说出垃圾或绿
色食品。

1）教师：水果、蔬菜。幼儿：绿色食品；

2）教师：薯片、妙脆角、炸鸡腿。幼儿：垃圾食品。

6、引导幼儿评选出2个绿色食品。

教师请3位幼儿上来分别扮演3个绿色食品，并站成一排。开
展游戏《蹲一蹲》玩法：分别说出自己蹲和别人蹲，要接得
快。例如：有绿色实物：黄瓜、西红柿、青菜，第一个是黄
瓜说：“黄瓜蹲，黄瓜蹲，黄瓜蹲完了青菜蹲。”青菜听到
后，立即接上来说：“青菜蹲，青菜蹲，青菜蹲完了西红柿
蹲。”然后，继续接说说错了，就换人之后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