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小班健康学科计划(精选6篇)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任务和目标，如学习、
工作、生活等。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制定计
划。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帮助我们更好地组
织和管理时间、资源和任务。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计
划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幼儿园小班健康学科计划篇一

一、指导思想和现状分析。

小班幼儿身体各个器官的生理机能尚未发育成熟，各个组织
都柔嫩，其身体素质还相当薄弱;同时，他们又处于生长发育
十分迅速的时期，这有利于幼儿培养发展良好的身体素质。
本班幼儿共38人，班上的`孩子年龄在三岁半—四岁半之间。
由于年龄上存在差异，以及在情感、遗传、爱好等的原因，
孩子的动作发展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别。所以，我们在实施健
康计划同时要根据以下指导思想：

1、《幼儿园指导纲要》(试行)中关于目标的论述：促进幼儿
身体正常发育和机能协调发展，增强体质。培养良好的生活
习惯、卫生习惯和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培养自信、友爱、
勇敢、守纪律等良好品质和行为习惯。

2、掌握幼儿身心发展规律，重视幼儿动作发展的辅导。0—6
岁是儿童动作发展的关键期。最初始的动作和基础性的动作
都是在这个时期学会。儿童的基本动作都要经过练习帮助其
掌握，指导孩子掌握动作要求一定的技术。有目标、有计划
地分步训练。

二、健康教育目标：

1、引导幼儿积极主动地参加集体活动，在集体生活中保持安



定、愉快的情绪。

2、练习和改进幼儿走、跑、跳、投掷、平衡、钻爬、等基本
动作，帮助幼儿掌握有关的粗浅知识，使其动作灵敏、协调、
姿势正确。

3、培养幼儿在体育活动中团结合作、遵守规则、勇敢竞争、
不怕挫折等良好品质。

4、教给幼儿有关基本体操和队列、队形变化的简单知识和技
能，逐步提高幼儿的做操兴趣和能力，发展幼儿的空间概念。

三、具体内容：

(一)体能方面

1、能运用各项基本动作做游戏指定范围内走和跑;四散走和
跑;在直线、曲线上走和跑;双脚向上跳、投掷、爬行等。

2、基本体操会听音乐做模仿操;会一个跟一个排队;会一个跟
一个走圈。

3、体育器械的运用及操作会玩滑梯、荡椅、攀登架等大型体
育体育器材;会滚球、传球;会骑三轮车等。

4、愿意参加各项体育活动及游戏。

(二)良好生活、卫生习惯

1、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会愉快进餐，不挑食，初步培养良好
进餐习惯;会主动喝水，初步懂得不吃零食的道理;能按时睡
觉、起床、进餐等;不害怕健康检查和预防接种，生病时愿意
接受治疗。

2、生活卫生习惯的培养会保持身体各部位的清洁卫生、学会



盥洗方法;会使用自己的毛巾、杯子;能保持周围环境清洁、
初步知道环保的意义;认识身体器官的名称及作用，初步了解
保护方法;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时间。

幼儿园小班健康学科计划篇二

本班幼儿共30人，男孩13人，女孩17人，大部分孩子在入我
园前已在其它幼儿园入读。其中本学期新插班7人。班上的孩
子年龄在三岁半—四岁半之间。由于年龄上存在差异，以及
在情感、遗传、爱好等的原因，孩子的动作发展方面也有一
定的差别。如：李翌、梁雅、胡若杰等动作较为协调、灵敏。
而黄浩洋、李沛、黄磊等幼儿的灵活性相对差些。本班孩子
平衡能力发展好，大部分的孩子已掌握走、跑、跳、钻的动
作技能。能听口令、信号做相应的动作。本班孩子活泼好动，
喜欢与同伴游戏，模仿性强，仍有的孩子自制能力差，在游
戏时存在争执、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行为。

（一）《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关于教育目标的
论述：促进幼儿身体正常发育和机能协调发展，增强体质。
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和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培
养自信、友爱、勇敢、守纪律等良好品质和行为习惯。

（二）掌握幼儿身心发展规律，重视幼儿动作发展的辅
导。0—6岁是儿童动作发展的关键期。最初始的动作和基础
性的动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学会。儿童的基本动作都要经过练
习帮助其掌握，指导孩子掌握动作要求一定的技术。有目标、
有计划地分步训练。

1、引导幼儿积极主动地参加集体活动，在集体生活中保持安
定、愉快的情绪。

2、练习和改进幼儿走、跑、跳、投掷、平衡、钻爬、等基本
动作，帮助幼儿掌握有关的粗浅知识，使其动作灵敏、协调、
姿势正确。



3、培养幼儿在体育活动中团结合作、遵守规则、勇敢竞争、
不怕挫折等良好品质。

4、教给幼儿有关基本体操和队列、队形变化的简单知识和技
能，逐步提高幼儿的做操兴趣和能力，发展幼儿的空间概念。

1、能单手自然地将沙包投向前方。

2、能手膝着地（垫）自然协调向前爬。

3、初步学习滚球、踢球、拍球及向上抛塑料球。

4、能轻松自然地双脚同时向前跳、向上跳。

5、能在65—70厘米高的障碍物下钻来钻去。

6、能较轻松地双脚交替跳着走。

7、能在宽25厘米、高或斜高20厘米宽的平衡木或斜坡上走。

8、学习听音乐节拍做体能操。

9、能一个跟着一个走，走成一个大圆圈。

10、培养幼儿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能和老师一起收拾使用
过的体育器械。

幼儿园小班健康学科计划篇三

幼儿健康教育是以健康为目标，以卫生科学、体育科学为内
容的教育，也是向幼儿进行保护自己身体和促进心理健康的
教育。

小班幼儿身体各个器官的生理机能尚未发育成熟，各个组织
都柔嫩，其身体素质还相当薄弱;同时，他们又处于生长发育



十分迅速的时期，这有利于幼儿培养发展良好的身体素质。
教师为他们提供良好的保育和教育则有利于幼儿形成有益终
身的健康行为方式。

首先：在幼儿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必须丰富幼儿的健康知识，
教给幼儿促进和保持健康的方法行为，从而使幼儿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和体育锻炼习惯，可以用丰富的知识、
动作和行为练习、讲解示范、体育游戏，训练行为，培养习
惯等方式进行。

其次：在幼儿健康教育的过程中，要发挥健康教育的各种功
能。

1、结合日常生活进行日常生活每一个环节都有可以用来对幼
儿进行健康教育。例如：怎样上厕所，就可以随机进行;又例
如：自我保护意识和方法可通过户外游戏时进行渗透。体格
锻炼通过早操、体游、运动器材等进行……2、与其他学科结
合进行使其变得生动活泼，符合幼儿心理特点。例如：将健
康知识用儿歌形式传授等……最后：在培养幼儿健康行为过
程中，要集体与个别教育相结合。先针对群体进行教育，改
变整个群体的行为卫生习惯，来影响个体行为的形成，"大家
都这样，我也要这样"。再针对个别特殊幼儿多提醒、多关心、
多指导，使整体幼儿获得全面的健康教育。

在制定本计划的最后，还要考虑到幼儿健康教育必须得到家
庭的积极配合，才能使幼儿健康教育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一)体能1、能运用各项基本动作做游戏指定范围内走和跑;
四散走和跑;在直线、曲线上走和跑;双脚向上跳、投掷、爬
行等。

2、基本体操会听音乐做模仿操;会一个跟一个排队;会一个跟
一个走圈。



3、体育器械的运用及操作会玩滑梯、荡椅、攀登架等大型体
育体育器材;会滚球、传球;会骑三轮车等。

4、愿意参加两浴(洗澡。洗头)5、愿意参加各项体育活动及
游戏(二)良好生活、卫生习惯1、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会愉快
进餐，不挑食，初步培养良好进餐习惯;会主动喝水，初步懂
得不吃零食的道理;能按时睡觉、起床、进餐等;不害怕健康
检查和预防接种，生病时愿意接受治疗。

2、生活卫生习惯的培养会保持身体各部位的清洁卫生、学会
盥洗方法;会使用自己的毛巾、杯子;能保持周围环境清洁、
初步知道环保的意义;认识身体器官的名称及作用，初步了解
保护方法;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时间。

(三)自我保护了解过马路、坐车、玩户外活动器材时要注意
安全;帮助幼儿了解生活起居方面的安全知识;知道不把异物
放入耳、鼻、口内;知道不轻信陌生人的道理。在制定本计划
的最后，还要考虑到幼儿健康教育必须得到家庭的积极配合，
才能使幼儿健康教育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幼儿园小班健康学科计划篇四

指导思想

幼儿时期是智力开发的起点，也是培养幼儿良好品德、行为
习惯的重要的时期，对幼儿进行初步的道德起点，道德情感
的教育和训练，是幼儿教育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此，
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新《纲要》的要求，结合五大领域的
教学活动和日常活动，向幼儿渗透社会教育，全面提高我们
班的幼儿思想素质，促进幼儿健康和谐的发展，特制定此计
划。

班级情况情况：



本期我班插入新生20名,平均年龄在三岁左右本班本期增加新
生幼儿二十名，孩子们平均年龄在三岁左右,有的小孩已经上
了一期的小班，所以很快就适应了新学期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情绪稳定，能够正常地开展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但有部分孩
子是第一次上幼儿园,情绪激动有哭闹现象，本班的薄弱环节
是生活活动指导方面有所欠缺；幼儿自我服务能力普遍较低，
穿衣、系裤；饭前洗手、饭后擦嘴和漱口的常规仍要老师不
断提醒；整理玩具的常规有所欠缺。幼儿社会交往中，喜欢
以自我为中心，活动中表现出任性、自私的一面，针对以上
情况，本学期我班将重提高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和语言表达
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加强社会交往行为,班内三位老师将齐心
协力从薄弱环节着手，加强对幼儿的指导和教育。

教学目标：

情感目标

1、有安全意识,懂得自我保护。

2、感受在集体活动中的乐趣。

3、知道在活动中大家要遵守规则。

4、体验故事情节中蝌蚪与妈妈的情感。

能力目标

1、尝试钻过障碍物,身体动作灵活。

2在一定范围内四散追跑，在跑动过程中注意躲闪，避免碰撞。

3、能两人手拉手完成走、跳等动作。

4、练习用圈带球走，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和手眼协调能里。



认知目标

1、知道在游戏中努力控制与同伴身体碰撞时的力度。

2、知道在游戏中主动站散点进行游戏。

3、了解水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懂得保护水资源和节约用水的
意义。

4、了解睡眠的意义，知道正确的睡眠方法。

实现目标的措施

在小班应注重集体活动的生活化和游戏化。既要结合幼儿的
现实生活组织教育活动、又要重复利用游戏手段开展教育活
动是；教学、游戏和生活的结合。小班社会领域教育的方法
以生活时间性的方法为主，此外，观察和参观也是小班社会
学习的方法，角色扮演法在小班社会学习中有特殊的意义，
它是创设现实社会中的某些情境让幼儿搬演一定会角色。

幼儿园小班健康学科计划篇五

健康教育就是学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本学期我将继续
以“健康第一”为宗旨，扎实开展体育卫生健康活动，培养
学生的各种有益于自身、社会和全民族健康的行为和习惯，
提高卫生科学知识水平，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发育，为学生
一生的健康奠定基础，健康教育教学计划。

二、教学目标

1、让每位学生拥有健康身心，情绪愉快，知道快乐益于身心
健康。

2、充分利用每周一次的卫生知识、健康教育课，加强对学生



的疾病防治及良好的卫生习惯教育。

3、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形成尊重生命、爱惜健康的态度，进
而尊重关怀他人的生命与健康，为学生的终身幸福和终身发
展奠定基础。

4、培养学生从小养成简朴的生活习惯，不奢华、不浪费，以
简单为快乐。

5、了解碘缺乏病的症状及危害，清楚地方性氟中毒病的有关
知识及危害。

三、教学措施

1、培养学生自觉参与课间活动，保持充沛的精力，上好每节
课。利用各种检查、竞赛促进学生行为习惯的形成。

2、教学时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如挂图、模型、表演等激发学
生兴趣，巩固教学效果，促进能力的培养。

3、联系学生实际，对学生进行心里健康教育，教育学生团结
协助，尊敬师长，让学生热爱体育，热爱生活。

四、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贴近学生的生活，从选编课文到设计联系，从内容
安排到呈现方式及版式设计都有极强的创新意识，让人感到
耳目一新。全册共有课十篇，该教材符合新的教学理念，能
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在快乐中健康成长。

五、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就是教育学生遵守学校常规，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爱心，
引导学生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喜欢在大自然中活动。



难点就是让每一位学生都健康快乐地成长，并有爱心，能互
相帮助，不论就是在学习，还就是在生活中都就是快乐的小
天使。

六、实施措施

1、钻研教材，了解学生，突出重点、难点，认真备好每一节
课。

2、课堂教学形式非常灵活多样，激发学生的兴趣，寓教于乐，
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在快乐中健康成长。

3、精心设计每一个问题和每一个活动，及时鼓励学生，帮助
树立信心。

4、学习活动中，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七、教学进度

表格略

加强学生的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强壮的体格，健康的生理和
心理，培养学生勇敢顽强的毅力，艰苦奋斗，团结合作的精
神，就是我们教师的职责，为此，我将奋斗!

幼儿园小班健康学科计划篇六

小班幼儿身体各个器官的生理机能尚未发育成熟，各个组织
都柔嫩，其身体素质还相当薄弱；同时，他们又处于生长发
育十分迅速的时期，这有利于幼儿培养发展良好的身体素质。
本班幼儿共38人，班上的`孩子年龄在三岁半—四岁半之间。
由于年龄上存在差异，以及在情感、遗传、爱好等的原因，
孩子的动作发展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别。所以，我们在实施健
康计划同时要根据以下指导思想：



1、《幼儿园指导纲要》（试行）中关于目标的论述：促进幼
儿身体正常发育和机能协调发展，增强体质。培养良好的生
活习惯、卫生习惯和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培养自信、友爱、
勇敢、守纪律等良好品质和行为习惯。

2、掌握幼儿身心发展规律，重视幼儿动作发展的辅导。0—6
岁是儿童动作发展的关键期。最初始的动作和基础性的动作
都是在这个时期学会。儿童的基本动作都要经过练习帮助其
掌握，指导孩子掌握动作要求一定的技术。有目标、有计划
地分步训练。

1、引导幼儿积极主动地参加集体活动，在集体生活中保持安
定、愉快的情绪。

2、练习和改进幼儿走、跑、跳、投掷、平衡、钻爬、等基本
动作，帮助幼儿掌握有关的粗浅知识，使其动作灵敏、协调、
姿势正确。

3、培养幼儿在体育活动中团结合作、遵守规则、勇敢竞争、
不怕挫折等良好品质。

4、教给幼儿有关基本体操和队列、队形变化的简单知识和技
能，逐步提高幼儿的做操兴趣和能力，发展幼儿的空间概念。

（一）体能方面

1、能运用各项基本动作做游戏指定范围内走和跑；四散走和
跑；在直线、曲线上走和跑；双脚向上跳、投掷、爬行等。

2、基本体操会听音乐做模仿操；会一个跟一个排队；会一个
跟一个走圈。

3、体育器械的运用及操作会玩滑梯、荡椅、攀登架等大型体
育体育器材；会滚球、传球；会骑三轮车等。



4、愿意参加各项体育活动及游戏。

（二）良好生活、卫生习惯

1、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会愉快进餐，不挑食，初步培养良好
进餐习惯；会主动喝水，初步懂得不吃零食的道理；能按时
睡觉、起床、进餐等；不害怕健康检查和预防接种，生病时
愿意接受治疗。

2、生活卫生习惯的培养会保持身体各部位的清洁卫生、学会
盥洗方法；会使用自己的毛巾、杯子；能保持周围环境清洁、
初步知道环保的意义；认识身体器官的名称及作用，初步了
解保护方法；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