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户外活动教案 户外活动小班
切西瓜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教案书写有哪些
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
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小班户外活动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愿意在集体中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2、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努力做到不挑食，不偏食。

3、初步了解食物与健康的关系。

活动准备：

小狗和小狗妈妈的手偶。

活动目标：

一、导入活动

欣赏故事《好宝宝不挑食》，知道挑食的危害。

1、教师戴上手偶，讲述故事《好宝宝不挑食》，引导幼儿发
现挑食会对自己的身体有危害。

教师：小灰狗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是什么?

2、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幼儿了解，因为挑食，小灰狗越来越



瘦，身体也越来越差，所以差点儿被风吹跑了。

教师小结：小灰狗因为挑食，越来越瘦，身体越来越差，所
以差点儿被风吹跑了。

二、根据故事内容讨论

1、教师以故事中狗妈妈的口吻提问，小朋友有没有像小灰狗
那样的挑食习惯?

2、教师引导幼儿说说如何来帮助小灰狗改掉挑食的习惯。

教师：我们应该对小灰狗说什么?我们应该为小灰狗做些什
么?

3、教师小结：小朋友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身体需要各种
营养。如果挑食，就会使小朋友的身体缺少营养，最后像小
灰狗一样，长不高、长不大，浑身没有力气。

三、说一说、想一想

1、教师结合班上幼儿普遍挑食的情况，找出这些食物的图片，
帮助幼儿了解这些食物的营养价值。

教师：这些食物中哪些是你吃过的?哪些是你喜欢吃的?

教师：它们对小朋友有哪些营养价值呢?

小结：牛奶——是补充钙，让小朋友长得高而壮;鱼肉、羊
肝——让小朋友的眼睛更加明亮;肉——补充热量，让小朋友
更有劲儿。

活动反思：

小朋友入园将近一年，虽然老师每天吃饭都在强调不挑食，



但有些小朋友还是挑食，一会儿不吃青菜，一会儿不吃肉。
有的小朋友在老师的鼓励下，还能坚持把菜吃完，有的小朋
友就是把不要吃的菜放在桌上，桌上一片狼藉。我们班顾笑
语、汤俊琪特别挑食，所以这次活动着重针对这几个小朋友。

在故事提问时我特意我请了平时爱挑食的几个小朋友回答我
们应该对挑食的小灰狗说什么?我们应该为小灰狗做些什么?
从而让他们知道不挑食才能身体好。

活动下来，幼儿基本明白吃饭不挑食的道理，部分幼儿也表
示以后不挑食了。但饮食习惯不是很容易改变的，不挑食不
是靠语言来表达的，也不是靠一日之功，要循序渐进，用行
动来证明。

小班户外活动教案篇二

1、运用多种感官初步了解水果的基本特征，比较水果的不同。

2、尝试制作水果宝宝，乐意用简单的语言与老师、同伴交流。

3、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1、师生共同收集各种水果

2、各类水果切成小块以供幼儿品尝用

3、制作水果宝宝的各种辅助材料(糨糊、色纸、牙签等)



一、比较不同将水果放于桌上，请幼儿自由的摸一摸、闻一
闻、看一看，然后说说这些是什么水果?它们一样吗?哪里不
一样?(从外形、颜色等出发引导幼儿讨论)

二、制作水果宝宝

1、欣赏老师的作品：“瞧，变魔术啦!”师边说边逐一给水
果贴上五官，请幼儿跟着老师一起说说贴上去的是什么，分
辨位置)

2、鼓励幼儿自由选择材料制作水果宝宝。

三、展示

水果宝宝坐火车啦!(把作好的水果放入积木搭成的火车上)

数数坐了几个水果宝宝?它们都是谁?鼓励没完成的孩子继续
努力。

1、开展本活动之前应该有一个情感铺垫，调动起孩子们对水
果的喜爱之情。

2、在活动中应该让孩子自己动手的机会再多些。

3、应该让孩子们涂颜色数数，把美术知识更多地溶入数学课
堂，对提高孩子的兴趣更有利。

4、做个“找朋友”游戏会更好。

小班户外活动教案篇三

1、激发幼儿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

2、发展幼儿的平衡能力，培养规则意识。



3、练习在宽15——20厘米的'平行线中间走、跳跃、做模仿
动作。

1、音乐：动物狂欢节

2、场地平整，红色、黄色、蓝色小旗若干。

一、导入

1、音乐《动物狂欢节》，导入课题。

教师：小朋友，你们在这首音乐里听到了什么?

(启发幼儿想像很多的小动物们在狂欢)

2、教师：我们也一起去参加一个动物狂欢运动会好吗?

3、教师带领幼儿一起做热身运动。

二、展开

1、学习基本动作——单脚跳。

(1)启发幼儿单脚跳。

(2)教师示范讲解单脚跳的要领：

单腿弯曲，脚掌用力蹬地，两臂顺势配合向上跃起;

落地时，前脚掌先落地后过渡到全脚掌着地。

幼儿集体、个别练习单个跳、连续跳的基本动作。

(两腿交替进行练习)



2、游戏《小动物接力赛》

(1)幼儿呈四路纵队站在起跑线后。

(2)教师讲解示范游戏玩法：

老师口令发出后各队第一名小朋友出发，

从起点到第一面小旗的路上，用双脚并拢跳跃前进的方式行
进;

到达红色小旗处，改换成双手握着脚裸走步的方式行进;

到达黄色小旗处，改换成单脚连续前进跳的方式前进;

到达蓝色小旗处，快速跑回起点，用右手拍击第二位小朋友
的右手后，站到队尾，

第二名小朋友才可以出发。

速度最快并按要求完成接力的一队获胜。

(3)幼儿游戏3次。教师随时指导。

三、结束

教师与幼儿坐在地上，拍拍肩，锤锤腿，清轻松愉快的进行
放松运动。

小班户外活动教案篇四

体育活动——夹包连续跳

1、教会幼儿夹包跳动作，培养幼儿的弹跳力和动作的协调性。



2、培养幼儿与同伴的相互合作能力。

3、发展幼儿创造性。

1、沙袋(数目与幼儿人数相等)。

2、组号牌六个(分别为第一组，第二组……)。

3、开阔的场地可供幼儿游戏。

1、小朋友们听口令：整队：请小朋友双手平举一个直臂的距
离。

稍息，立正，向右看，放下。

2、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准备运动，准备：头部运动：(四个
八拍，第三个八拍开始转头)，弹簧游戏，腰部运动，关节运动
(屈伸，屈伸)，跑步运动，放松吸气。

1、徒手练习(夹包跳)。

师：请小朋友站在梯形线上，看老师做个动作，小朋友观察
仔细，老师站在了起跑线边上，老师的两个动作有什么不一
样?(引导幼儿发现老师两次跳起落在的地方不一样)。

师：小结：小朋友观察的真仔细，老师第一次双脚跳起后双
脚落在了线后面，第二次跳起落在了线的前面。

师;请小朋友也站在起跳线边上，一起来来做做这个动作。

2、幼儿练习，指导幼儿练习。(引导幼儿不要双脚起跳落在
起跳点)。

3、夹包练习：幼儿依次取沙包在场地自由分散进行一物多玩
活动。



师：请小朋友猜猜今天老师要请大家玩什么?

师：请小朋友看看在线的左边有什么?(沙包)，那我们今天就
来玩沙包，请小朋友在篮子里每人拿一个沙包，站在线旁边
玩玩。听到老师口令立即回到起跑线上。

4、小结：刚才小朋友都在玩夹包跳，请你们来说说你们把沙
包夹在了什么位置?(请个别小朋友来回答)。

小结：有的小朋友把沙包夹在了脚的中间，有的小朋友把沙
包夹在了脚尖。好，沙包有两个位置可以夹。

5、那沙包夹在哪里才能用上力，请你们再试一试?一会把答
案告诉我。(第二次探索)。

师：你们都找到答案了，请你们一起告诉我，沙包夹在什么
位置可以用上劲?(夹在脚尖)。

6、老师示范：那现在我请一个小朋友来与老师比一比，看谁
夹包跳得远。(两次)。

师：谁夹得远(老师)。为什么老师夹包跳得远?(因为你是老
师)。

师：因为我是老师，我更有力气，这个你们说对了，那除了
这个，要让沙包夹得远，还有什么地方要用劲，你们仔细观
察了吗?(起小朋友说说)。

小结：刚才小朋友说手要用劲，腿要用劲，胳膊也要用劲，
还有一个答案你们没有找到。

7、引导幼儿知道沙包要夹的远脚腕要用劲甩出去。

老师示范：那就请小朋友看清楚，如果老师的这两只手就好
象是两只脚，请小朋友观察一下，还有什么地方要用劲。(脚



腕)。

师：哦，原来是脚腕还要用劲，脚尖夹紧沙包，用脚腕把沙
包甩出去。请小朋友再试一试，练习一下。

8、游戏部分“夹包连续跳”。

师：集合：看小朋友玩得都很开心，我们马上就要进行一个
比赛了，比赛是有规则的。请小朋友听清楚：

师：比赛分成六组进行，请第一组的小朋友站在第一赛道，
第二组的小朋友站在第二赛道。(整队站好六个纵队)。

规则：各队第一名小朋友夹着沙包连续往前跳，跳到前面的
横线处，把沙包夹起用力甩出去。然后捡起沙包从跑回把沙
包交给第二名小朋友的手中，接到沙包的小朋友马上接着进
行往前跳。依次进行，哪一组的小朋友先轮完那一组为胜。
获胜的那一组可以得到一面小红旗。看哪一组先获胜，得的
红旗多。

5、幼儿游戏，教师在旁边指导。

6、游戏反复进行两次。

1、最后做放松整理活动。

2、师：请小朋友找个好朋友手拉手。

3、小结活动情况下课！

小班户外活动教案篇五

在一次“自制器械”中，教师和家长做了许多的自制机械，
特别是沙包。幼儿人手一个，但我发现幼儿在玩沙包的时候，



都喜欢用手去玩沙包，却很少有幼儿用脚玩沙包，为此，我
设计了“夹包跳”活动引导孩子们用脚来玩沙包，利用沙包
来发展幼儿脚的夹、抛等能力。

1：能用双脚夹住沙包，用力跳起，向前抛沙包

2：发展双脚向上跳起，用力抛物的能力，动作协调、灵活

3：体验玩沙包和竞赛游戏的乐趣

1：能用双脚夹住沙包，用力跳起，向前抛沙包

2：发展双脚向上跳起，用力抛物的能力，动作协调、灵活

1：沙包、圈各1个

3：平衡木一个，椅子10把，垫子一块

4：音乐磁带、录音机、口各一个

5：场地准备

教师用简洁的语言，迅速将幼儿引入兔妈妈带着兔宝宝一起
锻炼身体的情景中，并用口哨和变化的s形队伍足赤幼儿进入
场地，使活动有情有景，富有游戏性，很好的调动幼儿的活
动热情。

教师：让我们来跳个舞吧，把沙包放在身体的左边当做萝卜，
（音乐起）师生共跳《小白兔》。

教师分层次引导幼儿探索沙包的各种玩法，逐步提出由易到
难的要求，重点引导幼儿用脚夹沙包，发展幼儿用脚夹、用
脚玩的能力。

“夹包跳”。



“投石进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