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垃圾分类教案五大领域(通用7
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大班垃圾分类教案五大领域篇一

（展示幼儿垃圾分类板）

师：谁愿意上来讲一讲你们一组是怎样分的？不可回收垃圾
有什么？可回收垃圾有什么？

师：其他小组有不同意见吗？（教师把有争议的垃圾实物卡
呈现出来。）

师：那这些垃圾到底是可回收还是不可回收呢，我们一起来
看一段视频，假如你能认真看，仔细听，也许就能找找到答
案。（观看视频）

大班垃圾分类教案五大领域篇二

1、了解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并能进行垃圾分类。

2、树立环保意识，养成分类处理垃圾的良好习惯。

视频、课件、幼儿收集的生活垃圾等等

一、对比照片，了解垃圾是哪里来的

二、结合图片，认识垃圾箱上的标记



1、幼儿讨论：如何清理公园的垃圾

2、结合图片，认识垃圾箱上的标记

3、播放视频，了解可回收垃圾与不可回收垃圾

4、幼儿讨论，哪些是可回收的哪些是不可回收的`垃圾

5、教师小结，垃圾分类摆放的好处

三、电脑游戏、操作活动，进行垃圾分类

1、电脑游戏，幼儿判断哪些是可回收哪些是不可回收垃圾

2、幼儿分散操作送垃圾

3、师生一起检查讲评幼儿垃圾分类情况

四、谈话小结，进行教育

鼓励幼儿在平时养成良好的习惯，能进行垃圾分类

大班垃圾分类教案五大领域篇三

1、让小朋友了解人们处理垃圾的一些方法。

2、增强小朋友的环境意识。

3、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1、要求小朋友时时刻刻记住不能乱扔垃圾，要丢进垃圾箱里。



2、让小朋友去影响周围的人及家里的人，知道垃圾对人们的
危害。

1、大篮子一个

2、每个小朋友从家里带来报纸、易拉罐，纸盒子，玻璃瓶等
废物品。

1、通过谈话，引导小朋友说出垃圾就是不要的东西或者没用
的东西。

2、告诉小朋友不要的垃圾要扔进垃圾箱里，如果我们每天都
要扔掉一些垃圾，地球上的垃圾越来越多，就会对我闪闪的
健康造成影响。

3、让小朋友知道人们把垃圾放进垃圾桶然后一环卫工人把它
运到垃圾场，进行处理。

4、引导小朋友给垃圾分类：

（1）可回收的垃圾有哪些？如塑料袋等。

（2）不可回收的垃圾有哪些？台果皮，烟头等。

（3）有害垃圾：如电池，应该放进专用垃圾箱，这样能防止
污染环境。

5、教育小朋友平时要爱护环境，不随便乱扔垃圾，争做“环
保小卫士”！

大班垃圾分类教案五大领域篇四

农村幼儿卫生习惯较差，大班的孩子很多，虽经常强调，但
随手乱扔的现象仍较普遍，有的孩子即使在幼儿园里会注意



不乱扔，但走出校园就开始不自觉了，在他们回家的路上，
经常会看到土埂上的白色面包袋，水田里的零食包装袋、泡
沫餐盒等，究其原因，除了成人的影响以外，更多的是他们
没有真正认识到乱扔是不好的行为以及乱扔的后果，由此我
设计了这次活动。

1、让幼儿认识身边的垃圾，知道不能乱扔垃圾。

2、知道垃圾会污染环境，影响身体健康，培养幼儿保持环境
清洁的习惯。

3、感受到脏乱环境的弊端和清洁环境不同的美。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重点：认识常见的垃圾，不随手乱扔垃圾。

难点：知道垃圾会污染环境，让幼儿保持环境清洁从动手捡
拾垃圾开始。

1、图片、课件。

2、寻找观察了身边周围清洁和脏乱的不同环境。

3、幼儿自制装垃圾用的纸袋。

一．教师操作课件，引导幼儿认识什么是垃圾，它们都是从
哪里来的。

1、 “香蕉、苹果等吃剩下的皮、果核就变成了垃圾。”

2、 “用完的电池、喝完的酒瓶、写完的作业本乱扔掉就是
垃圾。”



二．教师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讨论并指出图片中有哪些是生
活垃圾，看到脏乱的环境和清洁的环境有什么不同感觉。

1、 “吃剩的瓜子壳，倒掉的饭菜、鱼刺、骨头，做饭剩下
的蛋壳、菜皮，各种零食的包装袋，各种废旧塑料袋、纸屑、
纸杯、易拉罐等都是垃圾。”

2、 “周围的邻居、路上的行人、车上的乘客、风景区的游
客等如果把垃圾乱扔，就会把各个地方弄得又脏又乱。”

3、 “你们看到又脏又乱的地方有什么感觉？看到清洁干净
的地方又是什么感觉？”引导幼儿说说自己的感受。

三．引导幼儿讨论怎样才能不乱扔垃圾。

1、 “在家里你把垃圾扔在什么地方？”（垃圾桶里，院子
的角落里，簸箕里的，塑料袋里等。）

2、 “如果你在田边、土埂上、马路上、校园里发现了零食
袋、废纸、瓜果皮怎么办呢？”（拾起来，找找附近的垃圾
桶，扔到桶里；捡回家，扔到簸箕里……）

3、 “你在放学路上，出去玩的时候吃了香蕉、瓜子、面包、
饮料等后的香蕉皮、瓜子壳、包装纸、饮料盒等都丢在哪里
呢？”（带回家扔到垃圾桶里）

4、 “你在路上、水田边、汽车和火车上、船上有了垃圾后
怎么办呢？能不能乱扔？”（放在口袋里带回家，扔在车上
和船上的垃圾桶里，不能扔在路边、田里、车窗外、河里。）

5、 “你看到有人乱扔垃圾怎么办？”（告诉他不要乱扔垃
圾，请他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

6、 “垃圾最后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们要少用或不用塑



料袋装垃圾？”（大部分的垃圾最后都被埋入了土里，塑料
袋埋入土里很久很久都不会腐烂。）

四．组织幼儿“我爱清洁”的实践活动。

寻找教室里，走廊上，操场等幼儿园各个地方，把垃圾捡入
自己制作的垃圾袋中，最后扔到垃圾桶里，强调活动安全。

五．组织幼儿洗手，教师总结、评价。

六．活动延伸：

1、装饰自制的垃圾袋，让垃圾桶变得美丽。

2、提醒幼儿随时注意保持身边环境清洁，不乱扔垃圾，引导
幼儿制作“垃圾的分类”图。

3、把垃圾变废为宝，引导幼儿用挂历、纸杯、果冻盒、饮料
瓶等废旧材料自制玩具，装饰班级。

1．在准备活动前，开始是想让幼儿自备塑料袋作为垃圾袋的，
因为那样会较为方便，但考虑到塑料袋自身也是一种白色垃
圾，所以在课前组织幼儿自制了纸质的垃圾袋。

2．在引导幼儿讨论身边看到的垃圾时，在家里、马路上、水
田边、土埂上是他们有生活经验的，幼儿的的回答较积极，
而在火车上、船上是离他们生活较远的，要特别告诉幼儿车
上和船上也有垃圾桶，别把垃圾扔出车窗外和水里。

3．幼儿对“垃圾都到哪里去了”感到好奇，如果这里采用图
片或课件向幼儿展示垃圾的处理和降解程度，幼儿对环保的
认识会更深些。

4．整个活动始终围绕目标进行，幼儿对垃圾和保持环境清洁
有了一定的认识，讨论内容较多，但都是他们常见的，活动



氛围较好。

5．实践活动较活跃，幼儿参与度高。

大班垃圾分类教案五大领域篇五

1、使学生了解实行垃圾分类的意义及方法，树立正确的环境
保护意识，并在生活中学会垃圾分类，形成习惯。

2、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

1、引题：“为什么说垃圾是资源？”

2、引发学生思考并讨论：垃圾，只有在混在一起的时候才是
垃圾，一旦分类回收就都是宝贝，就连那种被成为微型杀手
的`废电池也是可以被化害为利的。垃圾中蕴藏着丰富的可回
用资源。市民丢弃的生活垃圾中，大部分是有机垃圾（厨余
垃圾、果皮等），另外纸张、塑料、玻璃、金属等也占有相
当的比例。

据统计，目前生活垃圾中约70%为厨余垃圾、果皮等有机垃圾，
20%为废纸、塑料类，约4%为玻璃，剩余的为金属、布类等。
因此，其中的大部分物质都具有被资源化利用的可能，合理
加以开发利用就能变废为宝。

3、学生进行分组讨论：为什么要实行垃圾分类？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扔出许多垃圾，您知道这些垃圾它们到
哪里去了吗？它们通常是先被送到堆放场，然后再送去填埋。
垃圾填埋的费用是高昂的，处理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200元至
元人民币。

据统计，1979年全国城市垃圾的清运量是2500多万吨，1996
年城市垃圾的清运费是1.16元/吨，是1979年的4倍。



4、各组讨论后，开始全班交流，每组代表向全班同学介绍

本组的讨论结果。针对学生提出的“白色污染”，“乱倒剩
饭菜”，“大量的生活垃圾”，“乱扔废弃物”等身边的环
境破坏问题。

对学生谈到自己在学校参与垃圾分类以及在家中减少生活垃
圾，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等的经过与体会，教师应给予肯定和
鼓励。

5、什么是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是指按照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以及对
环境的影响，并根据不同处置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
若干种类。

垃圾分类收集是指垃圾按其可处置的性能或可利用的价值而
分别收集的方式，其目的是为资源回收和后续处置带来便利。

6、应怎样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

在分类时，应将分为四类存放和弃置：

第一类是可回收垃圾，包括纸、织物、橡胶、塑料、金属、
玻璃等；

第二类是厨余垃圾：包括菜叶、菜根、果皮、骨头、花草等；

第三类是其他垃圾：是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毒有害垃
圾以外的其他垃圾。

第四类是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荧光灯管、水银温度
计、油漆桶、过期药品、化妆品等。

7、分类收集容器——颜色和标识



红色：用于投放有毒有害的垃圾。

蓝色：用于投放可回收的垃圾。

绿色：用于投放厨余垃圾。

灰色：用于投放其他垃圾。

8、我国有哪些城市正在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为贯彻实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办法》和《城市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2000年建设部特选了8个条件
相对成熟的城市，作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试点，这8个
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桂
林。其中北京的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始于1996年。

9、教师进行总结时。

大班垃圾分类教案五大领域篇六

（问题情景导入）

师：小朋友，废弃的小电池应该放在哪个垃圾箱里呢？

（出示有害垃圾标志）

师：有害垃圾标志是什么颜色？上面有什么图案？

师：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哪些有害垃圾呢？

教师小结:生活中还有一些有害垃圾。如：过期药品、化妆品、
电灯泡、油漆桶等它们都应该放进有害垃圾标记的垃圾箱里。



大班垃圾分类教案五大领域篇七

有益的学习经验：

学习如何进行垃圾分类，懂得垃圾分类的常识。

准备：

不同色的塑料桶或唐瓷桶四个（红、绿、蓝、白）、分类标签
（金属、玻璃、塑料，有机物）、一袋准备扔掉的垃圾（纸
盒、玻璃瓶、塑料袋、果皮果壳、易拉罐等物）。

活动与指导：

1、提议：垃圾分类很重要，可以把有用的垃圾回收，还可以
减轻垃圾场工作人员的劳动量，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今
天我们也来学一学垃圾分类吧。

2、出示一袋垃圾，通过提问引导幼儿分类。

（1）请小朋友按自己的想法把这袋垃圾里的物品进行分类，
说说分类的理由。教师根据其分类情况给予肯有或建议。引
导孩子们发现其中哪些是易燃的？（纸、果、壳、塑料）哪
些是不易燃的？（玻璃瓶、易拉罐）易燃物中哪些是对土地
无危害的？（纸、果壳）哪些是有危害的？（塑料），最后
分出四种情况：有机物、金属、玻璃、塑料。

（2）请幼儿把这些垃圾和分类标签对位。

（3）请幼儿议论哪些颜色的桶适合放哪类东西？教师引导幼
儿发现下面的对应关系：绿色——有机物；白色——塑料；
蓝色——玻璃；红色——金属。然后将分类签贴于桶上。

3、考查幼儿对分类知识的掌握。



教师提供若干物品，请幼儿说出应扔到哪里。大家做判断。

4、把垃圾分类桶放置固定角，提示幼儿这样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