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护洱海班会教案(实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保护洱海班会教案篇一

大家好！

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好朋友是不能杀害的，我们应该竭力
保护它们，何况现在它们已经越来越稀少了。

世界上有许多野生动物都濒临着灭绝的危险，这又是谁的错
呢?人类，是人类！假如人类不去乱砍伐树木，动物们就不
会“无家可归”；假如人类不对大自然下“狠手”，动物们
也不会这么快消失的……人类吃野生动物，得了许多疾病；
人类使一种动物灭绝，导致多种动物灭绝，人类也就受到印
象。总之，肇事者是人类，最后的受害者也是人类。在xx大
屠杀中，许多被保护的羚羊惨遭厄运；现在东北虎的生存空
间已经不够，人类破坏了它们的家园；大熊猫是人类皆知的
动物，虽然它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可有
谁能预测它们还能活多久呢?……种种“案件”表明罪魁祸首
就是人类。

动物们是保护地球的一根根链条，就算它们不是珍稀动物、
国家级保护动物，我们都有责任去保护它们，而不是破坏它
们的生存空间。它们是支撑地球生命的铁环，如果这根铁环
中少了一种动物，那链条随时可能断裂，人类也就随时会灭
亡。到了那时，就算你再怎么有钱，再怎么有权，也挽回不
了你的生命呀！小xx说的对：“钱乃身外之物”，你用你的
钱财去吃野生动物的原因就是让别人知道你是大富翁。这样



做就大错特错了，吃野生动物不仅对自己无利、对别人有害，
国家还严刑惩罚呢！真是害人又害己呀！

倡议人：xxx

20xx年x月x日

保护洱海班会教案篇二

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好朋友是不能杀害的，我们应该竭力
保护它们，何况现在它们已经越来越稀少了。

世界上有许多野生动物都濒临着灭绝的危险，这又是谁的错
呢?人类，是人类!假如人类不去乱砍伐树木，动物们就不
会“无家可归”;假如人类不对大自然下“狠手”，动物们也
不会这么快消失的……人类吃野生动物，得了许多疾病;人类
使一种动物灭绝，导致多种动物灭绝，人类也就受到印象。
总之，肇事者是人类，最后的受害者也是人类。

在南京大屠杀中，许多被保护的羚羊惨遭厄运;现在东北虎的
生存空间已经不够，人类破坏了它们的家园;大熊猫是人类皆
知的动物，虽然它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
可有谁能预测它们还能活多久呢?……种种“案件”表明罪魁
祸首就是人类。

动物们是保护地球的一根根链条，就算它们不是珍稀动物、
保护动物，我们都有责任去保护它们，而不是破坏它们的生
存空间。它们是支撑地球生命的铁环，如果这根铁环中少了
一种动物，那链条随时可能断裂，人类也就随时会灭亡。到
了那时，就算你再怎么有钱，再怎么有权，也挽回不了你的
生命呀!小沈阳说的对：“钱乃身外之物”，你用你的钱财去
吃野生动物的原因就是让别人知道你是大富翁。这样做就大
错特错了，吃野生动物不仅对自己无利、对别人有害，国家
还严刑惩罚呢!真是害人又害己呀!



倡议人：

20_年_月_日

保护洱海班会教案篇三

1、使学生了解近视的原因和保护视力的方法;

2、纠正学生不良用眼习惯和错误的做眼睛保健操动作;

3、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用眼卫生、认真做眼保健操和经常锻
炼身体的习惯。

1、眼看东西的奥秘。

2、近视眼及其发生机制。

3、中学生患近视的原因。

4、科学用眼，预防近视。

俗话讲：“眼睛是人的灵魂的天窗。”眼睛能使人获得丰富
的知识材料，观赏大自然的壮丽景色，表达内心的情感，体
现人的精神面帽貌，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器官。眼睛
是怎样看.见东西的呢?眼睛好像一架照相机，其中角膜和晶
状体相当于镜头，瞳孔相当于光圈，脉络膜相当于暗箱，视
网膜相当于底片。眼睛可使自然界的物体成图像，其道理和
物体在照相机形成倒像是一样的。当然，人体这双精巧的眼
睛比照相机不知要复杂和精密多少倍，不是几句话就能把它
的全貌讲清楚的。下面粗略介绍一下人眼成像的一段过程。
眼睛看东西全靠眼球(即眼珠)。眼球四周那层眼白叫巩膜，
巩膜是眼球的围墙，是不透光的。眼球前面开的那个透明的
窗口叫角膜，光线就从这里射向眼球。从角膜往里看，有一
层粽黑色的东西叫虹膜，它中间留有一个小孔叫瞳孔，让光



线通过。虹膜的作用跟窗户上的窗帘差不多，光线强烈刺眼
睛的时候，虹膜就遮上一点;光线看不清东西时候，虹膜就打
开一点。光线通过瞳孔后继续往里前进，穿过晶状体射到眼
底上，晶状体无色透明，呈扁圆形，像一个两面凸的镜片，
如同放大镜一般，有很强的聚光作用，能把物体射进来的光
线集中成影像。眼底上有一层薄膜叫视网膜，它能感受光的
刺激，并和视神经相联系。从角膜射进来的光线过了几关，
通过晶体集中成影像后，影的光刺激了视网膜，视网膜立即
把这个消息通过视神经报告给大脑。人就感觉到这个影像的
亮光，看清楚了物体。

1、正常眼的调节。正常人的眼通过调节作用，既能看清远方
的物体，也能看清近处的物体。看远方的物体时，眼睛不需
作任何调节，物像主很清楚;而看近处的物体时，只有通过调
节，使晶状体变凸、增厚，屈光度增大，才能看清物体。晶
状体变凸是由于限内睫状肌收缩，使悬吊晶状体的韧带(即晶
状体小韧带)放松而产生的。

2、近视眼及其发生机制。近视眼能看清近和物体，在看远处
的物体时，由于物像落在视网膜的前方，因此看不清楚。近
视可分为两种，一种叫调节性近视，也叫假性近视，另一种
叫轴性近视，也叫真性近视。中小学生的晶状体弹性强，调
节力大，当物体(如书本)距离眼睛很近时，也能看得清楚。
由于他们的读书习惯不好，或由于采光、照明条件不好，总
是把书本放得离眼睛很近，睫状肌总是处于收缩状态。久而
久之，睫状肌发生持续痉挛，一旦看远方物体时，睫状肌不
能放松，晶状体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扁平状态，这种情况就
是调节性近视。中、小学生的近视，绝大部分属于这一类型。
这时，如果注意保护视力，消除引起调节紧张的因素，视力
可以好转或恢复到正常。

3、患近视的原因

(1)眼睛与书本的距离太近，看书和写字姿势不正确，用眼时



间过长。我们知道，眼睛看近物体就需要调节，要使晶状体
的凸度增加，以增大屈光能力。如果看物体的时间太久，会
使晶状体长时间处于高度调节状态，引起睫状肌的疲劳。

(2)光线太弱或太暗，照明度不适合眼睛的要求。一般说来，
看书、写字所需的照明度应不低于100勒克斯。

(3)看书的姿势不正确，或看书的场所不恰当。有些少年儿童
喜欢躺着看书、坐车看书、走路看书。躺着看书，往往照明
不足，姿势歪斜，书本不易放正。为了看清字迹，必然把书
本放得较近，这就要加强眼睛的调节，增加眼睛的负担。如
果长期有这种不良的看书习惯，就容易造成近视。

(4)遗传倾向的存在，一般高度近视(6屈光度以上，俗称600
度)大都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但是，遗传因素引起的近视占
近视眼总数的比例较小。

近视眼是中小学的常见病，是造成视力不良的主要原因。预
防少年儿童近视眼，须从多方面着手，采取综合措施方能生
效。

1、控制看书时间一般说来，年龄越小，连续看书、写字的时
间应该越短。每当连续看书写字达到40-55分钟时，就应该休
息10分钟左右，看看天空的云朵(白天)或星星(晚上)，看看
远处的树木或建筑物，或者到室外散散步、做做游戏，让眼
睛得到休息。

2、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少年儿童看书、写字要养成正确的姿
势。要坐得端正用本不要竖立或平放，最好与桌面成30度-40
度角，使书本与视线垂直。眼睛和书本的距离保持一尺左右，
前胸与桌沿保持一拳距离。眼睛不要向左、右斜视，不要歪
扭着头写字，不要趴伏在桌上看书写字，更不要躺在床上看
书。



3、调节看书的光线家长和老师应给少年儿童创造良好的看书
写字的条件。在教室里集体晚自习，宜采用日光灯。在家中
个人晚自习，灯泡不应小于25瓦;最好采用局部照明，例如安
装台灯，灯口宜配有浅色灯罩，以免眼睛受白灯光的刺激。
光线应从左前方射来，避免被其它物体挡住或减弱光线。白
天看书写字宜在室内进行，靠近窗户，但又不应被阳光直接
照射着。

4、走路、乘车不要看书走路或乘车看书是引起近视的原因之
一。

5、加强营养和锻炼，增强体质。表面看来，加强营养的锻炼
身体，增强体质，似乎与视力无关。其实，这是预防近视的
重要措施之一。

6、坚持做眼保健操眼保健操，是采用祖国医学中的推拿、针
灸、穴位按摩等方法的原理而科学地制定的。通过近按摩穴
位，使弱的刺激引起条件反射，从而消除眼睛调节和集合的
紧张状态，并能加强眼部的营养和组织的新陈代谢，改善和
增进血液循环，维持眼睛的正常生理功能。

7、看电视时要注意保护视力看电视时，最好坐在电视机正中
前方，如坐在旁侧，其观察角度不应小于45度;人与电视机的
距离应是电视屏幕尺寸的5-7倍，一般宜在2米左右;电视机放
的高度宜与眼睛的水平线等高;要保持电视图像清晰和稳定，
不要太亮或太暗;看电视时室内最好开一支3瓦或5瓦的荧光灯，
其位置宜在观众后方，使场所不会太暗;每看40或60分钟电视，
要有一个短时间的闭目休息，或在电视节目交换的间歇时间
里，将视线挪开，看看周围的东西，起身做做别的事情，活
动一下身体，让眼睛得到休息。

8、多看绿色物体对眼睛有益当我们经过一阵紧张而繁忙的学
习之后，在窗口旁或走出室外，抬头眺望一下远处青绿色的
庄稼和树木，紧张的神经顿时觉得缓和下来，疲劳的眼睛随



之感到十分轻松。这不仅是因为望远处使眼睛的调节放松，
而且还在于青绿色对眼睛有缓和作用。

保护洱海班会教案篇四

当你漫步在绿树荫荫的森林，当你行走于青色一片的绿茵，
当你辗转于层恋叠峰之间……你是否想到如果能远远的听
到“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的鸟鸣，如果能看
见到穿梭于树中的小猴的身影，如果能遇到溪边饮水的小
鹿……那么，大自然会多么灵动，多么迷人。

谁不向往静谧的田园生活?谁不渴望每天看见蓝天白云?谁不
期待身边有鸟语花香?听着松涛低语，鸟鸣啾啾，看着苔藓绒
绒，树叶飘飘，伴着流水潺潺，鱼儿嬉戏，人都会陶醉其中。

伸出我们的双手，每年种上一棵树；

做一名保护野生动物的积极宣传者；

提倡不食用野生动物，树立饮食新风尚；

劝说、阻止伤害野生动物的人和事；

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让家乡的树更绿、天更蓝、水更美；

让大地处处充满生命的绿色；

让野生动物与我们人类在同一片蓝天下和谐地生活；

让我们携手共创21世纪人类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存的美好家园！



保护洱海班会教案篇五

通过给幼儿猜谜语,用讨论、说、看、亲身体验，使幼儿由感
受到体验，由浅入深；由理解、认同、到实践。对眼睛在自
己和他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有了较深刻的体会。学习了正确
的用眼常识，了解了不良的用眼习惯对眼睛的损坏，达到了
教学目标。

1、指导幼儿认识眼睛的重要作用和保护眼睛的方法。

2、懂得爱护眼睛。

3、培养幼儿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

4、教育幼儿养成清洁卫生的好习惯。

5、了解主要症状，懂得预防和治疗的自我保护意识。

1、怎样保护眼睛

2、如何培养幼儿良好用眼卫生习惯。

教学课件

1、用一则生动的谜语引入活动主题:上面毛，下面毛，中间
有颗黑葡萄。白天躲在草丛里,晚上急忙盖被子。（眼睛）

2、说说是怎么猜出来的：你怎么知道的?

3、引导认识眼睛的重要性：我们的眼睛重要吗？为什么重要？

4、体验失去眼睛后的不便：这么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了会怎
么样呢？

5、请幼儿用手遮住眼睛，说说感受。



引导幼儿初步认识眼睛的作用

眼睛可真了不起，但他也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受到伤害。

1、观看教学课件。提问：这个小朋友为什么要揉眼睛？她的
眼睛怎么了？

2、讨论：眼睛为什么会生病？（脏手揉眼睛，擦眼睛，看书
或看电视太疲劳，坐姿不端正）

3、播放教学课件引导幼儿判断哪些图是正确的，那些图是错
的，为什么？

讨论怎么样保护视力？

结束语：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让我们从现在起养成爱护眼睛
的好习惯，让每一个人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本次活动目标是：

1、指导幼儿认识眼睛的重要作用和保护眼睛的方法。

2、懂得爱护眼睛。

3、培养幼儿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

这节课我共分四方面来进行教学，首先让幼儿观察了解眼睛，
了解它的用途。用亲身体验的方式，知道眼睛的重要性。用
播放课件判断正误，了解不正确使用眼睛的害处。在播放课
件时，幼儿都能积极的举手告诉我这些行为的对错，从这里
可以看出幼儿对于这些东西是十分的熟悉的；并对它们的用
途也是比较了解的，大多数的幼儿一次就把所有答案都说出
来了，但是对于他们的共同之处幼儿的回答就不太完整，虽
然知道但是不能用一个较好的词语来进行概括，从这里我发
现我班幼儿在语言发展方面，词汇还是不够丰富需要加强。



在第二环节中主要让幼儿交流生活中使用眼睛不当造成伤害
的一些体会。幼儿都积极的说了一些自己使用过的不正确方
法。有躺着看书，在光线暗的地方看书等，幼儿的知识经验
还是较丰富的，有些我也没有马上想到，但是幼儿一下子就
联想到了，还对我说了很多发生在他们自己或者周围人身上
的一些伤害事故，从中不难看出现在的幼儿知识面还是比较
广的，他们都能对这些事情做出自己的评价，并进行分析，
了解受伤的原因。

第三环节幼儿积极讨论正确使用眼睛的方法。在说起做眼保
健操时有些幼儿口语表达不清楚，但动作就很位，我就让一
个幼儿做动作一个幼儿进行讲解，孩子们对这个方法很感兴
趣，都举手想参加，课堂的气氛非常热烈。当中有的幼儿示
范不够标准，或讲解不清楚的，其他幼儿还会进行指正，从
这里可以看出幼儿已经基本掌握了正确的使用方法，活动的
目标基本达到了！

通过上这节课，我知道我准备的还是不够充分，我听取了经
验丰富的老教师的建议，积极吸取经验，谦虚请教，让我学
到了不少知识，如果再让我上一次，我会努力学习，精心准
备，把课上的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