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餐后活动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
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大班餐后活动教案篇一

活动目标：

1、了解常用的家用电器的名称、用途。2、通过迁移生活经
验，共同讨论，获得安全使用家用电器的粗浅知识。3、活动
中能积极表述自己的意见，并认真倾听他人讲述。

活动准备：家用电器的图片、幼儿人手一册书。

活动过程：

一、逐一出示图片，引起幼儿兴趣。

师：这是什么?师：它们怎样才能工作，它们都需要什么?

师：许多小朋友的家里都有这些东西，他们都需要“电”才
能工作，所以它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家用电器”。

二、迁移生活经验，共同讨论安全使用家用电器的粗浅知识。

师：使用家用电器首先要做什么?师：通电源时要注意些什么
呢?

师：使用时将插头插在插座里使电器通上电源，但是在插插
头是要注意手不能碰到铜片，更不能把手伸进插孔中，这样
容易触电。



师：想一想，使用家用电器时，还要注意些什么?

师：老师这里还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们。(题目附后)

三、引导幼儿看书。

师：图上小朋友在干什么?这样做安全吗?为什么?

题目：

1、雷雨时最好不要使用家用电器，避免雷击损坏家用电器。

2、家用电器的周围不易潮湿，易发生漏电现象。

3、纸、书等易燃物不能长时间和电器放在一起，易发生火灾。

4、电器通电时不能用湿布擦。

5、使用热水器时，水烧开后最好将插头拔掉。

6、进行维修时一定要确定电源断开才可拆卸。

7、使用洗衣机时，要等到洗衣机的转桶停止，才能打开将手
放入。

8、电冰箱要定期清理里面的物品，并清除其中的味道，保证
食品的新鲜。

大班餐后活动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水灾发生时自救方法，提高保护自己的能力。

2、有环保意识，乐意为周围的绿化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活动重点：了解洪水发生的原因

难点：掌握自救的方法

活动准备

教学挂图(水灾的危害)

活动过程：

1、以谈话导入主题

(1)、"小朋友想想如果我们这儿连续几天都下雨，感觉会是
怎样呢?有哪些不方便呢?"

"如果大雨连续不停的下，将会发生什么?"(幼儿交流)

(2)、看图片，了解水灾的危害性

"连续下大雨发生了什么事情?洪水给人们带来了哪些灾
难?"(教师和幼儿共同边看图片边交流)

2、交流感受和逃生方法

"看到这样的灾情你是怎样想的?"

"洪水来了我们可以怎样逃生自救?"发求救信号、抱住树木、
爬上屋顶)

3、了解洪水发生的原因

"现在为什么每年有特大洪水?"

"减少灾害天气有什么办法?"



(教师告诉幼儿植树造林、绿化环境与减少水灾之间的关系)

活动反思：

洪水对于我们这个地方来说是很少见的，人们对水灾逃生的
意识很浅，更别说逃生知识了那就是知之甚少。我做了充分
的准备，课堂效果很好。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课件的
充分运用，极大地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二是教师巧妙引导，
幼儿的思维得以最大限度地拓展;三是幼儿通过对课件的仔细
观察，对洪水灾害现象和如何进行自救表达的比较完整准确。
通过各种有效教学手段的利用，从班级整体看，幼儿参与教
学活动积极性高，学生普遍对怎样进行洪水灾害自救有了一
定程度的认识、理解和掌握。

大班餐后活动教案篇三

动名称：危险地方(社会)

活动目标：

让幼儿知道，哪些地方是不安全的，易发生危险;教育幼儿远
离危险的地方;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绘画纸和笔;搜集一些安全教育事例。

活动过程：

1、向幼儿介绍一些有关幼儿到不安全的地方游玩，发生伤害
的事例，引起幼儿对安全问题的关心。

2、组织幼儿互相交流，共同讨论，总结出哪些地方容易发生
危险。



3、教师将结果画出来，贴在本班活动室内，或装订成册，放
在图书角供幼儿随时观看。

4、寻找本班或本园存在危险的地方，贴上标签，提醒大家注
意。

建议：

宣传不宜过分，不要使幼儿感到任何地方都是不安全的。

大班餐后活动教案篇四

课题来源：

在日常生活和幼儿园教育活动中，教师和家长经常要求孩子
注意“安全”,但孩子对“安全”还处于懵懂状态，不能真正
理解“安全”的真正含义。孩子们对大型玩具和教室内的玩
具等非常感兴趣，但是有的孩子还不能掌握这些玩具的正确
玩法，因此磕碰事件幼儿时有发生，虽然仅仅是一点小伤，
但是对我们班内的安全工作和家长工作还是起到了一些消极
作用，因此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班一直
开设识字教学课，孩子们对识字教学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利
用孩子们对识字教学的兴趣，在活动中结合识字教学让孩子
们认识“安全”，懂得“安全”的含义，从而使孩子们在活
动中正确的玩玩具，减少磕碰事件，增强他们的安全意识。

活动目标

1、教会幼儿玩具的正确玩法，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

2、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3、幼儿认识“安”、“全”，理解安全的含义。



活动准备

彩色字
卡：“安”、“全”、“跳”、“爬”、“挤”、“推”。

活动过程

一、以“字宝宝来班内做客”的形式引出课题。

1、出示“女”字宝宝。(师：今天几个字宝宝来我们班做客，
和我们做游戏，可是这个字宝宝特别爱漂亮，所以老师给他
准备了一顶漂亮的小帽子，我们来给他戴上吧。)

2、出示“安”的部首，幼儿认识“安”字。(师：字宝宝变
成了一个新字，是什么?安)

3、请幼儿为字宝宝“安”组词。(安全、安玻璃、安门、安
静、公安、安排、转危为安、坐立不安等)

二、以变魔术的小游戏出示字宝宝“人”、“王”，认
识“全”。

1、引出字宝宝“人”、“王”。(师：教师到黑板前作听的
动作：“小朋友，是谁在叫我?哦，原来是字宝宝“人”
和“王”，他们等不及了，也想和我们做变魔术的游戏，小
朋友闭上眼睛，我们看看是什么游戏?)

2、教师把“人”、“王”变成“全”，幼儿认
识“全”。(师：原来是调皮的“人”字宝宝跳到了“王”身
上了，那现在变成了什么字呢?全)

3、请幼儿为字宝宝“全”组词。(安全、全部、全家、全都、
全神贯注、全心全意、完全等)

三、结合实际让幼儿理解“安全”的含义,并结合幼儿园实际



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有危险的地方，教会孩子们正确的玩法，
防止发生意外。

结合小朋友平时的一些行为、动作让幼儿理解“安全”是小
朋友自己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受伤。

(师：小朋友在幼儿园应该怎么注意安全，保护自己不受伤?)

请幼儿结合教室内和户外活动时的实际情况回答，培养幼儿
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教师加以补充、总结。

教室内：

1、电源：不能触摸电源，防止发生生命危险。

2、窗户：不能爬到窗户上，也不能往下跳，防止发生意外。

3、课桌椅：幼儿不能爬到桌子上往下跳，也不能推椅子，防
止磕碰。

出示字卡：“爬”“跳”，并请幼儿表演。

4、小医院、黑板、钢琴：不能钻到下面，不能爬，做游戏室
和上课活动时使用。

5、卫生间：地滑，注意不摔倒，洗手时排好队，不推不挤，
防止碰伤。

出示字卡：“推”“挤”，请幼儿表演。

6、尖锐物品：不能玩铅笔、剪刀等尖锐物品。

户外活动：

1、站队：不推不挤，整整齐齐，下楼上楼时要靠右边行。



2、游戏时：遵守游戏规则，不乱跑。

3、玩滑梯：不推不挤，你先我后，不能爬，不能跳。

复习儿歌：《滑滑梯》：滑滑梯，滑滑梯，你先我后别着急。
上去好像爬大山，爬了一级又一级。下来好像坐飞机，忽忽
悠悠落到地。

4、转椅：系好安全带，慢慢转。

5、跳跳床：轻轻跳，不撞、不推、不踩别人，不爬围栏。

四、活动延伸：请幼儿注意在家里和路上的安全。

幼儿知道交通规则和家里危险的地方，并把这些危险的地方
画出来，带到幼儿园讲给小朋友听，达到互相教育的目的。

活动反思

这节课我通过识字教学这种形式，使孩子们在交朋友、变魔
术、表演这些有趣的小游戏中，认识了字宝宝，并理解
了“安全”的含义，同时孩子们在这种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提
高了语言表达能力，增强了安全意识。整节课孩子们兴趣极
高，积极参与，很好地完成了教学目标。但安全教育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还需要在平时的活动中对幼儿进行引导，才能
达到更好的效果。

活动反思

这节课我通过识字教学这种形式，使孩子们在交朋友、变魔
术、表演这些有趣的小游戏中，认识了字宝宝，并理解
了“安全”的含义，同时孩子们在这种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提
高了语言表达能力，增强了安全意识。整节课孩子们兴趣极
高，积极参与，很好地完成了教学目标。但安全教育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还需要在平时的活动中对幼儿进行引导，才能
达到更好的效果。

大班餐后活动教案篇五

1、尝试双脚夹住沙包，用力跳起，并向前甩出沙包，锻炼下
肢力量和身体的协调性。

2、通过学习，逐步掌握夹包跳的动作要领。

3、学会遵守游戏规则，感受游戏的`乐趣。

沙包、海绵垫、呼啦圈若干，即时贴。

重点：双脚并拢夹紧沙包用力将沙包抛向前方。

难点：跳起时候，双脚能用力将沙包抛向前方。

（一）导入部分

1、整队，师生问好。

2、齐步走，跑步走。

3、热身活动。

颈部：点点头来扬扬头，向左向右转一圈，点点头来扬扬头，
向右向左转一圈；

胸部：小手齐胸一二一，大家一起来用力。

腰部：伸出小手弯弯腰，换个方向弯一弯，我有小小望远镜，
看看东来看看西。

腿部：伸伸小腿踢一踢，双脚并拢蹦蹦跳，蹲下身来变小苗，



慢慢长成参天树。

（二）基本过程

一、玩沙包

1、师：看一看，今天周老师带来了什么？（幼儿：沙包）你
们都会玩沙包吗？（幼儿：会）那现在周老师给每个小朋友
发一个沙包，请你们自由玩一玩，看看沙包都可以怎么玩。

2、幼儿自由玩沙包，教师鼓励幼儿尝试新的玩法。

3、请2~3名幼儿示范自己的玩法。

二、学习新玩法：夹包跳

1、周老师也有一种玩法，想不想知道是什么？（幼儿：想）

2、教师示范：双脚夹住沙包，用力跳起，将沙包抛向前方。

师：双脚要夹紧沙包，整个人往上跳，跳到空中后再把沙包
用脚甩出去，尽量往前甩。

3、幼儿练习，教师指导，提醒幼儿在跳起时，要抛出沙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