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健康教案吃饭的时候(汇总8篇)
高三教案还包括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能够帮助教师对学生
的学习情况进行科学评估。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高三教案指导
方针，希望对广大教师有所启发和指导。

小班健康教案吃饭的时候篇一

如果经常出现嗳气、打嗝的现象，甚至不吃饭都会不自觉地
打嗝，就有可能是胃部疾病，如果出现上腹部隐痛、胃疼、
食后饱胀、食欲不振及嗳气等，症状时轻时重，可能反复发
作或长期存在。

2.中风预警信号

对于老年人来说，反复打嗝则更需要注意，因为这有可能是
脑中风的前兆。中风之所以出现打嗝的症状，原因在于：一
方面是由于中风后，颅内病变直接或间接影响呼吸中枢、脑
干迷走神经核，调控呼吸心跳的延脑血管发生阻塞，植物神
经功能紊乱，造成迷走神经异常放电，横隔膜的肌肉不断收
缩，一直打嗝;另一方面是脑中风后常会发生应激性溃疡而致
上消化道呃逆。

3.小心癌症：

连续打嗝要当心癌症侵袭。如果出现连续打嗝，千万不要掉
以轻心，临床上已一些因连续打嗝被查出肝癌的病例。因为，
连续打嗝有可能是因肿瘤导致肝脏肿大，刺激隔膜而引起隔
膜痉挛。此外，食道癌、贲门癌、胃癌的患者也会出现连续
打嗝的症状。

小班健康教案吃饭的时候篇二



1、进餐时,不要喝太多的饮料或水。因为喝进肚里的饮料,会
把胃塞得满满的,冲淡了消化液,消化液浓度越低,打嗝就会越
重。

2、不要喝过热的汤或饮料。因为热汤热饮料的蒸汽会随大量
空气一起吸人体内,并且为了让热的东西很快冷却,你就吸气,
这样也会把大量空气吸人体内。

3、尽量不要用嘴吸进很多空气。当你处于精神压力大的状态,
身体对氧气的需求就会增加。结果,就会像鱼那样机械地用嘴
吸进很多空气,引起打嗝。

4、吃饭不要太快,细嚼慢咽。在快餐店用餐后常会打嗝。因
为匆匆忙忙进食的时候,会吸入很多空气,引起打嗝。

5、吃饭时,安静地吃,不要说太多的话。因为说话也可将大量
的空气带进肚里。如果已出现打嗝,可以尽量地憋气,在你觉
得下一个嗝来临时,把食物吞下。如此2-3次,然后,深后呼吸
一下,接着再重复前述动作。

6、如果打嗝时,胃里发出咕噜咕噜声,且有异味,应找医生求
治。因为这样的嗝可能与胃病、肠病、肝病、胆囊等疾病有
关。

小班健康教案吃饭的时候篇三

1、让幼儿知道每个人都有不高兴的时候。

2、学习用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

3、初步学会与朋友交往的简单方法。

4、学会保持愉快的心情，培养幼儿热爱生活，快乐生活的良
好情感。



5、让幼儿知道愉快有益于身体健康。

1、教师平时注意本班幼儿较突出的不高兴的实例。

2、介绍几种表达自己情绪的'方式。告诉幼儿:生气并不是一
件坏事情,人人都会有生气的时候,如果生气后,问题解决了,
大家互相更了解。这就是适度的生气,是件好事情。如果生气
时,伤害自己,妨碍了别人,就是件坏事情。生气时,可以独自
呆一会儿消消气,也可以对别人说出生气的原因,或者哭一哭,
叫一叫,睡一觉,看看书,听听音乐等等,或者为别人想一想,这
样很快就没事了。

3、组织幼儿讨论后,制定本班"公约",如生气的时候不能打人、
大声吵闹、损坏东西等,并把这些内容画出来(事先画好)贴在
教室的墙壁上。

4、幼儿唱歌曲《拉拉勾》。

附:《生气的时候》丽丽和豆豆是邻居。一天晚上,丽丽想让
妈妈给自己讲故事,可妈妈正忙着,说:"明天再讲吧。"丽丽不
高兴了,她一声不响地走到墙角边撅着嘴生闷气。这时,豆豆
正坐在自己家的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着动画片,爸爸走过
来说:"现在正播放精彩的足球赛,不看太可惜了。"说着把动
画片换成了足球赛,豆豆生气了,他大哭大叫地跺着脚,哭得连
嗓子也哑了,还把桌子上的东西弄得很乱很乱。

小班健康教案吃饭的时候篇四

1、培养幼儿独立进餐的好习惯，让幼儿明白独立进餐的重要
性。

2、学习独立进餐的基本方法：一手拿勺一手扶碗，把饭菜一
勺一勺送进嘴里细嚼慢咽。



张大嘴的小动物模型若干、小勺若干、各种食物若干、ppt视
频好习惯宝宝贴画。

一、活动导入

1、带领幼儿随着好习惯歌曲做律动。

二、新授课程

1、“听”故事提问导入：小朋友，你是自己吃饭的吗？请听
故事《小兔子学吃饭》。

2、安静听故事，情境导入。

教师提问：小兔子为什么会饿的肚子咕咕叫？

学会了吃饭，这样再也不会饿肚子了。

3、“看”动画提问导入：小朋友，你们会自己吃饭吗？

4、认真看动画，启发思考，教师提出如下问题：

（1）小朋友们吃饭之前先做什么？

（2）妈妈教会萌萌怎样吃饭？

（3）妈妈告诉我们吃饭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5、幼儿有疑问可再次观看动画，老师根据本班级幼儿共性特
征及个体差异，对动画进行暂停或播放，结合剧情节点，在
幼儿已有经验上进行选择性互动提问教学。

教师总结：妈妈告诉我们吃饭的时候应该一手扶碗一手拿勺
子，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应该慢慢嚼慢慢咽，以后我们也
要像蒙蒙学习，自己吃饭！



6、图谱演示，游戏导入。

教师出示两张图片并讲述图片故事，让幼儿判断对错并说明
原因。

教师看图总结：我们要像宝宝学习，自己吃饭，不用妈妈喂，
不剩饭，这样才是好孩子。

三、结束部分、游戏互动

游戏名称：《给动物宝宝喂食》

游戏准备：张大嘴的小动物模型若干、小勺若干、各种食物
若干

游戏玩法：幼儿分组喂小动物吃食物。

四、活动延伸

（1）带领幼儿唱读儿歌：

“小勺子手中拿小米饭送嘴中

细细嚼慢慢咽自己吃真能干”

（2）吃饭的时候鼓励孩子独立用餐，不浪费粮食；

小班健康教案吃饭的时候篇五

一日三餐，天天如此。培养良好的进餐习惯，是幼儿园苗班
生活教育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因为，现在的孩子在家大
多数往往是饭来张口，家长包办代替。那么，进入幼儿园以
后，集体的生活场所，需要他们增强一些生活的自理能力，
逐步学会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吃饭是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



力，也是这一年龄的孩子力所能及的。注重幼儿独立进餐习
惯的培养，不仅能使幼儿摆脱依赖的习惯，还将对幼儿形成
良好的进餐习惯，获得一些生活能力的锻炼，促进他们身心
健康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因此，我根据苗班幼儿特点设
计了本次活动。

1、得要自己吃饭，不要别人喂。

2、学习一些独立进餐的基本方法：学用小勺，能把饭莱一勺
一勺送进嘴里细嚼慢咽。

掌握一些独立进餐的基本方法，改变进餐依赖的习惯。

1、生活区角活动：舀小勺

2、体育游戏：给小动物喂食

3、饭厅环境布置：自己吃饭真能干、小镜子若干、小奖品若
干

感知讨论--实践操作--强化巩固

1、感知讨论

（1）餐厅环境布置"自己吃饭真能干"。用环境隐性的教育手
段，让幼儿潜移默化感知，吃饭要自己吃。

（2）演示"学用小勺"。请几名幼儿演示各自用小勺的方法，
然后让小朋友说说谁拿的方法对或不对。教师再示范讲解正
确使用小勺的方法：左手扶碗，右手拿小勺，用拇指、食指
和中指捏住勺柄，无名指和小指配合抵住，不宜捏得过低或
过高。

（3）照镜子"我们的牙齿真能干"建议可利用吃点心时，发给
每位幼儿一面小镜子，先张开小嘴照一照，看见嘴巴里有牙



齿和咽喉部等，再拿一块点心放进嘴里，看看原来的点心怎
么会变得越来越碎？最后是从哪里咽下去的？让幼儿直观感
知一下，自己的牙齿真能干，吃东西时要咀嚼，一口一口咽
下去，这样才能吸收营养长身体。

2、实践操作

（1）生活区角活动：在生活角里投放一些玻璃弹或各类豆粒
等材料，让幼儿练习舀小勺，掌握正确用小勺的方法。

（2）体育游戏"给小动物喂食"，让幼儿扮演饲养员，给小动
物喂食（要用小勺舀起"食物"送进小动物嘴里）看哪组饲养
员喂得又快又多。

（3）幼儿餐点时，注意督促提醒幼儿要正确使用小勺，一勺
一勺把食物舀进嘴里，要细嚼慢咽。对特殊幼儿，先要求会
嚼会咽，逐步要求自己拿勺吃。

3、强化巩固建议可不定期地在午餐时搞一些小奖励，对那些
能独立吃完自己一份饭莱的幼儿送以小奖品，激发幼儿独立
进餐的积极性，逐步形成良好的进餐习惯。

4、活动延伸

通过家园之窗，向家长进行幼儿独立进餐要求的宣传，要求
幼儿在家在园一个样，父母不要包办代替，尽可能坚持培养
幼儿独立进餐的习惯，随时保持家园联系，沟通了解幼儿进
餐的情况。

小班健康教案吃饭的时候篇六

1、欣赏儿歌，理解儿歌内容，知道正确的进餐方法。

2、愿意学习自己吃饭，不要别人喂。



1、小花猫头饰，小碗，小勺，小玩具：青菜，鱼，虾。

2、教师练习独自表演儿歌《小花猫自己吃饭》。

1、观看情景表演，引出主题。

教师戴上小花猫头饰，表演儿歌《小花猫自己吃饭》。

教师：刚才你看见了什么？桌子上有什么菜？小花猫是怎样
吃饭的？

2、请幼儿在集体面前谈谈：你自己会吃饭吗？在家里，你是
怎样吃饭的？在幼儿园，你又是怎样吃饭的？鼓励幼儿在家
里要和在幼儿园一样，做个自己吃饭的好孩子。

3、组织小朋友讨论：

如果在家里，爸爸妈妈要喂你，怎么办？启发幼儿对大人说：
宝宝长大了，我会自己吃饭。

我们小朋友吃饭时，应该怎么做？了解正确的吃饭方法，知
道小朋友吃饭要坐端正，扶着碗，拿好勺，一口一口地吃饭，
不能边跑边吃，也不能饭在嘴里不咬。

4、欣赏儿歌《小花猫自己吃饭》

1、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幼儿阅读幼儿用书，学习念儿歌《小
花猫自己吃饭》。

在餐前，可经常带领幼儿念此儿歌，教育幼儿自己吃饭。

儿歌：

小花猫，吃饭了。



扶好碗，拿好勺，

吃青菜，吃鱼虾。

吃的香，吃的饱。

小班健康教案吃饭的时候篇七

1、通过多媒体活动幼儿知道自己长大了，要独立进餐。

2、懂得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幼儿园都要自己用筷子，自己吃
饭。

1、多媒体课件

2、多媒体设备。【幼儿园ppt课件制作】

3、筷子、各种小点心。

进餐对幼儿的生命和健康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幼儿家庭环境
的不同、个体成长的变化，他们的饮食习惯都有差别，在我
们班级普遍存在的就是在幼儿园是独立进餐，但是到了家里
却是家长喂。

中班的孩子是练习使用筷子独立进餐的时期，虽然在自己学
习独立进餐时速度会很慢，但是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们学习的
积极性。

设计“一岁到4岁成长过程”这个环节，是为了能让孩子更感
性地感受到自己在长大，能做许多事情，要学会在家里和幼
儿园都是自己使用筷子独立进餐，这才真正长大了，是一个
中班小朋友。

一、童年的回忆



1、以“大风车俱乐部”节目形式展开活动，激发幼儿参与活
动的兴趣。

2、导入活动:让我们看看你们小时候是用什么吃饭的?

3、播放多媒体，幼儿观看多媒体中的图象。

4、教师有意识引导幼儿讲讲不同的年龄时期分别是怎样进餐
的。

二、自己吃饭真能干

1、利用点心时间开个“大风车餐厅”，准备各种食物和餐具。

2、餐前，请幼儿讲讲:文明用餐的常规和礼仪。

3、在游戏中学会一首简单的儿歌《自己吃饭真能干》

小朋友，来吃饭，坐端正，手扶碗，小筷子，本领大，吃饭
夹菜全靠它。

不剩饭，不挑菜，自己吃饭真能干。

小班健康教案吃饭的时候篇八

设计思路：

新入园的小班孩子，这一年龄段已形成与生活经验有关的概
念。秋天在孩子们眼中是五彩缤纷的、盛满丰收喜悦的。最
近发现我班的小朋友对水果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小朋友
经常议论说：“苹果吃了很有营养的。”“我爸爸给我买香
蕉吃。”……孩子们还通过水果形象地认识了相对应的颜色。
《纲要》也指出要密切结合幼儿的生活进行营养方面的教育。
所以我选择了这节健康课《香甜的水果》让小朋友通过说一



说、找一找、想一想、尝一尝、玩一玩等一系列活动，培养
幼儿爱吃水果的良好习惯。另外运用情景游戏的方式，让幼
儿知道各种水果的作用，激发幼儿对各种水果的喜爱，体验
游戏中快乐的情绪。

活动目标：

1.愿意吃各种水果，知道水果有不同的味道。

2.初步了解常见水果的营养价值。尝试自己剥香蕉和桔子.

3.体验品尝水果的快乐。

活动准备：

1.活动前请幼儿从家中带来水果：苹果、香蕉、桔子、梨子。

2.苹果、香蕉、桔子、梨子的图片若干及标记图。

3.教师事先准备画有苹果、香蕉、桔子、梨子五官的水果娃
娃图。

4.活动前做好水果拼盘。

活动过程：

一、游戏“水果找家”导入，激发兴趣。

1.t请s从装有水果的托盘里拿出自己准备的水果：你们手里都
有什么水果宝贝呢？（s自由回答）

2.t出示水果标记图，请幼儿将水果归类：香甜的苹果要找家
了，请小朋友送它回家！酸甜的桔子要回家了，请小朋友送
它回家！软软的香蕉要回家了，请小朋友送它回家！甜甜的



梨子要回家了，请小朋友送它回家！

二、初步了解几种常见水果的营养价值。

（1）t说出香蕉的作用：小朋友们喜欢我，我就能帮助你们排
大便。

（2）t说出桔子、苹果的作用：小朋友们喜欢我，我就能帮助
你们预防感冒。

（3）t说出梨子的作用：小朋友们喜欢我，我就能让你们不咳
嗽。

2.t：下面水果娃娃要考考小朋友，你们谁能说出它的`好处，
说过娃娃就和小朋友握握手。（如有幼儿说：吃了香蕉能帮
助排便，“香蕉娃娃”就和它握握手，幼儿说：吃苹果能预
防感冒，“苹果娃娃”就和他握握手等等。）

三、品尝美味的水果。

1.t：宝宝，你们会自己剥水果吗？（t让幼儿尝试剥，然后老师
示范）你们刚才很能干，不但说出了水果的好处.而且还会自
己剥香蕉、桔子呢！水果们要好好慰问你们，请你们一边尝
尝它们的味道，一边想想它们的好处。不过，在品尝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干嘛呢？（把小手洗干净，别让细菌进入小肚
子里去）

2.t将事先制作好的水果拼盘盛在幼儿的小碗里，请幼儿品
尝。t：每种水果都有营养，我们一定要和所有水果宝宝做朋友，
要是只喜欢一种水果，其他水果就会不高兴了。鼓励幼儿不
挑食。

四、游戏“水果宝宝蹲蹲蹲”



1.t：请小朋友们到篓子里选一样最喜爱的水果宝宝贴在身上，
一起玩“水果宝宝蹲蹲蹲”的游戏，并说出它的好处.

2.t请小朋友带着水果宝宝一起到教室外面去游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