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健康我的小时候教学反思 幼
儿园中班健康教案(大全14篇)

企业标语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企业内外部沟通、统一思
想和凝聚力的重要工具。在创作企业标语时，可以考虑使用
一些字音相近或谐音的词汇，增加标语的记忆性和趣味性。
请看以下一些有趣、独特的企业标语，它们能够让你对企业
的形象和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中班健康我的小时候教学反思篇一

1、锻炼幼儿的体能。

2、锻炼幼儿的抛掷能力和接物的准确性。

3、培养幼儿在游戏活动中的合作能力，体验合作游戏的乐趣。

4、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
一起游戏。

5、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培养幼儿在游戏活动中的合作能力。

长方形彩色布块若干，沙包若干，平整的'活动场地。

1、整队带入活动场地，做好活动前准备。

2、展示活动器械

长方形彩色布块：引导幼儿数一数一共几块布，说一说每一
块布的形状和颜色，数一数每块布有几个角等等。



沙包：引导幼儿数一数一共几个沙包，并比较沙包的大小。

3、演示玩法

讲解玩法：两名幼儿抓住布块的四个角，另外一名幼儿负责
喊口令，并及时捡起掉在地上的沙包。

注意事项：抓住布块的两名幼儿注意听到口令后再向上抛沙
包，沙包抛出后要用布块去接，如果接不住，另外的一名幼
儿要及时捡起掉在地上的沙包。

演示：请两位老师帮忙演示一遍，然后请两名幼儿跟老师一
起演示，最后请三名幼儿演示一遍。

好的幼儿。也可以比一比哪一组的沙包接的准，哪一组的幼
儿合作的最好。

5、讨论：引导幼儿讨论自己小组的活动，找出缺点。

鼓励幼儿回家后跟家长玩一玩这个游戏活动，注意改进活动
中出现的缺点。

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但是对于小班来说，既要让他们
记住活动内容又要保证安全还要活动的井井有条是有一定的
困难。所以在设计本次活动时我始终都以语言来提示幼儿注
意安全。

中班健康我的小时候教学反思篇二

1、认识生活中几种常见的符号，并说说符号的.作用。

2、养成自觉按符号标志行事的好习惯。

火警电话、灭火器、上下路道、禁止燃放鞭炮，紧急出口、



禁止吸烟注意信号标志等信号标志图片，安全标志挂图两张，
录音机、小司机录音磁带。

（一）、教师以手式“安静”“停止”情绪，激发幼儿兴趣。

师做动作并提问：刚才老师没说话小朋友怎么知道要安静呢？

（二）、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观察引入主题：

2、幼儿各抒己见。

3、引出主题：——“会说话的符号”。

（三）、引导幼儿寻找标志并结合标志图进行讨论与讲述

1、提要求：认真看标志图画了什么？代表什么意思？有什么
用？

2、引导幼儿在班上寻找标志。

3、出示标志图讨论：

（1）与同伴说说自己找到的标志？

（2）标志代表什么意思？

4、幼儿讲述，教师启发引导幼儿说出标志名称？代表什么意
思？有什么用？

（四）、教师简单小结标志图中的所有符号及意义。

（五）、引导幼儿发现规律，认识禁止符号。

（六）、以带幼儿“旅游”寻找会说话的标志结束活动。



中班健康我的小时候教学反思篇三

1、树立保护身体健康的意识，知道牙齿健康的重要性。

2、在观察活动中探索学习的能力。

3、初步了解龋齿形成的原因及怎样预防。

1、电脑、视频、教学挂图数幅挂在活动室墙上小镜子每人一
个

2、了解本班幼儿得龋齿的情况

1、观察牙齿，引出课题。

请幼儿照镜子观察自己的牙齿，有什么发现？

“变黑、变坏或者补洞的牙齿是怎么回事？—龋齿

龋齿是怎么得的？是虫子咬得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2、了解龋齿形成的原因。

（1）带着问题看视频。

（2）带着问题重点看视频边了解引起龋齿的原因。

（3）了解龋齿的危害。得了龋齿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怎么
保护好牙齿不得龋齿呢？

3、幼儿利用各种方式学习保护牙齿的办法。

（1）小朋友讨论防止龋齿的办法

（2）观察图片学习。



（3）请教保健医生。

老师总结：不想得龋齿，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坚持早晚正确刷牙；健康饮食少吃糖；饭后漱口不可少；牙
齿定期去检查。这样你一定会有一口健康美丽的牙齿。

4、老师表演快板诗，幼儿学习诗。

1、评价

2、总结

附：《预防龋齿》歌谣

预防龋齿，

牙齿健康人人夸，

健康的牙齿人人需要，小朋友要记牢，

不想得龋齿一定要做到：牙齿早晚正确刷，

饭后漱口要干净，

健康饮食少吃糖；

牙齿定期去检查；

只要坚持能做到，

牙齿肯定会健康。

牙好，胃口就好，



吃嘛嘛香，身体倍棒！：预防龋齿好办法

中班健康我的小时候教学反思篇四

1、知道芹菜对人体的作用以及多种吃法，乐意吃芹菜。

2、体验自己动手包饺子的乐趣。

3、喜欢参与游戏，体验。

4、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芹菜对人体的作用以及多种吃法。

1、带根的芹菜一根，贴上鼻子、眼镜、嘴巴，制作成芹菜宝
宝。

2、麻油、盐、糖、肉末、饺子皮、勺子、水、切菜刀、砧板。

3、录像片(或图片)：幼儿大便时很痛苦的样子。

一、产生观察芹菜的兴趣。

出示芹菜宝宝。这是谁啊?它的头发、身体、裙子分别是哪一
部分?帮助幼儿以游戏口吻认识芹菜的`根、茎、叶。

二、了解吃芹菜的好处。

看录像(或图片)。了解芹菜能帮助小朋友消化食物，顺利排
便。

请幼儿在芹菜茎中寻找帮助大家消化食物的纤维，知道其对
人体的好处。

三、了解芹菜的多种吃法。



这么好的芹菜，你们平时是怎么吃的?

教师边说边操作包芹菜饺子的方法：芹菜去根、去叶--洗净-
-用开水烫一下(亦可不烫，用盐稍加腌渍)--切碎--放少许盐、
糖、葱、姜--与肉末一起拌匀--包饺子。

幼儿自己动手包芹菜饺子。

平日针对不少幼儿不爱吃芹菜的现象，以幼儿自己动手操作
的做法来诱发他们吃芹菜的欲望，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操作
过程(特别是在集体中)能使幼儿愉快。如果本活动加上当天
午餐可以让幼儿吃自己包的芹菜饺子，更能体验包饺子，吃
饺子的乐趣。活动过后，应该多鼓励幼儿在家中也能和父母
一起动手包芹菜饺子。

小百科：芹菜，属伞形科植物，品种繁多，在我国有着悠久
的种植历史和大范围的种植面积，是中国人常吃的蔬菜之一。

中班健康我的小时候教学反思篇五

1、了解咪咪患红眼病的原因，知道红眼病会传染。

2、学习处理眼睛异物的简单方法。

小白兔、小花猫的手偶。

1、听故事《红眼咪咪》。

这只小花猫叫咪咪，它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一天，咪咪在
草地上玩皮球，突然一阵风吹来，一粒灰沙吹进了咪咪的'眼
睛里。眼睛真难受，咪咪用手揉，用擦过鼻涕的手帕去擦。
揉呀揉，擦呀擦，眼睛越来越疼。妈妈见了说：“哎呀！咪
咪的眼睛怎么变成白兔的眼睛了？”没过几天，妈妈的眼睛
也红了，眼睛又痛又痒，还怕光、流眼泪，真难受呀！



2、知道得红眼病的原因及病症。

咪咪的眼睛为什么变红了？（灰沙进了眼，不该用手揉，用
脏手帕擦。这样会把细菌带进眼睛，使眼睛发炎，眼球充血
变红）

妈妈眼睛怎么也红了？（妈妈被咪咪传染了，红眼病是传染
病）

3、了解怎样避免红眼病。

妈妈和咪咪去医院看病，医生为他们清洗了眼睛，还开了眼
药水，让咪咪回家好好休息，不要和同伴一起玩了。妈妈也
不要上班，免得传染给其他人。

得了红眼病会怎样？该怎么办？得了红眼病后，眼睛会流眼
泪、怕光、还会疼，会传染给别人。应在家休息，避免和别
人接触，等病好了才能上幼儿园。得了红眼病后要及时到医
院治疗，点眼药水，用干净的手帕擦眼泪，不到公共场所去。

妈妈怎样才能不被传染？（如果知道周围的人得了红眼病，
就不能再与他接触，不用他的毛巾、手帕，不用脏手揉眼）

灰沙吹进眼睛应该怎么办？（可以闭上眼，让泪水慢慢和灰
沙一起淌下，如果不行可请大人帮忙）

1、如有条件，可准备有关预防红眼病的录像。

2、在讨论中调动幼儿已有经验，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3、如遇红眼病流行的季节，可抓住时机对幼儿进行教育。



中班健康我的小时候教学反思篇六

1、尝试用多种方法和轮胎做游戏，在游戏中练习走、跑、跳
等基本技能。

2、能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掌握滚轮胎的方法，体验游戏活动
的愉快。

尝试用多种方法和轮胎做游戏，在游戏中练习走、跑、跳等
基本技能。

能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掌握滚轮胎的方法，体验游戏活动的
愉快。

1、废旧汽车轮胎若干。

2、录音机一架、磁带。

一、开始部分

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到外面玩玩吧”（听音乐，活动
身体）

二、基本部分

1、幼儿自由玩轮胎

师：咦，大家看那是什么呀？（轮胎）我们在哪里也看见过
有这些轮胎宝宝？（启发幼儿说出各种车上有）

师：轮胎宝宝可真漂亮，我们和轮胎宝宝做好朋友，一起玩
玩吧，老师看哪个小朋友最会动脑筋，想出的玩法又多又有
趣。



（1）幼儿分散自由玩轮胎，教师注意观察，适当指导。

（2）集中交流玩法。

师：刚才看到宝宝很会动脑筋，想出了许多有趣的玩法，谁
愿意来当小老师，把自己的好办法教给小朋友。

请个别幼儿上来玩给大家看，对有新意的玩法加以表扬，并
请其他孩子跟着学。

几种玩法：

（1）滚轮胎，几个幼儿面对面滚轮胎。

（2）将轮胎排成直线，练习在轮胎上走。

（3）轮胎跨跳、双脚向前跳。

（4）脚跳上轮胎脚跳下轮胎。

（5）钻轮胎。

2、游戏：滚轮胎大赛

师：轮胎真好玩，我们来把轮胎变成小汽车，进行开车比赛
吧。

1、将幼儿分成4组进行迎面接力，每组准备轮胎一个。

2、交待游戏规则：一位幼儿将轮胎往前滚，滚到对面，交给
对

面组的一位幼儿；这位幼儿再滚回来给这面的一位幼儿。依
此类推，最快轮完的那一组就获胜。



游戏２－３次

三、结束部分

师：今天宝宝真勇敢、真聪明。天色不早了，我们开着车子
回家吧，明天再来玩。

1、利用轮胎练习合作游戏

2、户外活动时，鼓励幼儿自创轮胎的多种玩法。

中班健康我的小时候教学反思篇七

1、掌握两人面对面夹运皮球的方法。

2、提高与同伴协作活动的.能力。

气球、间隔物、小筐

1、导入游戏：

请事先已掌握游戏玩法的两位幼儿面对面示范游戏，以引起
幼儿的活动兴趣。

2、介绍游戏：

教师介绍游戏玩法：

幼儿两两结对，分成四组。两名幼儿面对面站立，将气球夹
在两个人的肚子上方，同时两人侧身踩着间隔物“过河”，
至终点，把气球放进大筐里，然后沿旁边直线跑回，击第二
对幼儿的手，第二对幼儿继续游戏。

领先完成的组为胜。



教师介绍游戏规则：

幼儿必须踩在间隔物上，不然就算掉在“河里”。

在运气球时，不能让气球掉在地上，如果气球掉在地上，必
须捡起来重新再来。

3、引导幼儿练习游戏：

请幼儿两两自由结伴，开展游戏。

请幼儿分小组进行比赛，并让他们自己找找优胜组获胜的原
因。

请幼儿重新结伴再进行游戏，教师提醒幼儿两人行进的速度
一致。

请幼儿交流游戏的体会。

中班健康我的小时候教学反思篇八

1．使幼儿知道感冒后身体很不舒服，懂得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2．了解基本的预防感冒的小常识。

3．培养幼儿养成讲卫生的良好习惯。

使幼儿知道感冒后身体很不舒服，懂得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了解基本的预防感冒的小常识。

1．预防感冒的图片、幻灯图片；2．小手绢每人一条；3．健
康小卫士胸章。

知识准备：课前了解感冒时的症状并做好记录。



活动流程回顾谈话导入--运用记录表进行讲述；回顾经验，
解决重点--经验回顾进行谈话；启发探索，解决难点--自由
讨论，参与游戏；巩固提升--回归生活，学以致用。

1．运用回顾谈话导入活动，激发幼儿兴趣，使幼儿知道感冒
后的感受。

出示幼儿事先进行调查的记录表--"感冒症状调查表"。

师："讲一下你的记录表，记录的是谁感冒了?哪里不舒服?感
冒的程度怎样?"幼1："这张表记录的是我感冒了。我嗓子痛。
用黄颜色表示我感冒比较严重。"幼2："是妈妈感冒了。她打
喷嚏。我用蓝颜色表示妈妈感冒比较轻。"幼3："这是姐姐感
冒了。她头痛发烧。我用红颜色表示姐姐感冒很严重。"评析：
开始环节，调整以往老师讲解、孩子听的传统教学模式，鼓
励幼儿课前自己观察，自己记录，将课前感冒调查表在活动
中进行分享、相互讨论。教师将幼儿探索放在前，引导他们
主动寻找答案。

2．引导幼儿回顾经验，知道患感冒后的做法。

(1)师幼谈话交流，了解感冒后应该怎样做。

师："刚才我们讲了感冒的症状。如果我们不小心感冒了，怎
样做，才能使身体尽快好起来?"幼1："我得了感冒后，爸爸
带我去看医生。"幼2："我上次感冒，流鼻涕了，老师让我喝
了许多水就好了。"幼3："感冒后要按时吃药，不要怕苦，多
休息。"师小结：看医生，配合医生的治疗，按时吃药，多喝
开水，注意休息，多吃瓜果蔬菜。

(2)教育幼儿做一名互帮互爱的好孩子。

老师在这里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在我们身边，如果有小朋友
感冒了，我们要关心他，照顾他，做一个互敬互爱的好孩子。



评析：这一环节突出孩子的主体地位，幼儿自由发言，想出
怎样做才能使自己的身体尽快地好起来。并通过温馨提示，
教育幼儿要做一名互帮互爱的好孩子。

3．幼儿讨论，知道怎样预防感冒。

(1)引导幼儿讨论、交流，了解预防感冒的方法；开展健康小
卫士游戏；利用幻灯片总结提升经验。

师：动脑筋想一想，怎样做才能让我们远离感冒?

幼1：平时多运动。

幼2：房间要经常开窗通风，天冷了及时增加衣服。

幼3：多吃有营养的食物，多喝水。

幼4：要洗干净手，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回答正确的`幼儿，教师任命为健康小卫士，并奖励一枚胸章。

师：刚才小朋友说了那么多预防感冒的方法。现在我们来听
听医生是怎么说的。(放课件，总结、提升经验。)评析：这
一环节是难点。提出问题：怎样预防感冒?老师没有将答案直
接告诉幼儿，而是将问题抛给幼儿，让他们自己讨论，各自
发表自己的意见，并用"健康小卫士"的游戏形式鼓励幼儿大
胆参与，大胆表述，激发了幼儿学习的兴趣。在小结环节又
请出了健康专家--医生，给大家完整地讲解，对幼儿分散的
知识进行了梳理，加深了幼儿的印象，效果非常好。

4．结合生活实际，引导幼儿养成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

幼1：打喷嚏时可以捂住口鼻。

幼2：捂住嘴巴防止传染其他小朋友。



小结：捂住口鼻，防止细菌四处传播，传染其他的小朋友。

中班健康我的小时候教学反思篇九

1、继续运用同种色或相似色进行渐变接色。

2、知道西红柿是有营养的蔬菜，对人体有很多益处。

1、涂色—西红柿

2、油画棒，彩图西红柿若干。

教师：看看，这是什么蔬菜？

西红柿有什么营养？对我们有哪些好处？

提问：新鲜的西红柿是什么样的？

（果实很饱满不干瘪，叶子和果实有很多水份，发着光亮。）

提问：西红柿有几种红色，除了红色还有什么颜色？

（红红的.，很新鲜，很饱满。）

观察教师涂朱红，然后涂桔黄，使之自然过渡。

1、每个人选两个颜色画一个新鲜的西红柿。

2、分辨颜色的深浅与过渡，创造性地进行选配。

例如：有的是朱红和桔红，有的是桔红和桔黄，有的是桔红
和中黄。

3、不断观察调整深浅的过渡。



中班健康我的小时候教学反思篇十

1、知道喜怒哀乐的情绪。体验友谊的温馨感。

2、运用形体动作表现不同的'情绪。

3、知道保持愉快的心情有利于健康。

1、铃鼓、节奏轻快的音乐带、录音机。

2、挂图：《千变人》

1、展示挂图《千变人》。

请幼儿看挂图，找一找，看哪两个表情是一样的？借此玩配
对游戏。

请幼儿说一说，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高兴、害怕、害羞或者
生气。

2、幼儿讨论：

（1）什么时候会高兴。

（2）什么时候会生气。

（3）什么时候会哭。

（4）什么时候会害怕。

幼儿回答后师小结。

3、拓展幼儿思维

快乐的时候还可以用什么表情或动作表达，害怕的时候又可



用何种表情或动作表达；生气的时候可用何种表情或动作表
达。

4、播放音乐或用铃鼓打节奏，请幼儿随着节奏在教室中自由
走、爬、跑、跳，音乐停止，教师就说出一种情绪，请幼儿
用形体动作表现出来。

5、说一说：什么情绪对小朋友的身体好？

1、评价

2、总结

中班健康我的小时候教学反思篇十一

1、认识生活中几种常见的符号，并说说符号的作用，中班健
康教案:会说话的'符号(安全标志)。

2、养成自觉按符号标志行事的好习惯。

1火警电话、灭火器、上下路道、禁止燃放鞭炮，紧急出口、
禁止吸烟注意信号标志等信号标志图片，安全标志挂图两张，
录音机、小司机录音磁带。

（一）、教师以手式“安静”“停止”情绪，激发幼儿兴趣。

师做动作并提问：刚才老师没说话小朋友怎么知道要安静呢？

（二）、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观察引入主题：

2、幼儿各抒己见，教案《中班健康教案:会说话的符号(安全
标志)》。

3、引出主题：——“会说话的符号”。



（三）、引导幼儿寻找标志并结合标志图进行讨论与讲述

1、提要求：认真看标志图画了什么？代表什么意思？有什么
用？

2、引导幼儿在班上寻找标志。

3、出示标志图讨论：（1）与同伴说说自己找到的标志？

（2）标志代表什么意思？

4、幼儿讲述，教师启发引导幼儿说出标志名称？代表什么意
思？有什么用？

（四）、教师简单小结标志图中的所有符号及意义。

（五）、引导幼儿发现规律，认识禁止符号。

（六）、以带幼儿“旅游”寻找会说话的标志结束活动。

中班健康我的小时候教学反思篇十二

1、学习在一定的距离间相互滚球、接球。

2、会与同伴合作完成胯下传球的游戏，体验合作游戏的乐趣。

3、通过观察图片，引导幼儿讲述图片内容。

4、感受运动的快乐，愉悦身心。

1、每两人一个球。

2、贴有小狗、熊猫、小猴、小兔头像的皮球四个。

3、欢快、活泼的音乐磁带。



一、随音乐《去郊游》进入活动场地。

二、听音乐《健康快乐动起来》做热身活动。

播放音乐，练习走、跑、跳等动作，活动身体的各部分关节，
为游戏做好准备。

三、两人一组，学习滚球、接球。

（1）教师用游戏的口吻，引起幼儿玩球的兴趣。

师：我们中班的小朋友都非常热爱运动，所以，今天老师为
小朋友准备了皮球，一会儿，就让我们和皮球一起运动起来
吧。

（2）教师示意幼儿安静，做听声音的'样子，引出四位动物
宝宝。

师：小朋友，老师听到有说话的声音，让我来听听是谁？原
来是小狗、熊猫、小猴、小兔四位动物球宝宝，它们听说小
朋友要和球一起来运动，所以它们也起来要和我们一起来玩
了。

（3）启发幼儿尝试练习滚球、接球。

师：刚才四位动物球宝宝对老师说，它们最喜欢玩滚来滚去
的游戏了，今天，它们想和小朋友一起来玩这个游戏呢。

启发幼儿尝试练习，在幼儿练习的基础上，老师与一名幼儿
示范。

（4）两人一组，练习相互将球滚向对方，教师随时鼓励能力
强的幼儿扩大滚球间距。

四、游戏：接送宝宝。



（1）师：四位动物球宝宝上幼儿园的时间到了，小朋友们来
给它们做爸爸妈妈来送它们上幼儿园吧。暗示小朋友送宝宝
时动作要轻柔准确，体会妈妈爱护宝宝的情感。

（2）启发幼儿探索“爸爸妈妈”们怎样有秩序地排队送宝宝上
“幼儿园”，并探索出送宝宝的方法。

引导幼儿分成四组，排成四队，间距合适。听到口令后，幼
儿双腿分开，由排头开始，依次将球从双腿间滚向下一位幼
儿，比比哪队动物宝宝最先安全到达“幼儿园”。

（3）以“球宝宝放学回家”再次玩游戏。

五、随音乐《我爱你》带领幼儿做放松活动。

六、带领动物球宝宝参观幼儿园。

七、活动结束。

游戏《接送宝宝》是主题《了不起的我》中的一个教学内容，
这个活动，主要是让幼儿学习在一定的距离间相互滚球、接
球，会与同伴合作完成胯下传球的游戏；体验合作游戏的乐
趣。在本次活动中，为了引起幼儿的兴趣，我用四个“动物
球宝宝”贯穿了活动的整个过程，从“动物球宝宝”喜欢
玩“滚来滚去”的游戏，到接送“宝宝”上幼儿园，由
于“动物球宝宝”的贯穿，也提高了幼儿的活动积极性。

在滚球、接球这一环节中，幼儿对基本的动作掌握较快，但
是在扩大了幼儿的间距之后，有个别幼儿在用力及准确度方
面掌握的不好，不是用力过小，球没滚到对面小朋友的手中，
用力过大，球跑到了别的地方去，所以，在这里，就让小朋
友们暂时停止了活动，先来讨论：球怎么样才能又安全又准
确地到达对面小朋友的手里。讨论之后总结出：滚球时用力
要适当，要看准对面小朋友的位置，球才能安全、准确地到



达小朋友的手里。幼儿在掌握了方法之后，在滚球、接球时
就容易了许多。在这一环节中，幼儿可能会出现碰撞的现象，
所以，在游戏之前，提醒幼儿要注意安全。在探索如何
送“宝宝”去幼儿园时，有个别幼儿提出从身体的一侧滚到
下一个小朋友那里，因为我要急于强调“胯下传球”，所以
否定了孩子的建议，这样会打消幼儿探索的积极性。幼儿在
提出建议后，应先给予鼓励，然后再进行引导。在“接送宝
宝上幼儿园”这一环节中，我忽视了后面的小细节，没有交
待球滚到最后一名小朋友那儿时，这各小朋友要把“球宝
宝”负责送到“幼儿园”里，导致球传到最后四处乱跑。所
以，在“送宝宝回家”这一环节中，注意到了细节中的问题，
并及时给予了引导。

在以后的教学中，还要更加地注重孩子探索能力的发展和教
学细节的问题，要关注到每一个幼儿，每一个细节，上好每
一堂课。

中班健康我的小时候教学反思篇十三

1、知道豆制品主要是黄豆加工制成的，是价廉但很有营养的
食品

2、认识豆制品，乐意吃各种豆制品。

3、能积极参与讨论，大胆地说出自己的认识。

4、了解吃饭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能按时吃饭，不挑食。

5、让幼儿知道愉快有益于身体健康。

1、请家长帮助幼儿准备1—2种豆制品，并简单介绍其名称及
吃法。

2、黄豆爷爷头饰一个。



3、实物：豆腐、黄豆一把。豆浆机，电炒锅等。

4、幼儿用书。

（一）猜谜语，引起幼儿兴趣。

1、谜语：四四方方，白白胖胖，一碰就碎，又嫩又香，营养
很好，做菜做汤。（幼儿猜谜）

2、教师出示豆腐，讨论豆腐是什么做成的。出示黄豆，让幼
儿知道黄豆或其他豆子做成的食品叫豆制品。

（二）引导幼儿看课件：《黄豆爷爷找宝宝》。

1、教师：课件里的这些豆制品你见过吗？你能说出他们的名
字吗？

2、教师：怎样吃豆制品才更有营养。（举例）

（三）游戏“黄豆爷爷找宝宝”，认识多种豆制品。

1、教师戴上“黄豆爷爷”头饰，引起幼儿讨论。

教师：我的宝宝在那里？

2、请幼儿互相介绍自己知道的豆制品名字，并说说那些是自
己吃过的？

（四）帮助幼儿认识豆制品的价值。

教师：豆制品虽然不是用肉做成的，但他的营养却和动物的
肉一样丰富，而且只要花很少的`钱就能买到。请幼儿现场用
豆浆机制作豆浆的过程。

请幼儿现场观察用豆浆机制作豆浆的过程。



（五）引导幼儿讨论豆制品的吃法并尝试豆制品。

教师：请小朋友说说看，你吃到的豆制品是怎样烧的？为什
么这样烧？教师小结：豆制品如果和鱼肉放在一起烧，营养
会更丰富、更全面，味道会更鲜美。

品尝菜肴：脆豆腐炒肉末。

教师现场炒制脆豆腐炒肉末，简单介绍其加工方法，幼儿用
牙签品尝，引起幼儿爱吃豆制品的兴趣和愿望，让幼儿知道
经常吃豆制品，身体会更健康。

活动延伸：

在“娃娃家”、“菜场”、“小吃店”等游戏中提供各种材
料制作的豆制品（海绵做的回卤干、豆腐以及纸剪得干丝等）
让幼儿认认，玩玩。

中班健康我的小时候教学反思篇十四

1、在活动中体验玩圈活动带来的乐趣。

2、能用圈套住膝盖进行走、跳等动作。

二、

重点：能用圈套住膝盖进行走、跳等动作。

难点：能表现出滑稽人的滑稽。

三、

圈每人一个，圈操音乐，帽子若干

四、



1、扮演角色、活动身体

（1）师：呀，今天的天气真不错，让我们来运动一下，锻炼
锻炼身体。（圈操音乐）师幼一起做圈操。

（2）师：前几天，老师在电视里看到有一个滑稽人带着圈走
路，有趣极了。今天，我们也来做滑稽人，你们做小滑稽人，
老师做大滑稽人，我们一起来玩玩好吗？玩的时候，找个空
的地方玩，比比谁的办法多，还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玩。不过，
还要注意安全。

2、自由探索、动作练（1）幼儿自由玩，师随机指导

（2）集合展示玩圈的方法

师：小滑稽人玩圈的方法真多，我们请他们来表演一下。
（请几名幼儿展示，其余幼儿可以学一学）

（3）师：大滑稽人也想出了一个很好的玩圈的方法

示范：把圈套至膝盖，两脚分开套住，不让其掉下来，在场
地上自由地走、跳。

（4）师：现在小滑稽人跟着大滑稽人来一起玩。幼儿在师的
带领下一起玩膝盖上套住圈快速向前走、跳。

3、游戏：

师：小滑稽人学会了膝盖套住圈走和跳的'本领。现在大滑稽
人想请你们玩一个游戏，看看你们学的本领到底学得怎么样
了。

幼儿分成四队：任意做一个滑稽动作，套住圈快速地向前走
或跳。到终点后，拿一顶帽子带在头上，然后再往回走或跳，
把帽子交给第二人，自己排到队尾，第二个人把帽子戴头上，



往前走或跳，拿第二顶帽子戴。直至最后一位幼儿，如果在
玩的时候，帽子掉下来就捡起戴上继续游戏，以速度最快为
胜。

师：今天，我们的小滑稽人真不错，学会了新的本领，现在
也累了，该回去休息一下了。（放音乐）师幼膝盖套圈走回
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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