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中班健康教案(合集 15 篇)
  

 

幼儿园中班健康教案1 

  活动目标： 

  1、为壮壮寻找健康便便的方法,了解健康饮食需要合理搭配. 

  2、知道均衡饮食对身体的重要。 

  活动准备： 

  PPT、食物图片、肉类、蛋类，豆类等小零食、一次性盘子、牙

签 

  活动过程： 

  一、引出话题，激发兴趣。 

  提问：你觉得什么样的便便才是健康的便便？ 

  小结：健康的便便黄黄的'，长得像香蕉。 

  二、寻找方法，健康搭配。 

  1、黄色精灵 

  提问：壮壮能拉出香蕉大便吗？ 

  小结：黄色精灵家族能让人变得有力气。 



  2、绿色精灵 

  提问：绿色精灵很调皮，它们藏在这些图片里，你能把它找出来

吗？ 

  小结：我的家族成员可以保护人类不生病，帮助排便更通畅。 

  3、红色精灵 

  提问：红色精灵家族都有些什么成员呀？ 

  小结：红色精灵家族成员，它可以让人变得强壮！ 

  4、健康搭配 

  提问：什么叫三个精灵要在一起？ 

  小结：原来我们要每种食物都要吃，这样才能拉出健康的香蕉便

便，听了精灵们的话，壮壮什么食物都吃，终于拉出了香蕉便便！ 

  三、做做玩玩，体会重要 

  1、游戏：精灵好伙伴 

  规则：请幼儿，各选择一种食物，分别选择三个精灵家族。 

  小结：合理搭配饮食很重要，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更漂亮，请

记住三个食物精灵的家族成员。 

 



幼儿园中班健康教案 2 

  （一）活动目标： 

  1.对玩皮球感兴趣，体验玩皮球的快乐。 

  2.学习基本的拍皮球方法，提高手眼协调的能力。 

  （二）重难点分析： 

  重点：学习基本拍皮球的方法。 

  难点：做到手眼协调。 

  （三）活动准备： 

  皮球人手 1个。 

  （四）活动过程： 

  1.教师和幼儿一起玩皮球，体验玩皮球的快乐。 

  （1）请会拍皮球的幼儿为大家展示，激发幼儿玩皮球的'兴趣。 

  （2）游戏“大皮球” 

  教师边拍皮球边念儿歌：“大皮球，真正好，拍拍拍，跳跳跳，

一会儿低，一会儿高。”念到“跳跳跳”时，幼儿就变成“皮球”随

意蹦跳。 



  （3）幼儿每人拿一个皮球，在活动场地上自由活动，可以滚球、

抛球、踢球，也可以拍球等等。 

  2.教幼儿学习拍球。 

  （1）请会拍球的幼儿为大家示范如何拍一下球抱住，教师根据

幼儿动作讲解拍球方法：用手向下拍一次球后，用双手接住。 

  （2）指导已经学会拍球的幼儿练习连续拍球。 

  （3）幼儿自由练习拍球，教师注意对个别幼儿的辅导。 

  3.教师表演花样玩球，如：自抛自接、拍球转身等，吸引幼儿，

使幼儿对玩皮球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五）活动评价： 

  幼儿在拍球游戏中逐步掌握了拍球方法，提高了手眼协调能力。 

 

幼儿园中班健康教案 3 

  活动目标： 

  1.了解人体主要关节名称及关节对人体活动的重要性。 

  2.学会简单保护关节的方法。 

  3.愿意积极参加到活动中。 

  活动准备： 



  1.已有经验准备：幼儿已有玩过小蚂蚁的手指游戏。 

  2.物质准备：红绿积木若干、《会动的关节》课件、音乐《公共

汽车》。 

  教学过程： 

  一、手指游戏导入活动。（游戏调动幼儿参与兴趣） 

  1.师：小朋友你们喜欢玩手指游戏吗？我们一起来玩手指游戏

“小蚂蚁”吧！ 

  2.提问：“你们刚才在玩手指游戏“小蚂蚁”的时候，身体的.

什么地方在动呢？怎么动的？谁来跟大家说说！” 

  小结：刚才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胳膊在动，手腕在动，手指在动。

这个胳膊手指为什么会动呢？因为身体上有关节，骨头和骨头连接的

地方就是关节。 

  二、探索发现身体上会动的关节。 

  1.幼儿探索寻找身体上的主要关节。 

  我们身体上除了手上和胳膊上又关节还有什么地方也有关节

呢？请小朋友们自己找找看看身体哪个地方有关节可以动，找出身上

的关节，并上贴上标记。（引导幼儿寻找身体上的关节，如：腕关节、

肘关节、踝关节、膝关节等） 



  2.出示人体关节分布图，了解关节名称。 

  三、游戏“机器人与小朋友”，感知关节的作用。 

  1.你们喜欢玩游戏吗？我们一起来玩“机器人和小朋友”的游戏

吧！（幼儿分成两队，一队幼儿扮机器人一队幼儿扮小朋友，教师扮

“工程师”发出口令。两队分别运积木，比赛看哪队先将积木运到指

定的位置。） 

  2.讨论：为什么小朋友队运的快，机器人队运的慢？ 

  3.师幼共同小结。 

  四、教师出示图片，幼儿观察，感知保护关节的重要性。 

  1.图一：幼儿互相推拉抢玩具。提问：“他们在干什么？这样做

会怎么样？” 

  2.图二：幼儿游戏奔跑。提问：“奔跑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容

易怎么样？” 

  3.图三：幼儿从高处往下跳。提问：“这样玩的时候容易发生什

么问题？” 

  4.讨论：“这些现象会使小朋友关节受伤？那我们应该怎样保护

关节呢？” 

  5.小结。 



  五、随音乐《公共汽车》离开活动场地。 

  现在让我们一起坐公共汽车把我们认识的关节去告诉其他小朋

友吧！ 

 

幼儿园中班健康教案 4 

  活动目标： 

  1、懂得人的生活、学习、劳动都离不开手，都不仅可以做许多

事情，还可感知物体的冷、热、软、硬、光滑、粗糙等属性。 

  2、能多动手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并能注意保护自己的小手。 

  3、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应经学习了知识。 

  活动准备： 

  1、有扣子的衣服。 

  2、口袋箱子一个，里面装有热、冷、软、硬等不同特点的材料。 

  3、关于手受伤的图片。 

  活动过程： 



  一、游戏导入，引起幼儿兴趣。 

  1、欣赏手印画。让幼儿了解每个人的手是不一样的。（教师拿

一张印有手掌的纸，先把指纹印遮起来） 

  教师：小朋友，你们看看，画上有什么？（手掌） 

  教师：对了，这是一幅用小手沾上颜料印在纸上面的画，叫手印

画。你们再观察一下这两只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大小不同） 

  教师：原来啊他们的大小不同，现在请小朋友们把小手拿出来，

和旁边的小朋友互相看看你们的手，长得一样吗？（不一样）（由小

游戏引出每个人的手是不一样的) 

  教师：再来看看这张画上有什么？大的是什么印出来的（大拇

指），小的是什么印出来的.（小拇指）？ 

  教师：小朋友的小眼睛真是厉害！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手

指吧。 

  二、通过游戏和操作了解手的各种功能。 

  1、游戏“奇妙的口袋” 

  教师：我们的小手除了可以制作手印画之外，还能做什么事呢？ 



  教师：老师带来了一个“神奇的箱子”，里面有好多东西，谁来

用小手摸摸里面是什么？（请个别幼儿用手升入箱子里摸一摸，并说

说摸到的东西的感觉，猜猜摸到的是什么？） 

  教师：我们的小手真厉害！我们只要用手摸摸就知道这个东西是

冷的还是热的，是软的还是硬的，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 

  2、幼儿动手操作实验，发现有的事情可以一只手完成，有的事

情就需要两只手合作才能完成。 

  实验：只用大拇指来解纽扣。 

  教师：原来桌上的游戏都是小朋友用两只小手玩的。那我们的小

手这么厉害，能不能就用一只手来做事情呢？老师这里有一件衣服，

我们来试试上面的扣子能不能用一只手扣起来。（教师先师范，在请

个别幼儿上来操作） 

  教师总结：原来扣纽扣要两只手一起合作才能完成。 

  三、结合实际，思考并讨论如何来保护小手。 

  1.通过上述操作，认识到小手的重要性。 

  教师：我们的小手真能干！这么能干的小手重不重要？ 

  教师:老师这里准备了一些图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观看图片，说说自己的感受。 



 教师：在图上你们看到了什么？小手受伤了那我们还能不能玩游

戏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来保护我们的小手呢？（请个别幼儿回答表

述） 

  四、教师总结 

  教师：小朋友说了好多保护小手的方法，那我们班的其他小朋友

还不知道呢，现在让我们回教室去教教他们吧！ 

  活动反思： 

  亮相课我选的是一节社会课《我的小手》。活动一开始我准备了

一张手印画，就是印有手掌印和指纹的画，让幼儿认识到每个人的手

都是不一样的，每只手的手指都是不同长短的。还准备了一个神秘的

小箱子，里面放了有冷热软硬光滑粗糙的物品，让幼儿触摸感受物体

的属性。但是我在总结这个环节的时候没有把幼儿感受到的属性都描

述出来。然后通过问“小手除了能制作手印画以外还能做什么？”引

出下一个环节，我准备了剪刀、各种颜色的纸。蜡笔等材料，让他们

自己动手感受自己小手的能力。但是对于中班幼儿来说，这个问题太

简单了，根本不用操作就都能够回答出来了，这一环节完全可以一句

带过。在前面几个环节当中已经让幼儿了解到小手的重要性，在最后

一个环节里让幼儿自由讨论讲述如何来保护小手。但是幼儿的回答和

我的总结跟保护小手的内容不符。整个活动的气氛由于内容的过于简

单而显得点沉闷，幼儿只有在一开始的摸神秘的小箱子的时候氛围很



我在上课的时候由于紧张也没能关注到所有幼儿，在环节与环节

的衔接上做的也不是很到位，希望在以后更多上课过程中慢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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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目标： 

  1、大胆运用高跷进行各种体育锻炼，发展创造力。 

  2、通过玩高跷，发展幼儿的平衡能力，提高动作的协调性和灵

活性。 

  3、感受与他人共同游戏的快乐，培养合作意识。 

  4、提高幼儿身体的协调能力，体验玩游戏的乐趣。 

  5、培养幼儿对体育运动的兴趣爱好。 

  活动准备： 

  1、在日常活动中练习玩高跷。 

  2、幼儿人手一副高跷；皮筋、凳子等场地布置。 

  活动过程： 

  （一）准备活动——高跷操 

  教师边喊口令，边带领幼儿做“高跷操”热身，激发幼儿参与活

动的兴趣。 



 （二）自由探索活动 

  1、幼儿自由探索高跷的玩法，可以自己玩，也可以和好朋友一

起玩，鼓励幼儿想出不同的玩法。 

  2、请个别幼儿示范，并鼓励其他幼儿尝试各种玩法。（踩高跷、

障碍物走、梅花桩、跳“小河”） 

  3、重点练习踩高跷过障碍物、踩高跷跨水沟。 

  （三）游戏：勇敢者大闯关 

  1、介绍游戏名称，讲解游戏规则要求。 

  幼儿分成四组，两组相对站立。第一名幼儿踩着高跷从起点出发，

越过障碍物（椅子），跨过“小水沟”（一定高度的皮筋），将高跷

给对面的幼儿。依次类推，最先完成任务者获胜。 

  2、幼儿游戏一次，教师巡回指导。对于个别有困难的幼儿进行

适当的保护。 

  3、对游戏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简单讲解后，再次游戏。 

  （四）结束活动。 

  放松运动。 

  整理各种材料、器械。 

  活动反思： 



 本次教学活动的主题是“利用情境贯穿游戏活动，引领幼儿体验

体育游戏之快乐”虽然孩子在游戏中足够体验了一把快乐，而且活动

氛围很浓郁，幼儿的积极性也很高。但是活动中教师还可以再深刻地

思考如何把情境更深入到教学环节的设计中去。 

  幼儿本身就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在体育游戏的比赛环节中体

现地更加明显。教师这时候要利用情境来想办法设计适合所有幼儿的

教学环节，就比如可以根据幼儿的能力让他们有自主的选择权，不是

所有的幼儿都必需沿着这条跑道踩完全程。能力强的幼儿可以挑战，

而能力弱的幼儿可以选择近点的目标。这样一来，在同一层次上的幼

儿进行比赛才算得上是公平竞争。 

  教学中的活动细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师要关注到每一个幼儿，

每一个细节。活动中开小火车的环节，高跷是否先拿在手上，绳子事

先要卷起来，以免甩到其他幼儿。在自由练习的部分，教师要注意规

定幼儿练习的`场地，不要让幼儿离开教师的视线范围。在比赛中男、

女的人数及混合等都要注意，因为比赛也要显示出公平的原理。 

  在活动开展前我和幼儿一起踩过高跷，让他们自由地练习过，能

力强的幼儿很快接受了，而能力弱的幼儿则需要老师帮忙。教师在课

余时间让幼儿自由练习是完全不够的，还可以渗透在晨间活动，或者

在家里和爸爸妈妈一起踩高跷比赛。因为本次教学活动主要是以比赛

为主，所以活动前的练习非常重要，也非常地必要。 



6 

 一、设计初衷 

  在开展“劳动人民真可爱”的活动中，孩子们了解了我们身边的

叔叔、阿姨们的工作，如理发师蛋糕师等。走在马路上，幼儿看到马

路清洁工的工作非常辛苦，每天很早起床，在人们上班前把马路打扫

干净，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每天都要上班，用他们辛勤

的汗水换来城市的整洁。于是，我们开展了了解“马路清洁工的一天”

活动，让孩子们零距离接触、了解马路清洁工。 

  二、活动目标 

  1、了解马路清洁工一天劳动的情况，了解简单的劳动工具。 

  2、初步体验劳动的辛苦，从小养成不乱扔垃圾的好三、客座老

师：王小东、郑飞（马路清洁工人，以下简称“郑”） 

  四、活动对象：大班 

  五、活动准备 

  1、联系环卫中转站清洁工阿姨，商量活动内容和方式。 

  2、幼儿戴上手套、袖套，带上扫帚、畚箕。 

  六、活动过程 

  （一）认识马路清洁工。 



 1、郑：小朋友你们好！我是一位平凡的清洁工人，你们知道我

清扫哪里的卫生吗？幼：是打扫马路卫生的清洁工人。郑：是的，我

是每天给人们打扫马路、清理垃圾的马路清洁工人 

  2、郑：看看我和一般清洁工的打扮有什么不同？幼：你穿着橙

色的反光服；头戴一顶小黄帽…… 

  3、郑：为什么要带小黄帽、穿反光背心呢？幼：因为它们是你

的工作服，穿上它们就能让别人知道你们的工作；可以给你们遮挡太

阳……郑：它们除了可以在烈日酷暑下为我遮挡太阳外，更重要是小

黄帽和反光背心可以给我更多的安全。我们每天在马路上扫地，车子

来来往往很多，小黄帽和反光背心使我们非常醒目。 

  （二）清洁工人的工作时间。 

  1、幼：阿姨，你们是几点上班的？郑：我们 5 点钟开始就要清

理马路上的垃圾 

  2、幼：下雨天你们还工作吗 2郑：当然。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

炎炎烈日，不管是寒冷的冬天还是酷热的夏季，我们都要照常工作，

连节假日我们也是这样才能使街道随时保持干净。 

  3、幼：阿姨，这么长的工作时间，你们不辛苦吗？郑：清理垃

圾，能节能环保，杀菌除臭，避免引起和传播疾病。确保大家健康安

心地工作、学给大家方便和舒适，辛苦也是值得的。 

  （二）认识简单的清洁工具 



  1、郑：你们平时见过哪些清洁工具？幼：有扫把、畚箕、抹布、

水桶、垃圾桶、清洁车…… 

  2、郑：看看我们用到的工具和你们平时见过的有什么不同？ 

  （1）出示扫把，幼儿讨论幼：我们家用的扫把比这小，而且要

漂亮；这个扫把是竹丝做的，我们用的是很软的……郑：因为我们扫

的大马路上的垃圾面积大，垃圾种类多，量也大，所以必须要用这种

大扫把，才能又快又稳地清扫垃圾。 

  （2）出示畚箕和铁锹。幼：畚箕我知道是装垃圾用的，可是铁

锹有什么用呢？郑：因为路上会清扫到各种垃圾，轻便的垃圾就用畚

箕来装，但有时会遇到很多大的、重的或难以清扫的东西，就需要铁

锹来处理了。 

  （3）引导幼儿观察清洁车，了解其作用幼：清洁车也是装垃圾

的，郑：是的，因为畚箕不能装太多的垃圾，而且我们要沿路一直清

扫，不能及时处理掉垃圾，有了清洁车我们就可以把垃圾积累起来，

然后统一处理。而且，清洁车用起来方便，还可以放我们清扫用的小

工具。 

  （三）了解清洁工一天的劳动。 

  幼：你们一天要扫多少条街？郑：我们一名街道清洁工需要负责

3800 一 4800m’的工作面积，但永中街道平均每个清洁工要负担

6000m2以上，一年清理卫生死角 130 多处，搬运垃圾 4043吨，，清



运垃圾 100 多吨。幼：叔叔阿姨真厉害，也真辛苦郑：所以，平时人

人都需要注意公共场所的卫生，才能减轻我们的工作。 

  （四）幼儿在老师带领下，认真开展劳动 

  1、郑：今天，我发现你们也准备了很多清洁工具，是不是也想

体验一下我们的工作？幼：是的.。 

  2、幼儿分组劳动。 

  （五）初步了解垃圾的处理一一参观环卫站。 

  1。郑：我们今天清理了这么多垃圾，这些垃圾该怎么处理呢？

幼：倒到垃圾桶里；烧了它们……郑：垃圾要经过专门的处理，才不

会再次污染环境，我们先把垃圾运到环卫站，再进行分类处理。接下

来我们一起把垃圾运到环卫站吧。 

  2．观察工作人员清理垃圾。郑：首先，我们要将垃圾进行分类，

分成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然后由专门人员和机器进行分类处

理 

  （六）小结 

  师：今天，小朋友们做了一回清洁工人，参观了环卫站，道清理

垃圾的好处，懂得了卫生知识，还学会了自己劳动动。我们要珍惜清

洁工人的辛勤劳动，做个讲卫生、懂礼貌、不乱乱扔垃圾的好孩子。 

  七、活动成效 



  “马路清洁工的一天”活动，让孩子了解了马路清洁工的主要工

作，了解了环卫站处理垃圾的情况。当一次清洁工，亲身体验了清洁

工人的辛苦和光荣，活动使孩子们懂得了要珍惜清洁工人的劳动成

果，从而学会尊敬身边的劳动人民，做环保、文明的小天使。 

 

幼儿园中班健康教案 7 

  活动目标： 

  1.了解生活中“胖”和“瘦”的外形特征，体验胖与瘦对生活的

影响。 

  2.尝试用图片和身体动作等多种形式表现胖与瘦的特征。 

  3.知道胖和瘦对健康的影响，乐意过健康的生活。 

  4.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5.了解主要症状，懂得预防和治疗的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重点难点： 

  活动重点： 

  知道“胖”和“瘦”对生活的影响; 

  活动难点： 



  能用图片和身体动作等多种形式表现胖与瘦的特征，知道应该保

持健康 

  活动准备： 

  1.“胖”和“瘦”的图片(或照片)，如人、动物的图片或者录像

资料等。 

  2.课件《胖胖和瘦瘦》 

  活动过程： 

  一、启发幼儿感受“胖”和“瘦”的外形特征。 

  1.教师：你觉得胖的人是什么样的，瘦的人又是什么样的?直接

出示图片，引导幼儿看图说一说“胖”“瘦”的特点。 

  2.和幼儿一起看“胖和瘦”的人的图片，引导从身体的外形，如

脸庞大小，手臂、腿的粗细等方面比较“胖”与“瘦”的不同。 

  教师：我们一起看着图片来说一说胖胖和瘦瘦的样子。 

  3.与幼儿一起用身体动作表现“胖”和“瘦”的特征：如全身缩

起来表现瘦瘦的样子，两腿下蹲、双手抱大树状表现胖胖的样子等。

鼓励幼儿运用各种姿态展现自己所理解的“胖”和“瘦”。 



  教师：大家都把胖胖和瘦瘦的样子说了出来，那你们有谁能用身

体动作来表现一下胖胖和瘦瘦呢?(胖胖怎么爬楼梯的?怎么踢球的?

突出胖胖烦恼的地方。) 

  二、引导幼儿体验“胖”和“瘦”对生活的影响。 

  1.播放视频，让幼儿了解胖胖的烦恼。胖胖和瘦瘦的视频都应具

备。 

  教师：刚刚大家模仿胖胖和瘦瘦，感觉舒不舒服啊?老师这里有

一段视频，我们来看看里面的'胖胖和小朋友们模仿的一不一样，他

有什么烦恼? 

  2.教师：胖胖还有什么地方比较烦恼的?瘦瘦呢?为什么?(如胖的

人爬楼梯很累、不停地喘气，胖人能吃很多很多的食物，并越来越胖，

太胖了还会生病，影响身体的健康;太瘦的人做事情没有力气，饭量

小，身体缺乏营养，还会常常生病而显得更瘦等)引导幼儿结合实际

生活来说一说胖胖和瘦瘦的烦恼。 

  3.出示图片，引导幼儿找出烦恼的原因。 

  教师：老师这里有一些胖胖和瘦瘦烦恼的原因，有谁能来把它找

出来，贴在对应的位置。 

  教师出示课件，帮助幼儿理解胖胖和瘦瘦不健康的原因。 

  三、引导幼儿初步感受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1.教师：刚才小朋友们都找到了胖胖和瘦瘦的烦恼的原因，现在，

我们要帮胖胖和瘦瘦解决烦恼，让他们变得健康，你们来想一想，胖

胖应该怎么做?瘦瘦应该怎么做? 

  2.出示多媒体课件，引导幼儿讨论怎样才能“不胖不瘦”，保持

健康。 

  教师：现在我们知道了太胖和太瘦都是不好的，对我们的身体都

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呢“不胖不瘦”才是健康的。那么怎么样才能

“不胖不瘦”呢? 

  引导幼儿说出健康的饮食，强调对于碳酸饮料、油炸食物等食用

要注意量，不能多吃。 

  师幼小结：想要保持健康，合理的饮食结构很重要，这就要求我

们荤菜素菜都要吃，少吃油炸食品，加强锻炼，保证睡眠。 

  3.与幼儿一起布置“棒棒的世界”，明确不胖不瘦才是“棒棒的”，

形成正确的健康观念。 

  教师：大家都说了这么多的方法，谁来把上面的这些换一下，让

胖胖和瘦瘦健康起来。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在整个教案的选择上有很大的问题，无法同时兼顾“胖

胖”和“瘦瘦”两个方面，活动比较混乱，没有很好地将环节和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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