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健康计划教学目标及重点 幼
儿大班健康教学计划(大全5篇)

计划是一种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工具，也是一种组织和管理的
工具。什么样的计划才是有效的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
新的计划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大班健康计划教学目标及重点篇一

一年之际在于春。经过了严冬的考验，万物生机都在这个季
节开始绽放。而小朋友们的健康也要引起老师的注意!以下是
大班春季健康教学计划，欢迎阅览!

一、指导思想

健康教育是学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本学期我将继续
以“健康第一”为宗旨，扎实开展体育卫生健康活动，培养
学生的各种有益于自身、社会和全民族健康的行为和习惯，
提高卫生科学知识水平，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发育，为学生
一生的健康奠定基础，健康教育教学计划。

二、教学目标

1.让每位学生拥有健康身心，情绪愉快，知道快乐益于身心
健康。

2.充分利用每周一次的卫生知识、健康教育课，加强对学生
的疾病防治及良好的卫生习惯教育。

3.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形成尊重生命、爱惜健康的态度，进
而尊重关怀他人的生命与健康，为学生的终身幸福和终身发
展奠定基础。



4.培养学生从小养成简朴的生活习惯，不奢华、不浪费，以
简单为快乐。

5.了解碘缺乏病的症状及危害，清楚地方性氟中毒病的有关
知识及危害。

三、教学措施

1.培养学生自觉参与课间活动，保持充沛的精力，上好每节
课。利用各种检查、竞赛促进学生行为习惯的形成。

2.教学时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如挂图、模型、表演等激发学
生兴趣，巩固教学效果，促进能力的培养。

3.联系学生实际，对学生进行心里健康教育，教育学生团结
协助，尊敬师长，让学生热爱体育，热爱生活。

四、教材分析

本册教材贴近学生的生活，从选编课文到设计联系，从内容
安排到呈现方式及版式设计都有极强的创新意识，让人感到
耳目一新。全册共有课十篇，该教材符合新的教学理念，能
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在快乐中健康成长。

五、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是教育学生遵守学校常规，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爱心，引
导学生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喜欢在大自然中活动。

难点是让每一位学生都健康快乐地成长，并有爱心，能互相
帮助，不论是在学习，还是在生活中都是快乐的小天使。

六、实施措施

1.钻研教材，了解学生，突出重点、难点，认真备好每一节



课。

2.课堂教学形式非常灵活多样，激发学生的兴趣，寓教于乐，
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在快乐中健康成长。

3.精心设计每一个问题和每一个活动，及时鼓励学生，帮助
树立信心。

4.学习活动中，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七、教学进度

表格略

加强学生的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强壮的体格，健康的生理和
心理，培养学生勇敢顽强的毅力，艰苦奋斗，团结合作的精
神，是我们教师的职责，为此，我将奋斗!

[大班春季健康教学计划]

大班健康计划教学目标及重点篇二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的变化，人类机体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但对于免疫系统发育还不够成熟的幼儿来说，一些细菌、病
毒便会趁虚而入，幼儿园本着“预防为主”的.方针，根据本
学期气候及幼儿身心发育特点，拟定以下计划。

（一）把好幼儿体检关，防止传染病传染蔓延。

本学期新入园幼儿的体检关，并且体检合格后才准入园；做
好接种、漏接种登记，对于体弱幼儿建立管理档案，建立传
染病管理档案。

做好晨检工作，严格按照“一摸、二看、三问、四查”的制
度；天气渐凉，为预防秋冬季传染病的发生，每天做好带药



幼儿的带药记录工作，并按时发药、喂药，做好幼儿的全天
观察记录。

做好秋冬季节的工作，按时帮幼儿脱、添衣服；做好秋冬季
节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工作；，消灭传染病的传染源、切
断传播途径，杜绝秋季传染病在园内的发生。

开展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幼儿心理素质；开展幼儿安全
教育，提升幼儿的安全意识；安排科学、合理的一日生活、
活动常规并执行。

做好每周带量食谱的制定，并严格监督执行；幼儿膳食实行
花样化、多样化，稀稠答配，根据季节、气候特点对食谱进
行科学、合理的调整，定期召开“伙委会”，对伙食中存在
的问题及时解决；开展幼儿心理教育，促进幼儿身心的健康
成长。

认真贯彻、落实每周一小检、每月一大检的卫生检查制度，
杜绝一切卫生死角，做好教室内每天的通风工作，使幼儿有
一个干净、明朗、清爽的生活环境；定期组织安全大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上报解决，以保证幼儿在园内活动的安全性。

对保育员进行定期的业务培训、学习，实行以老带新的工作
作风，不断提升保育员的业务知识，提升服务质量，使全园
同心协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1、室内定时紫外线消毒后，及时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
新。

2、玩具、毛巾、桌椅、柜子每天用1：200的“84”消毒液浸
泡15分钟或物体表面涂擦消毒保证毛巾、水杯专人专用，餐
具、喝水杯餐餐高温消毒。

1、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教育，各班教师要认真负责，杜绝缝



针、骨折、烫伤、走失等事故的发生，确保幼儿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

2、当班的老师和保育员要仔细观察，对可疑者来园接幼儿要
仔细询问并登记。

八、九月份：

1.大环境进行大扫除，各班玩具进行消毒清洗工作。

2.做好各班入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如：环境卫生、环境布
置等。

3.针对存在的安全、卫生问题进行整改。

4.开展防地震安全演练。

5.召开期初家长会。

6.组织教职工体检活动。

十月份：

1.加强秋季消毒、防病工作，做好清洁卫生工作。

2.检查各类户外活动器械的设备安全。

3.安全周系列活动—防拐卖安全演练。

十一月份：

1.加强卫生、食品检查，预防秋季传染病发生。

2.防踩踏安全演练。



3.卫生保健工作检查。

4.举行保育员教室卫生评比。

十二月份：

1.幼儿膳食营养调查活动并召开膳委会。

2.加强卫生安全工作检查。

3.开展安全月主题活动---防火防盗安全演练。

一月份：

1.全园进行大扫除。

2.做好防寒工作。

3.各类资料归档。

4.春节出行安全讲座。

5.培训：《解读幼儿园课程》。

6.各班、各科室清点财产、资产、资料归档。

大班健康计划教学目标及重点篇三

本班幼儿36名幼儿，因为有前两年的学习生活，幼儿各方面
都有所提高。如在运动方面：集体活动中幼儿可以比较好的
与他人相处、玩耍。积极尝试和操作各种运动器械。但是在
交流合作方面还有些不足的地方，需要加强。在卫生方面：
大部分孩子都有一定卫生保护的意识。但个别幼儿还需要老
师提醒。整理书包和收拾玩具方面也有待加强。心里健康方
面：有些幼儿自信心不足，需要老师和朋友的鼓励，这是这



个学期的一个重点。

1、身体健康，在集体生活中情绪安定、愉快。

2、生活、卫生习惯良好，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3、知道必要的安全保健常识，学习保护自己。

4、喜欢参加体育活动，动作协调、灵活。

5、喜欢和同伴合作游戏，养成活泼、开朗、勇敢、遵守集体
生活作息及其规则。

6、保持个人卫生，关心周围环境的卫生。进一步提高独立生
活能力，初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7、进一步认识身体的主要器官及重要功能，并懂得简单的保
护方法，注意用眼卫生。

8、初步了解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治安问题，掌握基本的保护策
略。

9、引导幼儿养成正确刷牙的好习惯，掌握一些口腔保健知识。

10、认识有关生活安全标志，学习遵守交通规则。初步了解
应付以外事故常识，具有粗浅的求生技能。

11、引导幼儿形成坐、站、行、睡的正确姿势。

12、帮助幼儿学习掌握活动用具的整理方法，教育幼儿保持
玩具清洁。

13、引导幼儿关心周围环境的卫生，教育幼儿自觉维持周围
环境的卫生并引导幼儿做力所能及的义务劳动。



14、帮助幼儿知道快乐有益于健康，引导幼儿学习用正确的
方式表达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

1、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在重视幼儿身体健康的同时，要高
度重视幼儿的心理健康。对情绪控制、积极宣泄情绪等需要
进一步加强教育。

2、将幼儿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视为培养幼儿良好的卫生习惯、
生活自理能力、独立自主的有效途径。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
中积极探寻日常生活中的幼儿健康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抓住
健康教育的契机真正落实健康教育目的。

3、采用多种方法和手段提高幼儿学习的兴趣和效果，如直观
教具、模型、挂图、幻灯和影视手段。

4、结合游戏、其它活动或知识，综合性的进行教育。课程安
排灵活，针对当时、当地出现的健康和卫生问题进行教育。

5、在学习方面让家长了解幼儿园健康教育的内容目标，取得
家长的配合和支持，做到幼儿园健康教育与家庭教育同步。

大班健康计划教学目标及重点篇四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的变化，人类机体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但对于免疫系统发育还不够成熟的幼儿来说，一些细菌、病
毒便会趁虚而入，幼儿园本着“预防为主”的方针，根据本
学期气候及幼儿身心发育特点，拟定以下计划。

（一）把好幼儿体检关，防止传染病传染蔓延。

本学期新入园幼儿的体检关，并且体检合格后才准入园；做
好接种、漏接种登记，对于体弱幼儿建立管理档案，建立传
染病管理档案。



（二）做好幼儿入园晨检，让每位幼儿健康开心入园。

做好晨检工作，严格按照“一摸、二看、三问、四查”的制
度；天气渐凉，为预防秋冬季传染病的发生，每天做好带药
幼儿的带药记录工作，并按时发药、喂药，做好幼儿的全天
观察记录。

（三）加强季节传染病预防，给幼儿一个健康的环境。

做好秋冬季节的工作，按时帮幼儿脱、添衣服；做好秋冬季
节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工作；，消灭传染病的传染源、切
断传播途径，杜绝秋季传染病在园内的发生。

（四）开展多种形式活动，增强幼儿保健意识。

开展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幼儿心理素质；开展幼儿安全
教育，提升幼儿的安全意识；安排科学、合理的一日生活、
活动常规并执行。

（五）严格制定每周食谱，提升幼儿身体健康。

做好每周带量食谱的制定，并严格监督执行；幼儿膳食实行
花样化、多样化，稀稠答配，根据季节、气候特点对食谱进
行科学、合理的调整，定期召开“伙委会”，对伙食中存在
的问题及时解决；开展幼儿心理教育，促进幼儿身心的健康
成长。

（六）加强卫生检查制度，保证各活动场所安全。

认真贯彻、落实每周一小检、每月一大检的卫生检查制度，
杜绝一切卫生死角，做好教室内每天的通风工作，使幼儿有
一个干净、明朗、清爽的生活环境；定期组织安全大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上报解决，以保证幼儿在园内活动的安全性。



（七）积极组织培训活动，提升保育员保育能力。

对保育员进行定期的业务培训、学习，实行以老带新的工作
作风，不断提升保育员的业务知识，提升服务质量，使全园
同心协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八）重视消毒杀菌工作，为幼儿提供健康整洁环境。

1、室内定时紫外线消毒后，及时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
新。

2、玩具、毛巾、桌椅、柜子每天用1：200的“84”消毒液浸
泡15分钟或物体表面涂擦消毒保证毛巾、水杯专人专用，餐
具、喝水杯餐餐高温消毒。

（九）增强安全保护知识，提升幼儿自我救护意识。

1、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教育，各班教师要认真负责，杜绝缝
针、骨折、烫伤、走失等事故的发生，确保幼儿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

2、当班的老师和保育员要仔细观察，对可疑者来园接幼儿要
仔细询问并登记。

八、九月份：

1.大环境进行大扫除，各班玩具进行消毒清洗工作。

2.做好各班入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如：环境卫生、环境布
置等。

3.针对存在的安全、卫生问题进行整改。

4.开展防地震安全演练。



5.召开期初家长会。

6.组织教职工体检活动。

十月份：

1.加强秋季消毒、防病工作，做好清洁卫生工作。

2.检查各类户外活动器械的设备安全。

3.安全周系列活动—防拐卖安全演练。

十一月份：

1.加强卫生、食品检查，预防秋季传染病发生。

2.防踩踏安全演练。

3.卫生保健工作检查。

4.举行保育员教室卫生评比。

十二月份：

1.幼儿膳食营养调查活动并召开膳委会。

2.加强卫生安全工作检查。

3.开展安全月主题活动---防火防盗安全演练。

一月份：

1.全园进行大扫除。

2.做好防寒工作。



3.各类资料归档。

4.春节出行安全讲座。

5.培训：《解读幼儿园课程》。

6.各班、各科室清点财产、资产、资料归档。

大班健康计划教学目标及重点篇五

当今社会，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所以父母对孩子都是
百依百顺，从而形成了孩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那
么，对于幼儿园的孩子来说，必须从小做起，养成他们良好
的生活习惯，懂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还要加强自我保健的
能力，提高身心健康水平。教师为他们提供良好的保育和教
育则有利于幼儿形成有益终身的健康行为方式。

首先：在幼儿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必须丰富幼儿的健康知识，
教给幼儿促进和保持健康的方法行为，从而使幼儿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和体育锻炼习惯。可以用丰富的知识、
动作和行为练习、讲解示范、体育游戏，训练行为，培养习
惯等方式进行。

最后：在培养幼儿健康行为过程中，要集体与个别教育相结
合。先针对群体进行教育，改变整个群体的行为卫生习惯，
来影响个体行为的形成，“大家都这样，我也要这样”。再
针对个别特殊幼儿多提醒、多关心、多指导，使整体幼儿获
得较全面的健康教育。

经过两年半的幼儿园生活，幼儿大致上养成了良好的生活卫
生习惯。因此制定以下计划：

总目标：



1、会听信号变速跑或改变方向跑，在20~30米距离内快跑，
在200~300米距离内走跑交替，跑时上体稍前倾，两手半握拳。
曲肘在体侧，前后自然摆动，前脚掌着地。

2、跳跃姿势正确：曲膝摆臂，四肢协调，用力蹬地轻轻落地，
保持平衡。

3、能保持自身动作平衡，会两臂侧平举，单腿站立5~10秒钟，
能在有间隔的物体上行走。

4、喜欢投掷。会两人相距2~4米抛接球，原地变换形式的拍
球。边走边拍球，边跑边拍球，能肩上挥臂投掷，投准（3米
左右）。

5、能协调灵敏地钻爬和攀登障碍物。

6、会听口令立正，稍息，看齐，向左（右）转、原地踏步，
立定，便步走，齐步走，跑部走，左（右）转弯走，会听信
号左右分队走。

7、动作与行为练习，让幼儿对已经学过的基本动作与基本技
能，健康行为与生活技能等进行反复练习。

8、见解示范。具体而形象地向幼儿讲解粗浅的健康知识，并
结合身体动作或实物、模型加以示范。

9、情境表演。就特定的生活情景加以表现，然后让幼儿思考
分析情境中所涉及的健康教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