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健康活动生成方案及流程(通
用10篇)

为了保障事情或工作顺利、圆满进行，就不得不需要事先制
定方案，方案是在案前得出的方法计划。优秀的方案都具备
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
方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班健康活动生成方案及流程篇一

1、认识自己常常会面对的有哪些困难，正确分析产生困难的
原因。

2、懂得遇到困难时要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敢向困难挑
战。

3、认真参与活动，体验解决困难的快乐。

1、物质准备：故事《弗洛格找宝藏》ppt、电网场地创设

2、经验准备：幼儿有困难的经验，有失败和成功的体验。

一、谈话引入主题，知道遇到困难是正常的。

教师总结：原来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是件正常的
事情。

通过提问引入，顺其自然的引出困难的主题，为下面的环节
作了很好的铺垫。

二、听故事，讨论，了解弗洛格的困难。

3、说说自己的困难及做法：小朋友们，你们遇到过困难吗?



遇到过什么困难?你是怎么做的。

教师总结：小朋友们在生活、游戏中常常会遇到各种困难，
有的孩子退缩了，有的孩子坚持下来获得了成功。

弗洛格是孩子们很喜欢的一个动物的形象，很多孩子也阅读
过它的系列图书。这个环节从幼儿的兴趣出发选择了这个故
事，通过故事来让幼儿产生共鸣，从弗洛格的困难联想到自
己的困难，激发了孩子们表达的欲望。

三、挑战困难。

1、介绍游戏内容。

师：今天青蛙弗洛格要去其他小动物家，可是在路上它遇到
了一个困难，要通过“电网”，弗洛格试了好几次都没有通
过，请小朋友们来试试，看看能不能顺利通过。

2、组织幼儿进行游戏，并进行讨论，找出失败的原因，分享
成功的经验。

3、请失败的幼儿再试一次。

4、加大难度，请幼儿进行尝试。

这个环节遵循“游戏是幼儿的主要活动”的原则，重在激发
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通过这个挑战困难的游戏，让幼儿知
道困难是不可怕的，有时候努力努力就战胜了。游戏体现了
心理课递进强化的原则通过第一次尝试——找出困难的原
因——再次尝试——加大难度，层层递进，符合大班幼儿的
年龄特点，让孩子在游戏中强化困难的概念，积极积累经验。

四、总结面对困难的方法。

师：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大家要积极面



对困难，认真分析困难的原因，慢慢战胜困难，我们会越来
越棒的。刚才游戏中还没通过的小朋友，你们已经比第一次
有进步了，努力找找原因，相信很快就能通过的，到时候别
忘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哦!

最后老师针对性的总结面对困难的态度、方法，帮助孩子进
行梳理，让孩子再次面对困难有了心理基础。

小班健康活动生成方案及流程篇二

1、知道害怕的感觉人人都会有，愿意大胆说出自己内心的恐
惧。

2、能够想办法消除害怕的心理，尝试战胜害怕。

1、绘本《我好害怕》。

2、事先让幼儿和家长讨论并记录自己最害怕的事或物。

3、打针情景。

一、绘本植入，引出害怕心理。

你们看，谁来了?(小熊)

小熊今天怎么了?小小的圆眼睛瞪得大大的，毛都立了起来，
双手握得紧紧的。到底怎么了?(不高兴、生气、害怕)

发生什么事情了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原来是遇见了一只凶恶的大狼狗，还在汪汪汪地叫呢!小熊真
害怕!

二、经验迁移，说出自己的害怕。



1、根据记录图，讨论自己的害怕。

那你有害怕的时候吗?(有)

昨天宝宝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已经把自己害怕的事情画了下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请你轻轻地从小椅子下面取出图片，
和身边的朋友说一说。(老师巡回倾听)

2、个别幼儿说出自己的害怕心理。

你害怕的是什么?(大灰狼)

为什么会害怕?(因为大灰狼会咬我们)

害怕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觉?(不舒服)

我们来做做害怕时的样子。

原来害怕时我们会全身发抖、缩成一团;还会闭上眼睛、捂住
耳朵等，真不不舒服。

3、经验归类梳理。

还有谁也害怕这种厉害的动物?(我怕老虎、我怕的是蛇)

总：原来你们都害怕蛇、老虎、大灰狼这些厉害的动物。(教
师边说边出示展板)

你害怕的是什么?(刀)

为什么?(因为它会把人割伤的)

(因为插头有电要电死人的;剪刀碰到别人也会受伤的)

你害怕的是什么?(打雷)



为什么?(很响，很吓人)

还有谁也害怕这种很响的声音?(我怕气球爆炸、风声)

总：原来那些很响、很恐怖的声音也会让我们感到害怕。(出
示展板第三部分)

我们来看看他害怕什么?(打针)

为什么?(打针很疼)

哦，有很多小朋友因为怕疼，害怕打针。(揭示展板第四部分。
)

小结：原来每个人都会害怕，害怕是种冷冷的、紧紧的、不
舒服的感觉。害怕的时候我们会哭、会躲起来。你喜欢这种
感觉吗?(不喜欢)

三、讨论交流，克服害怕心理。

1、结合展板，讨论解决的办法。

怎么样才能让我们不害怕呢?

遇到这些凶猛的动物时，我们可以怎么做?(逃跑、躲起来、
找妈妈……)

总：有了这些好办法，我们就不怕这些凶猛的动物了。(将害
怕表情翻面成笑脸)

电、刀这些东西，我们在生活中都会用到，但是一不小心就
会受伤，那该怎么做?(小心使用、不玩电和火、请爸爸妈妈
帮忙)

总：你们真会动脑筋，这样这些东西我们也不怕了。(翻转笑



脸)

听到可怕的声音怎么办?(捂耳朵、放音乐、让妈妈抱)

总：原来我们也可以想办法分散注意，战胜这些可怕的声音。
(翻转笑脸)

3、情景表演，积极面对害怕。

打针你们怕吗?

打针可以治疗疾病;打预防针可以让我们身体变得棒棒的，能
不能因为害怕就不打针呢?怎么做才能让自己不害怕?(有的不
怕，真勇敢;怕，打针的时候不看，躲在妈妈怀里……)(找一
个勇敢的孩子来说一说：你为什么不害怕，是怎么做的?)

我们一起来学学打预防针的样子：袖子卷一卷、手臂弯一弯、
脑袋歪一歪，告诉自己我不怕!我不怕!我不怕!(你们真勇敢!
翻转表情)让幼儿大声地说出来：打针我不怕!

小结：原来有些害怕的事情，我们可以躲起来，说出来告诉
别人，或者做一些让自己舒服的事情，这样害怕就会变少。
但有的害怕，只要我们勇敢面对，也就不怕了，就像打针一
样。

四、绘本回归，生活应用。

1、回归绘本，了解小熊的克服方法。

你们都想到了好办法克服了害怕，变成了勇敢的孩子。小熊
有没有变勇敢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播放多媒体)

它想到了什么办法(躲得远远的)

现在小熊脸上是什么表情?(开心)



是啊!因为它也知道害怕的时候该怎么做了。

2、生活应用，克服害怕

幼儿的年纪太小，还不懂什么是心理健康，但是并不代表他
们不会遇到心理健康的问题，所以，老师要为幼儿打好基础，
让他们明白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小班健康活动生成方案及流程篇三

一、师幼交流。

2、老师组织幼儿之间相互讨论，并发言。

1、老师在听完幼儿的发言后，说老师这有一首关于滑滑梯的
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歌中是怎样唱的。

2、老师唱歌曲一遍。

3、老师问歌中是怎样唱的？

4、鼓励幼儿积极思考，并回答。

1、老师先领念一遍歌词，在理解歌词的基础上学唱歌曲。

2、并让幼儿分组练习。

1、在学唱歌曲的基础上，老师描述在大集体中只有互相谦让，
才能交到好的朋友。

2、老师带领幼儿到户外活动，并主要培养幼儿在集体中的谦
让心理。

3、培养幼儿的这种习惯，可以让他们在游戏中养成。如：找
朋友



小班健康活动生成方案及流程篇四

1、了解龋齿形成的原因及预防龋齿的有关知识。

2、了解牙齿的作用，要养成早晚刷牙的习惯。

3、了解换牙常识，学会保护恒牙。

教学重点

了解牙齿的作用教学

难点

了解龋齿形成的原因

活动准备

1、龋齿形成的教学挂图一幅。

2、保护牙齿的教学挂图。

3、事先提前两天与幼儿找几个蛋壳，洗净后把每个蛋壳的一
半浸醋里。

4、每人一面小镜子。

5、每人一块饼干

活动过程

以猜谜语的形式引出课题。

附：谜语《牙齿》



健康卫士穿白衣，上下两排真整齐，口中饭菜它磨碎，早晚
用刷把澡洗。

1、师：请小朋友先说一说牙齿有什么作用?(引导幼儿发散思
维，对积极回答的幼儿给予肯定和表扬)

2、请小朋友每人吃一块饼干，通过尝一尝饼干让幼儿体会牙
齿的作用。

教师小结：醋是酸的，醋会腐蚀蛋壳中的钙，所以蛋壳就会
变黑、变软了。

5、找龋齿：请幼儿利用小镜子观察自己有没有长龋齿?

6、讨论：(1)、启发幼儿讨论为什么会长龋齿?

(2)、重点请长了龋齿的小朋友说一说长了龋齿后的感受是怎
样的?你又是怎样治疗的?

教师利用教学挂图向幼儿讲解龋齿形成的过程。

7、教师结合教学挂图小结：食物吃到嘴里后，会有残渣留在
牙缝里，嘴里唾液中有一种酶会使食物残渣变酸，日子久了，
(教案出自：屈老师教案网)这些酸会使食物残渣腐蚀蛋壳一
样，使我们牙齿表面的钙被腐蚀掉，牙齿就会变黑，发生龋
洞，变成龋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虫牙。长了龋齿以后会牙
疼，还要请牙科医生给你治疗，所以请小朋友一定要注意保
护好自己的牙齿。

8、让幼儿讨论：如何预防龋齿。

9、巩固练习，出示保护牙齿的教学挂图。

让幼儿说一说图中的小朋友是怎样保护牙齿的?



10、教师指导幼儿用正确的方法刷牙，欣赏儿歌：刷牙歌。

幼儿讨论还有哪些保护牙齿的方法，教师进行补充。

教师总结保护牙齿的有关知识：第一，当牙齿活动时，不要
用手去摇它，这样会影响恒牙的萌出，并容易引起感染发炎，
(教案出自：屈老师教案网)要让它自己脱落。第二，当新牙
快长出时，不要用舌头去舔它，这样会使牙齿长的不整齐。
第三，当乳牙还没掉，新牙就从旁边长出来，或者有些小朋
友的牙齿掉了很长时间，还没长出新牙，应当让爸爸妈妈带
到医院请医生看一看。第四，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不多
吃糖果，不挑食，多吃含蛋白质和钙质的食物。

1、与家长配合，请他们提醒幼儿坚持每天早、晚用正确的方
法刷牙。

2、引导幼儿开展比比谁的牙齿好活动。(利用小朋友在幼儿
园吃点，教师提醒幼儿吃完点后要漱口，保持口腔卫生，养
成保护牙齿的好习惯。)

小班健康活动生成方案及流程篇五

冬天到了，气温骤降，孩子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室内活动，有
一部分孩子还出现了感冒症状。为了增强幼儿的体质，我结
合小班幼儿的好玩儿好动的年龄特点，激发幼儿参加活动的
积极性，体验游戏的乐趣特意安排了这节健康教育活动。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参加活动的积极性，体验游戏的乐趣。

2、知道身体各部位的弯曲可以为我们做哪些事情。

3、体验身体弯曲的丰富多样性。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初步认识了幼儿身体上的关节后，请幼儿自由弯
曲身体、想象、表现各种造型。

教学难点：通过多种游戏，让孩子通过多种形式锻炼不同的
关节，并感受到关节的灵活，激发了幼儿大胆探索并表演的
兴趣。

活动准备

音乐、口袋、盒子、摄像机、电视

活动过程

一、游戏导入“煮面条”

1、教师：配音乐玩游戏，体验弯曲。

2、教师：让幼儿根据刚才玩的游戏，感受到身体有哪些部位
弯曲了?

二、感受身体各部位的弯曲有哪些作用

教师：通过提问让幼儿思考，通过弯曲可以为我们做哪些事
情?

1、通过手的弯曲可以做哪些事情?

2、通过脖子的弯曲可以做哪些事情?

3、通过胳膊的弯曲可以做哪些事情?

4、通过腰的弯曲可以做哪些事情?



5、通过腿的弯曲可以做哪些事情?

6、通过脚的弯曲可以做哪些事情?

三、游戏活动

游戏“夹口袋”(幼儿分成若干组，比一比哪组夹得最多为
胜)巩固游戏“钻山洞”(教师当山洞，幼儿当小汽车)

四、课堂延伸

通过弯曲进行组合造型，感受弯曲的丰富多样性。

1、教师：请小幼儿自由组合造型，比一比哪组的造型最
美。(教师用摄像机记录下幼儿精彩的造型)

2、请幼儿通过电视观看刚才的造型，进行评论。

3、引导幼儿讨论保护关节的办法。

五、在舞蹈中结束活动

教师：“现在就请小朋友们跟随着“健康歌”的音乐一起跳
起来吧，看看谁的身体弯曲得最灵活。”

活动扩展：不仅身体能弯曲，还有好多的东西都能弯曲，现
在让我们去找一找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哪些东西能弯曲吧。

小班健康活动生成方案及流程篇六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眼睛的结构,知道眼睛的功能。

2、通过看眼睛、说眼睛,增进互相了解和交流。



3、初步懂得保护眼睛的重要,注意用眼卫生。

活动准备:

每人一面小镜子,“大大的眼睛”画面两幅。

活动过程:

二、让幼儿用小镜子观察自己的眼睛是什么形状的?引导幼儿
在镜子里仔细

看看,或用手轻轻摸摸自己的眼睛,知道眼睛像一个小圆球。

三、提问:眼睛什么地方会动?幼儿边摸边感知眼球会动。

眼睛里有什么?是什么颜色的?眼睛长在哪里?

四、让幼儿互相观察眼睛,并进行比较。进一步感知眼睛的结
构。

五、引导幼儿讨论眼睛有什么用?(幼儿互相讨论、交流)

六、出示画面并提问:

1、眼睛有什么用?2、我们怎样爱护、关心自己的眼睛?

让幼儿知道画画时要坐端正,不用脏手揉眼睛,要用干净手帕
擦眼泪等。

小班健康活动生成方案及流程篇七

使中学生能正确认识各种事物、情绪（狂喜，悲伤）的发生，
学会以不同的眼光（积极的）去看待它。

应如何看待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情绪。



树立正确的看待、解决问题的观念。

帮助学生树立以积极、全面的眼光去看待、解决问题

处于青春期的初中，高中学生

投影仪，电脑

提问，讨论，活动学习

2、阐述课题——换个角度看问题。

3、举例说明任何事物从不同的角度看是不一样的，产生不一
样的效果，引发不同的情绪和心境。

举例：半杯水

乐观的人，看到桌上的半杯水，会说：呵呵，还有半杯水啊，
真好。

悲观的人，看到桌上的半杯水，会说：咳，只剩下半杯水了。

4、强化主题。对刚才的例子让学生讨论，说说其产生的原因。
再次引出课题，对其强化。

5、怎么换个角度看问题才是科学的？积极的看问题，改变注
意、认知的对象，注意观察、把握生活（美好的方面），创
新性。

6、活动：邀请四个学生（最好是男生）上来，要求四个人不
能用脚支撑身体也可以使四个人同时比较稳当的支撑在地面
上。

备注：较好的方法四个人用手支撑在地上，脚放在另一个人
的身上。



7、活动的思考：此看来，我们如果换一种思考的角度，往往
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因此我们要常常学会换一个角度去
看待问题。

8、讨论：怎样树立树立正确的看待、解决问题的观念

一是知足常乐。

人生是否快乐，关键看你是否知足。俗话说欲壑难填，人的
欲望是无止境的，一种欲望满足了还会有更多的欲望滋生，
若欲望太多太高，则永远得不到满足和快乐。在各种满足不
了的欲望面前，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去理解。这样会让我们
好过不少。

二是心理换位。

各执己见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人们在生
活中难免会与家人、朋友、同事、学生或者领导产生这样那
样的矛盾和分歧。这种矛盾和分歧会使人伤心气愤，若矛盾
双方都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可能还会导致过激的言行，致
使人际关系恶化，而人际关系恶化是非常有害于心理健康的。
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需要心理换位：试着站到对方立场上
去思考，你就会发现其实对方的观点也不无道理。

三是要学会转移认知对象。

当我们因某个问题而困扰，因某个偶发事件而过度紧张和焦
虑时，不妨暂时将自己的注意力强行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
有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越想越烦恼，想得头脑也僵化了，
这时如果转换一种活动内容，也就换了一种心情，你就有可
能如释重负。

四是要合理宣泄。



比如找人倾诉，当心里感到困扰时，找个可以信赖的朋友说
上一通，只要对方愿意耐心倾听，你的心理压力就会减轻很
多。又比如写日记，当身边没有可倾诉的对象时，把满腔的
话语付诸笔端。另外，每个人总会有一些隐秘的东西是不能
与人分享的，不妨拿出一纸一笔，在上面尽情挥洒，怎么写
都不要紧，写什么都不要紧，写出来的东西通顺不通顺都不
要紧，写完了，气消了，写下的“成果”当场撕毁也好，留
待日后细细咀嚼也好，都没关系，但是你的心情却可能轻松
许多。再如听听音乐，唱唱歌，不过瘾时大喊几声，以排遣
心中久积的郁闷和慵怠。实在觉得没法子，找个没人的地方
或者躲到被窝里大哭一场，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五是自我安慰。

9、教师总结，再次点题。

小班健康活动生成方案及流程篇八

2022年6月6日是第27个全国“爱眼日”，眼睛是我们心灵的
窗口，是我们的通向美丽新世界的桥梁，是获得光明的器官，
所以我们应该珍爱自己的眼睛，让孩子们了解眼睛的重要性，
懂得如何爱护好自己的眼睛。

1、通过宣传教育活动，使孩子了解自己的眼睛，知道爱护和
保护眼睛，普及爱眼知识。

2、通过活动体验使幼儿养成用眼卫生的好习惯。如：不要长
时间地看电视节目；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1、爱护眼睛健康宣传单

2、宣传板报

3、各班活动教具



2022年6月6日上午

1、向家长发放爱护眼睛健康宣传单

2、利用板报、橱窗等宣传方式宣传

3、各班半日教学活动，开展“爱眼日”宣传教育活动

小班健康活动生成方案及流程篇九

1、知道几个常用的急救电话号码,并会正确拨打报急电话。

2、教育幼儿不玩火,掌握自救这是,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多媒体课件

一、播放几种急救车的警报声,请幼儿分辨,并说出这些急救
车是干什么用的。

师：小朋友们好!今天,老师想请大家听几种声音,说一说它们
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

救护车是干什么用的?警车是干什么用的?消防车是干什么用
的?

听说是一个小朋友的家里发生火灾了,你们猜一猜,这位小朋
友的家里是怎么起火的。

二、请幼儿发表自己的看法。

三、出示课件,请幼儿观看火灾的原因。

1、玩火

2、电器



3、吸烟

4、放鞭炮

四、出示课件，请幼儿观看自救常识。

1、拨打急救电话

2、马上开窗呼救

3、用衣服压住火苗

4、立即披上用水打湿的衣服和被子

五、请幼儿在电脑上玩游戏,谁对谁不对。

小朋友一起探讨。

小班健康活动生成方案及流程篇十

1、 通过观看情境表演，理解故事内容，并能用情境性的语
言进行讲述。

2、 知道生病要去医院看病，并懂得关心问候病人的情感。

熊先生头饰、小兔子头饰、护士帽、白大褂、针筒、药瓶、
药、号码牌、医生用具(听诊器、压舌板、手电筒等)。

一、感知理解讲述对象。

1、 角色导入，激起幼儿听故事的兴趣。

提问一：熊先生怎么了?(熊先生在不停地咳嗽和流鼻涕。)提
问二：熊先生应该找谁帮忙呢?(熊先生感到身体不舒服，与
幼儿讨论熊先生应该找谁帮忙?)引导幼儿知道生病了找谁来



帮忙。

2、 教师完整的情境讲述表演。

(一个教师扮演熊先生、一个教师扮演医生、一个教师扮演护
士。)

二、围绕讲述内容自由交谈，教师逐个进行指导。

引导幼儿回忆并且讲述故事内容。

(你感冒了，要按时吃药，多休息、多喝水，很快就会好
的。)提问六：最后，熊先生看好了病对医生说了一句什么
话?(谢谢医生。)提问七：熊先生拿到了药，对护士又说了一
句什么话?(谢谢护士。)

三、引进新的讲述经验，学习情景中的对话。

邀请幼儿讲述故事，幼儿再次欣赏故事，教师完整地讲述故
事内容。

四、巩固迁移新的讲述经验。

教师指导幼儿用故事中的对话进行角色表演。

五、教师小结。

附：《熊先生生病了》

今天， 熊先生没有去上班，他感冒了，在不停地咳嗽和流鼻
涕。

他来到了在家附近的医院，并挂了号。接着，他来到了兔医
生的办公室。



兔医生："熊先生，请问您哪里感到不舒服啊?"熊先生："我
不停地咳嗽和流鼻涕，觉得全身乏力。"兔医生用听诊器听了
熊先生的呼吸和心跳，接着又请熊先生张开嘴巴，用压舌板
和手电筒看了熊先生的喉咙。

兔医生："你感冒了，要按时吃药，多休息、多喝水，很快就
会好的。"熊先生："谢谢医生!"兔医生："不用谢!"熊先生在
药房拿到了药，并对护士说："谢谢护士!"护士："不用谢!再
见!"熊先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