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健康领域活动方案(通用9篇)
为有力保证事情或工作开展的水平质量，预先制定方案是必
不可少的，方案是有很强可操作性的书面计划。通过制定方
案，我们可以有计划地推进工作，逐步实现目标，提高工作
效率和质量。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方案应该怎么去
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幼儿健康领域活动方案篇一

活动目标：

1、让幼儿用舌头品尝各种食物，知道舌头能感觉各种味道。

2、启发幼儿说出酸、甜、苦、辣、咸等不同味道，学习表达
尝到这些味道时的感受和表情。

活动准备：

1、将苹果、酸梅、榨菜、山楂、苦瓜等食物分成小块，幼儿
每人一盘，一根牙签。

2、教育挂图《小小宴会》。

活动过程：

1、介绍食品名称，引起幼儿品尝的兴趣。

今天老师为每一位小朋友们都准备了许多好吃的东西，让我
们先看一看都有些什么?引导幼儿说出它们的名字。

提问：

(1)这些食物你们吃过吗?它们有什么味道?



(2)怎样才能知道这些食品的味道呢?(知道是用嘴巴里的舌头
感知到的，让幼儿伸出舌头，互相看看舌头的样子)。

2、 出示教育挂图引导幼儿观察并提问。

(1)你们看这四个小朋友尝到了什么味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2)你吃过这些东西吗?你是用什么尝到味道的?

3、请小朋友品尝食物是什么味道，可以和旁边的小朋友说一
说：你吃的是什么?有什么味道?也要看看旁边小朋友的表情，
并鼓励幼儿品尝每样食品。

4、品尝食物时的感觉。

提问：

(1)你刚才尝的是什么食物?它有什么味道?

(2)还有哪些食物也是甜(酸、苦、辣、咸)的呢?

(3)你看到别人脸上的表情吗?是什么样的表情?你学一学。

(4)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为什么?

小结：食品的味道是各种各样的，有甜的、有酸的、有苦的、
有辣的、有咸的，用舌头尝一尝便能知道，我们的舌头真能
干。

5、师生共同讨论保护舌头的方法。

舌头是最勇敢的，什么味道都能尝，舌头也是最娇弱的，我
们不能吃太烫的食物，这样会把舌头烫破的。我们人生病了，
舌头也会难过的，这时你吃食物也不会太香，甚至感觉不出
食物的味道了。



幼儿健康领域活动方案篇二

玩法一：

游戏名称：直线走

适合年龄：3-5岁

游戏目标：1、发展幼儿走的动作技能；

2、练习幼儿的平衡能力及耐力；

游戏规则：双手侧平举，眼睛看脚底，沿着大红布的边沿一
步接着一步向前走。

活动玩法：1、将大红布平铺在地面上；

2、幼儿纵队站立于大红布一端。

3、当听到开始口令后，幼儿一个跟一个双手侧平举，沿着大
红布的边缘一步

接着一步向前慢慢行进，绕大红布边沿走一圈。

4、走完的幼儿在起点排队重新开始游戏；

玩法二：

游戏名称：顶物走

适合年龄：6岁

游戏目标：1、发展幼儿走的动作技能；

2、锻炼幼儿的平衡能力及协调能力；



游戏规则：双手侧平举，将沙包放置头顶，在行走过程中不
要让沙包掉落。

活动玩法：1、将大红布平铺在地面上；

2、幼儿纵队站立于大红布一端，每人手持一个沙包；

3、当听到开始口令时，幼儿将沙包放置头顶，一个跟着一个
双手侧平举一步接着一步沿着大红布外侧边缘向前行进一周。

4、如果沙包掉落，快速捡起沙包在最后一个幼儿后面排队继
续向前行进直到到达终点；

5、到达终点的幼儿在起点排队等待下一轮游戏开始

游戏三：

游戏名称：舞长龙

适合年龄：6岁

游戏目标：1、发展幼儿的合作能力及反应能力；

2、发展幼儿走、跑的动作技能；

游戏规则：幼儿之间要保持距离，拽紧红布边缘；

活动玩法：1、将大红布平铺在地面上；

3、其余幼儿站于红布下方，拽紧红布外侧边缘；

5、下一组游戏时，更换下两名幼儿当龙头龙尾，直到每个幼
儿都体验此角色后游戏结束；

玩法四：



游戏名称：乌龟爬爬爬

适合年龄：3-4岁

游戏目标：发展幼儿爬的动作技能

游戏规则：幼儿之间要保持距离，手膝着地爬

活动玩法：1、将大红布平铺在地面上；

2、幼儿纵队站立于大红布一端；

3、当听到开始口令时，幼儿一个跟一个手膝着地从红布一端
爬向另一端；

4、一组完成后站起来，从红布外侧统一方向走回起点，鱼贯
练习。

玩法五：

游戏名称：乌龟运粮食

适合年龄：5-6岁

游戏目标：发展幼儿爬的动作技能及平衡能力

游戏规则：幼儿之间要保持距离，沙包放于幼儿背上，不让
其掉落。

活动玩法：1、将大红布平铺在地面上；

2、幼儿纵队站立于大红布一端，作为起点，每人手持沙包一
个；

3、当听到开始口令时，幼儿一个跟一个手膝着地爬在大红布



上并将沙包放置

于后背上，慢慢的从起点爬向另一端；

4、如果沙包掉落，快速捡起沙包在最后一名幼儿后面继续游
戏，直至到达终

点；

5、到达终点的幼儿沿着红布外侧边缘统一方向走回起点等待
下一轮游戏开

始。

玩法六：

游戏名称：手脚着地横向走

适合年龄：4-5岁

游戏目标：1、发展幼儿手脚着地横向走的技能

2、练习平衡能力

游戏规则：保持距离、不要碰到红布

活动玩法：1、将大红布平铺在地面上；

2、幼儿纵队站于红布一端，作为起点；

4、到达终点的幼儿起身从红布外侧统一方向回到起点，等待
下一轮游戏开始；

玩法七：



游戏名称：双脚跳跃

适合年龄：5-6岁

游戏目标：1、练习双脚跳的动作技能。

2、发展动作的协调性。

游戏规则：要求幼儿在起跳的时候必须双脚并拢起跳，不能
单脚跳。

活动玩法：1、将数条大红布平铺于地面，红布间应保持一定
距离；

2、幼儿沿大红布最长的一边站成一横排，作为起点；

3、当听到开始口令时，幼儿双脚合拢跳过大红布。

4、跳完的幼儿从统一方向返回起点等待下一轮游戏开始；

玩法八：

游戏名称：夹沙包

适合年龄：5-6岁

游戏目标：1、练习双脚夹物跳的技能。

2、发展动作的协调性。

游戏规则：要求幼儿双脚将沙包夹住，不要将沙包掉落。

活动玩法：1、将两条大红布平行铺于地面，作为起点和终点；

2、幼儿在起点处面对大红布站成一横排，每人一个沙包；



3、当听到开始口令时，幼儿双脚夹住沙包连续向前跳直到终
点。

4、跳完的幼儿从统一方向返回起点等待下一轮游戏开始；

玩法九：

游戏名称：跨跳

适合年龄：6岁

游戏目标：1、增加高度练习跨跳的技能。

2、体验参与游戏的快乐。

游戏规则：幼儿在完成跨的时候必须注意是脚抬高，双脚交
换的跨跳；当小老师的幼儿必须拽紧红布让其绷直不松垮。

活动玩法：1、将数条大红布平行铺于地面，红布间保持一定
距离；

2、幼儿纵队站立两列，请排头的幼儿当小老师，将大红布竖
起贴于地面拽紧两端；

3、其余幼儿按顺序跨跳过红布；

4、跳完的幼儿按统一方向返回起点，准备下一轮游戏开始；

5、根据幼儿的情况可以随时增加红布的高度；

玩法十：

游戏名称：躲迷藏

适合年龄：6岁



游戏目标：1、练习幼儿的反应能力；

2、体验游戏的乐趣；

游戏规则：要求幼儿根据大红布移动的位置做出正确的反应，
并要始终躲在大红布下；

活动玩法：1、将红布平铺于地面；

4、更换小老师，幼儿继续游戏；

玩法十一：

游戏名称：拔河

适合年龄：6岁

游戏目标：1、体验民间游戏的乐趣

2、培养幼儿的合作能力

游戏规则：听到开始口令时才可以拔绳子、两队人数相等

活动玩法：1、给地上画3条直线，间隔为1米，局中的线为中
线，两边的线为河界。

2、将大红布搓成绳子，在中间系一根黄带子作为标志带，下
面悬挂一重物垂直于中线。

3、幼儿分两队站于绳子两端，人数相等

4、游戏采取三局两胜

6、当听到裁判员（老师）“开始”口令时，双方各自一起用
力拉绳，把标志带拉过本队河界的队为胜方。



幼儿健康领域活动方案篇三

活动目标：

1、知道骨骼是人体的支架，初步了解骨骼的名称和作用。

2、懂得用多种方法保护骨骼，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促进骨
骼的生长发育。

3、帮助幼儿了解身体结构，对以后的成长具有一定的帮助。

4、了解主要症状，懂得预防和治疗的自我保护意识。

5、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活动准备：

动物骨头：鱼骨头、肉骨头;骨骼支架图一幅;操作卡若干;录
音机、磁带、投影仪、笔等。

活动过程：

(一)以动物骨骼引起幼儿兴趣。

(二)了解人体的支架——骨骼。

1、找找说说哪儿有骨骼?它是怎样的?

2、结合图片共同整理，了解人体骨骼的数量和有关名称。

3、体验了解骨骼的作用。

(三)懂得保护骨骼的多种方法。

1、幼儿判断操作卡上幼儿行为的正误，懂得保护骨骼的多种



方法。

2、评价：集体讲讲、学学或者修改。

3、师幼共同小结，用歌曲提升(加油干的音乐)。

内容：喝牛奶呀么呵嘿，喝牛奶呀么呵嘿，我们大家喝牛奶
喝牛奶喝牛奶骨骼强又壮呀!(喝牛奶可更换为晒太阳、作运
动、坐得直、站得稳等)

幼儿健康领域活动方案篇四

活动目标：

1、教育幼儿懂得呼吸对人的重要性，知道与人体呼吸有关的
主要器官和他们的名称。

2、通过活动让幼儿知道要保护人体呼吸器官。

3、培养幼儿自我保护的能力。

活动准备：

1、图书《人的呼吸》(一)、(二)、(三)、(四)、(五)。

2、塑料袋若干。

活动过程：

1、启发幼儿用塑料袋做实验。

(1)幼儿用嘴向塑料袋里吹气。

“谁知道为什么塑料袋会鼓起来?(袋中有气)



(2)塑料袋里的气又是从哪里来的?身体里为什么有气?

教师指导幼儿吸气，呼气，请幼儿说说自己的感觉，让幼儿
嘴闭紧，用鼻子深深的呼吸，说出自己的感觉，然后再将气
呼出来，再说说自己的感受。

2、启发幼儿说说呼吸对人有什么作用。

(1)请幼儿拿出图书，翻到图(一)，引导幼儿观察呼吸器官图，
教师结合图向幼儿介绍。

人体需要氧气，通过吸气，空气经过鼻、咽喉、气管、支气
管到肺，在这里氧气被吸收了;身体内的废气也在这里被替代
出来经过呼吸器官排出体外，呼出的气就是人体中的废气。

(2)让幼儿捏紧鼻子，闭上嘴巴，感觉不能呼吸时的难受，再
说说自己的感受。

(3)启发幼儿讨论呼吸器官有病时，人感到怎样，有什么不舒
服。引导幼儿说出：感冒时会鼻塞，会咳嗽，咽喉痛，生肺
炎时人会发烧，呼吸急、喘，人很难受。

3、怎样保护我们的呼吸器官。

呼吸器官是人体的重要器官，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它。引导幼
儿观察并讨论图书内容(二)、(三)、(四)、(五)，使幼儿知
道如何保护呼吸器官。

活动延伸：

1、在带领幼儿参加体育活动的同时，让幼儿感知人由于加大
运动呼吸也会急促，以及人在运动时需要更多的氧气。

2、教幼儿在室外进行深呼吸，体验到呼气、吸气的过程。



幼儿健康领域活动方案篇五

1、感知秋天许多树叶发生了变化，有采集、欣赏树叶的兴趣。

2、介绍自己找到的树叶，对其形状进行联想。

活动准备

马甲袋、小筐

活动过程

一、园内散步感受树叶的变化

孩子们，上次我们在幼儿园的操场上寻找秋天的时候发现了
什么?(幼儿自由发言讨论)

二、外出捡落叶

(1)幼儿讨论外出注意事项。

(在老师规定的捡落叶，不乱跑，不去湿的地方，在干的地方
捡，听到老师说排队的时候马上过来排队，注意安全。)

(2)幼儿外出捡落叶。

教师引导幼儿采集不同形状大小的树叶。

三、讨论、交流自己采集的树叶

1、看看说说你捡到的树叶是怎么样的?

幼：圆圆的，椭圆形的，有点枯掉了。

师：有的小朋友捡到的叶子是椭圆形的;秋天到了，叶子变黄



掉下来了，时间久了就枯掉了，所以有的小朋友捡到了枯黄
的叶子。

2、闻闻你捡来的树叶有什么味道?

幼1：有树叶的味道。(师：那是什么味道呢?……)幼2：有股
香味。

师：树叶有股淡淡的清香。

3、摸摸你的树叶是怎么样的?

4、想一想你的树叶像什么?

幼儿健康领域活动方案篇六

1、通过猜谜语引出活动主题教师：小朋友你们好，今天俞老
师很高兴和你们一起上课，现在我要和你们一起分享一个谜
语，可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想请小朋友来帮助我，看
看谁最聪明能最先猜出来。

出示谜面：左一片，右一片，中间隔山看不见。教师引导幼
儿说出谜底后回答问题。

教师：

(1)那你们知道谜底是什么了吗?

对，是小耳朵。现在就请小朋友跟我一起说：耳朵、耳朵、
我有一对小耳朵。那摸一摸你们的耳朵，再看看旁边小朋友
的耳朵，说一说小耳朵长的什么样?跟老师说：小耳朵，两片
子，伸一伸，扇扇子。

(2)那你们知道小耳朵有什么用处吗?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做



一个“小耳朵真有用”的游戏，等做完了这个游戏你们就知
道我们的小耳朵有什么用了。

2、游戏：“小耳朵真有用”

教师：现在请小朋友把眼睛闭上，看你们能不能猜出来老师
在干什么了?

教师将准备好的录音机、打击乐器、噪音，使它们发出声音，
让幼儿说一说都听到什么声音。初步了解耳朵的用处。

教师：

(1)小朋友你们刚才知道老师在干什么吗?

(2)咦，奇怪，你们不是把眼睛都闭上了吗，怎么知道的?

(3)那现在再请你们把眼睛闭上用手把耳朵捂住，看你们还能
猜出来我在干什么?

(4)你们知道刚才我又干什么了吗?为什么?

教师小结：我们的耳朵可以帮助我们听见各种不同的声音，
有美妙的歌声、琴声，像这种声音我们叫它是悦音。还有一
种特别刺耳难听的声音，那就是噪音。其实我们身上的每个
器官都有非常大的作用，比如说眼睛可以看，鼻子可以闻，
耳朵可以听，嘴巴可以吃东西还可以说话。所以我们要保护
好身体的每个器官，不能让他们受到伤害。

3、幼儿讨论如何保护耳朵出示ppt教师：

(1)这个小朋友怎么了?

(2)她的耳朵为什么疼?



(4)看动画片《不要随便掏耳朵》

教师小结：在生活中我们能不能随便掏耳朵，如果要掏耳朵
必须有爸爸妈妈的帮助下才可以。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的耳
朵，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声音不能太大，不能对着小朋友的耳
朵大喊大叫，更不能用尖利的物体去掏耳朵，因为耳朵里的
耳膜对我们很重要，如果把它弄破，就听不见声音了。如果
听见特别刺耳或是特别大的声音时要用手把耳朵捂住或者张
大嘴巴，这样可以减少声音对耳膜的刺激。

4、音乐游戏“请你猜猜我是谁”

规则：请一名幼儿上来用布蒙住眼睛，其他人围成一个圆圈，
边听音乐边走，当音乐停之后就不许再动，让蒙眼睛的幼儿
来摸，被摸到的小朋友说：“请你猜猜我是谁”，被蒙眼睛
的幼儿要说出该幼儿的名字。

5、教师小结：今天你们玩得高兴吗?我也很高兴。我们不仅
知道了耳朵可以听见各种不同的声音，还有分辨声音的功能，
既然耳朵对我们很重要，那就请小朋友爱护、保护好自己的
耳朵。

6、结束活动：在大自然当中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听过的声音，
你们想不想去听一听呢?那现在我们级一起去外面听一听吧!

幼儿健康领域活动方案篇七

设计意图：

孩子们对幼儿园活动场上一块很大的塑料布很感兴趣，孩子
们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围着塑料布兴奋地玩起来。看到孩子
们玩得如此起劲，我也情不自禁加入其中。根据孩子的兴趣
结合他们的年龄特点，我设计了这节大班健康活动“好玩的
塑料布”。



活动目标：

1.能尝试改变塑料布的形状、大小，探索不同的玩法。

2.能在快乐、自由的游戏氛围中自由探索，体验合作游戏的
快乐。

3.发展幼儿玩塑料布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活动准备：

1.一块长方形塑料布。

2.音乐cd《看晒场》。

3.幼儿熟悉音乐游戏《转转转，变成一个大大卷》。

活动过程：

一、热身运动。

师幼跟随音乐《看晒场》活动身体的部位。

“小朋友们，今天的天气真暖和，我们一起跟着音乐来运动
运动吧。”

二、尝试根据塑料布的特点，探索改变塑料布的玩法。

师：“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好玩的，瞧这是什么?你们觉
得它像什么?摸一摸、抓一抓有什么感觉?”

启发幼儿根据塑料布轻、软、滑的特点，探索如何改变塑料
布的大小和形状。

师：塑料布又软又轻，我们和它玩“快乐变变变”的游戏好



吗?怎样变呢?谁来试一试?(启发幼儿尝试用折、叠、团、卷
等方式将大塑料布变窄、变圆……)

三、引导幼儿探索形状和大小改变后的塑料布的玩法，感受
合作游戏的快乐。

第一次探索游戏：引导幼儿合作玩一整块塑料布。

师：“塑料布像什么?我们一起来玩玩吧?”

(幼儿把塑料布想象成雨伞、鱼网、帐篷，幼儿自由游戏。)

第二次探索游戏：引导幼儿探索将大塑料布变窄变小

师：“大塑料布还会怎么变化?我们变一变来玩一玩吧?”

(幼儿尝试将塑料布对折1～2次，改变其大小)，教师根据幼
儿能力的不同，引导幼儿合作练习跨跳宽塑料布或窄塑料布。

第三次探索游戏：根据变窄的塑料布，引导幼儿把塑料布想
象成“大大卷”，全体幼儿合作玩音乐游戏“转转转，变成
一个大大卷”。(每个幼儿紧贴着塑料布，一手抓住塑料布的
一边，边唱儿歌边开心地跑动做游戏。

音乐游戏歌词：转转转，向里转，转成一个大大卷;转转转，
向外转，转成一个泡泡糖。耶——)

三、结束部分

师：“小朋友们真能干，一块普通的塑料布也能玩得这么开
心。现在我们玩的都有点累了，我们一起躺在上面休息一会
儿吧?(在柔和的音乐中，孩子边听音乐边做放松动作，结束
本次活动。

活动延伸：



1.引导幼儿寻找生活中的塑料布制品，进一步了解塑料布制
品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方便。

2.在美工区中尝试用塑料制品做成美丽的饰物来美化教室，
也可以在表演区里将塑料布制作成时装，表演“时装秀”。

活动反思：

游戏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方式。兴趣是的老师，整个活动设
计我从幼儿的兴趣点出发，根据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通过
自由探索和游戏的相结合方式，顺利的完成了活动目标。现
代教育活动要求教学内容和幼儿实际相结合，激发幼儿的学
习兴趣，体现自主性、合作性、探究性、体验式的学习方式，
促使课程的基本理念得到充分的贯彻和落实。在组织的过程
中，把游戏规则交待清楚些，效果会更好。在以后的教育活
动中，我会考虑的更加详尽周全，让孩子成为活动真正的主
人。

幼儿健康领域活动方案篇八

1.观察画面信息并初步了解水果与人的健康的关系。

2.知道不挑吃、不偏吃某些水果的好处。

初步了解水果与人的健康的'关系。

1.幼儿用书：多吃水果，健康多多。

2.挂图：多吃水果，健康多多。

一、组织教学。

二、请幼儿讨论吃水果有哪些好处?了解幼儿的已有经验。



1.你喜欢吃哪些水果，不吃哪些水果?

2.你知道水果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三、出示挂图，请幼儿仔细观察画面，尝试回答吃不同水果
的作用。

1.看一看画面上都有哪些水果

2.你喜欢吃香香、甜甜的水果吗?哪些水果是香香、甜甜的?

3.吃了这些水果，你的心情会怎样?

5.你还知道哪些水果的好处?

四、请幼儿自主阅读幼儿用书，和同伴讲一讲吃水果的好处，
并鼓励幼儿回家后把吃水果的好处讲给家人听。

我们今天知道了很多吃水果的好处。回家后把这些告诉爸爸
妈妈，让他们也知道吃水果的好处。

五、小结。

幼儿健康领域活动方案篇九

活动目标：

1、了解感冒的症状，对发病原因有粗浅的认识。

2、体验感冒带给人的不愉快，乐意积极预防感冒。

活动重点:

了解感冒的症状，对发病原因有粗浅的认识



活动难点：

体验感冒带给人的不愉快，乐意积极预防感冒

活动准备：

相关情境、资料

活动过程：

(一) 开始部分

导入活动：开心碰碰碰

拍手入场，进行开心碰碰碰的游戏，感受快乐。

(二) 基本部分

1、观看情境表演，引入讨论话题。

2、讨论感冒的症状、原因和治疗的方法。

教师：感冒了怎么办?

3、了解预防感冒的常识。

经常开窗通风，多喝白开水，多吃水果;关注天气变化等。

4、幼儿讨论，教师给与适当的补充，丰富幼儿的相关知识。

教师小结：感冒后要多喝水，要用纸巾或手绢捂住口鼻，少
去公共场合。

(三)、结束部分



绘画活动，预防感冒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