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中班健康饮水安全教案(实
用6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中班健康饮水安全教案篇一

1、通过各种起跑的游戏，提高儿童快速起动的能力。

2、加强儿童听信号做出反应的能力。

小朋友成一路纵队围成一圈，前后保持一定的`距离，教师站
于圈中进行指挥，小朋友们前进行绕圈走的练习。

第一步游戏：在行进中，教师喊自己的名字，听到要求后，
所有小朋友们快速跑到老师的身边，抱成一团。

第二步游戏：在行进中，教师任意喊出班上二个小朋友的名
字，听到名字后，此两名小朋友不动，其他小朋友快速分散
跑到此两名小朋友的身边抱成一团。

1、被叫到的二名小朋友位于圈的两端。

2、教师注意安全的要求。

此类游戏可以借助器材来进行，例如：在小朋友围成的圈内
或圈外相应位置，放两种至三种颜色的大呼啦圈若干，教师
可以任意喊出某种颜色，小朋友们快速聚集到相应的圈内抱
着团。



幼儿园中班健康饮水安全教案篇二

1.了解眼睛对人的重要性

2.懂得如何保护眼睛

3.培养幼儿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情感

4.让幼儿知道愉快有益于身体健康。

5.教育幼儿养成清洁卫生的好习惯。

6.引导孩子乐于接受治疗。鼓励、培养小朋友不怕打针的勇
敢精神。

一：引出主题

1.游戏：指五官

轿是说一个五官的名称，幼儿必须又快又准得指出来

2.以猜谜语的形式，引出活动内容，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谜面：上边毛，下边毛，中间有颗黑葡萄。

中班健康活动教案《认识五官―眼睛》

二：了解眼睛对人的重要性

1.幼儿听歌曲《五官歌》师：小朋友，听了这首歌谁能说说
我们的眼睛可以帮我们做什么？（幼儿自由回答）那我们如
果没有眼睛将会怎么样呢？好，现在请小朋友一人拿一个眼
罩戴好，亲身感受一下，你可以站起来慢慢得走两步。（幼
儿亲身感受后回答问题）



2.出示盲人图片师：那个小朋友来说说这个叔叔为什么带着
一个墨镜，手里还拿着一根木棍在马路上走？（幼儿回答）
教师引出盲人一词，刚才我们小朋友也亲身感受了眼睛看不
见东西是什么滋味，所以盲人叔叔做事情很不方便，我们小
朋友应该怎样呢？（使幼儿懂得关心、帮助残疾人）

三：懂得如何保护眼睛

师：眼睛对我们这么重要，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护自己的双
眼呢？怎么保护呢？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几幅图，请你们来
做裁判，看看说做的对。（将幼儿分成两组，教师出示一幅，
幼儿作出判断，并说明原因，答对的一组获得一朵小红花）

最后，教师与幼儿一起小结在生活中如何保护眼睛。

四：玩“贴眼睛”的游戏

幼儿手里拿着两个“眼睛”，站在距头像一米处，把眼睛蒙
上，向前走给头像贴眼睛，看说贴得准。活动自然结束。

活动反思：

目标的制定：目标制定合符本班幼儿的年龄特点，但在目标
的写法上不正确，如"教给幼儿……"应该写成"幼儿学
会……"，应该站在幼儿的角度制定目标。

教具的准备：在教具的制作上，制作了五官图片，形象直观，
幼儿很感兴趣。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教学"鼻子的功能"这一
环节上，无教具加以辅助教学，不够生动，如有食物提供给
幼儿闻一闻后教学鼻子的用途效果会好些。

教学方法及组织能力方面：教师的教学方法有点单调，没有
更多的关注到幼儿的个体差异。教学活动过程中思路清晰，
但教师的语言表达能力欠缺，语速偏快了点，导致听课教师



及幼儿听不清楚，教师应加以改正。

幼儿的参与方面：大部分幼儿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了此次教
学活动中，但也有个别幼儿没有进入状态了，在玩自己的。
此外，整个活动中课堂纪律较差，教师应加强整顿幼儿的活
动纪律。

幼儿园中班健康饮水安全教案篇三

1.知道在走廊、楼梯上戏闹的危险性。

2.能正确地上下楼梯，不在走廊内大声喧哗，打闹。

3.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4.能学会用轮流的方式谈话，体会与同伴交流、讨论的乐趣。

5.愿意交流，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1.幼儿在走廊、楼梯嬉闹的图片一幅。

2.幼儿各种不良行为、良好行为的图片若干。

一、经验讲述--知道在走廊和楼梯上戏闹的危险性。

1.谁在走廊或楼梯上摔到过？

2.为什么会摔到？

3.结合图片让幼儿讲述：这几个小朋友在干什么？会发生什
么情况？

4.小结：走廊和楼梯都是公共场所，又比较狭窄，来往的人
特别多，如果在这些场所打闹、跑跳，会发生许多危险，或
者和别人撞在一起，或者撞倒、摔伤，严重的还需要住院。



二、组织幼儿讨论--在走廊和楼梯上应该怎样做。

1.讨论：在走廊和楼梯上应该怎样做？

2.小结：在走廊上不能大声喧哗，打闹、你追我赶，上下楼
梯要靠右边走，眼睛看着台阶，不在楼梯上跑跳，不滑栏杆。

三、游戏"走迷宫"--强化幼儿良好行为习惯。

出示画有许多幼儿不同行为的迷宫图片，引导幼儿分辨哪些
行为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错误的。

幼儿的兴趣非常浓，能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但在幼儿讨论
的这个阶段，我应该创设情景，让幼儿体验。我会多看看多
学学，让以后的教学活动能够更好。

小百科：走廊：走廊的意思是有顶的过道，建筑物的水平交
通空间，也比喻连接两个较大地区的狭长地带。在中国比较
出名的有位于甘肃的河西走廊，位于辽宁的辽西走廊。

幼儿园中班健康饮水安全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初步认识牙齿的构造，知道牙齿不仅可以咬碎食物，帮助
消化，还能帮助咬准字音，使我们说话清楚。

2、懂得牙齿的用处很大，要注意保护好牙齿。

3、了解多运动对身体有好处。?

4、喜爱参加体育锻炼，养成爱运动的好习惯。

活动准备：



1、每四个人一个苹果，虾条每人1~2根。

2、牙齿的模型一副。操作卡片《白白的牙齿》六张。

活动过程：

1、让幼儿吃苹果，初步认识牙齿的用处。

引导幼儿大胆说出自己的体验，知道是用牙齿帮助咬断嚼碎
苹果，吃下去的。

2、让幼儿认识牙齿的构造。

（1）你们都有牙齿吗？张开嘴巴让我们们看一看牙齿是什么
颜色的？

让幼儿相互看一看，知道每人都有牙齿，牙齿是白白的。

教师讲解并演示：牙齿有上下两部分，上下两部分是一样的，
前面的牙齿是扁扁的，旁边的牙齿是尖尖的，后面的牙齿是
方方的。

（3）这些不一样的牙齿有什么用呢？

请幼儿看卡片1―4讨论，在教师的讲解和提问的帮助下，知
道扁扁的牙齿可以切断食物，尖尖的牙齿可以撕拉食物，而
方方的牙齿力量最大，可以压碎食物，它们各有各的作用，
共同帮助我们把食物咬断嚼碎。

3、让幼儿尝尝虾条，再次体验一下不同牙齿的作用。

4、讨论：牙齿除了可以帮助我们吃食物，它还有什么用呢？

让幼儿练习发音如：“师”、“四”、“字”，等教师着重
强调发这些音时上下牙齿分开、并拢等情况。知道牙齿还可



以帮助我们正确发音，使我们讲话清楚。

5、师生共同看操作卡片5-6讨论并小结：牙齿有很多用处，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保护自己的白白的牙齿呢？饭后漱口、早
晚刷牙、睡前不吃糖和其他东西、不吃过硬的.东西等等，牙
齿才能不发黄，不发黑，让我们的牙齿一直是白白的，天天
为我们服务。

活动结束：

1、结合进餐活动，让幼儿谈谈怎样用牙齿吃牛肉，芹菜等难
嚼的食物，不包、不吮饭菜，养成正确使用牙齿进食的习惯。

2、利用日常活动，让幼儿谈谈这些问题：你的牙齿为什么发
黑了？为什么你的牙齿烂掉了？这样有什么不好？让幼儿懂
得牙齿清洁整齐，不但美观，而且能减少疾病。

教学反思

通过讲述保护牙齿这一教育活动，我觉得我班幼儿对如何保
护牙齿这一内容十分感兴趣，在活动在组织过程中，我尝试
运用了多种类型的师幼互动方式来推动幼儿的发展。在幼儿
看课件《没有牙的大老虎》时，将几个问题抛给幼儿，“老
虎的牙齿哪去了?”“故事里的老虎大王为什么会有蛀牙?”
引导幼儿思考，蛀牙是怎样形成的呢?再通过吃饼干，逐个让
幼儿看看，闻闻、摸摸醋中蛋壳，让幼儿知道吃完东西后会
有食物残渣留在牙缝里，时间久了牙齿就象浸泡在醋里的蛋
壳，会变软，变黑，久了牙齿还会掉落，此时的师幼互动达
到一个小高潮，从而提高幼儿保护牙齿的意识。幼儿了解蛀
牙形成的原因后，启发幼儿讨论如何预防蛀牙?怎样保护牙
齿? 通过保护牙齿的课件，使幼儿形像的观察了解到了牙齿
的作用，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法，特别是我在我在讲述正确
的刷牙方法时，有的孩子都争先恐后的替我讲述，好像他们
是老师似的，因此幼儿对“刷牙”的动作就有了一定的兴趣，



因此在学习刷牙的时候，孩子参与的积极性很高，孩子都浸
在了欢乐愉快的氛围之中。同时也在快乐的学习中懂得了怎
样保护牙齿，并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

活动的不足之处：

1、我的肢体语言不丰富。

2、幼儿积极性较高，课堂活跃，幼儿纪律有点乱。

3、课件保护牙齿得声音有点小，使有的幼儿听得不太清楚，
如用多媒体效果会更好。

幼儿园中班健康饮水安全教案篇五

1、初步知道自己生活、活动中容易发生危险的事情。

2、能迁移已有经验，掌握避免自己受到伤害的方法。

能迁移已有经验，掌握避免自己受到伤害的方法

1、四幅图片、生活中常见的尖尖的物体等。

2、《幼儿画册》（第一册第46、48）

一、创设情境，引出话题。

教师：贝贝的手受伤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二、出示图片讨论，知道生活中容易发生的危险的事情。

图一：贝贝在教室里拿尖尖的棍子与同伴嬉闹。

图二：贝贝从家里的阳台上往下扔瓶子。



图三：贝贝在玩爸爸的打火机；图四：贝贝在公园里从高高
的地方往下跳。

教师：贝贝这样做对吗？为什么？生活中你像他这样做过吗？

三、迁移生活经验，掌握避免发生危险的做法。

提问：在家和幼儿园里，还有哪些容易引危险的东西？（如：
尖尖的物体、易碎的器皿、煤气灶、电源插头等）讨论：在
生活中，我们怎样做才能不受到伤害？使用尖尖的东西时要
小心，不要将易碎的东西摔坏，不玩煤气开关，不把手指伸
进插头，关门、时要手握把手轻轻地开或关上。

四、为班级制作危险警示卡，提醒大家遵守。

教师带领幼儿在班级教室和周围寻找发生危险的地方，引导
孩子画下来作为标记，提醒大家注意。

选择几幅有代表性的警示图，和孩子一起贴在相应的需要提
示的地方。

教后反思：在平日里，孩子们总是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小
伤难免的，所以整个活动孩子们沉浸在故事画面里，听得很
专注。知道了以后哪些东西不能碰，不能做哪些危险的事情，
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了，要学会保护自己。通过故事画面，孩
子能准确判断是与非，增强自己的安全意思。其实，也提醒
老师在平常生活里要比较注意孩子的安全。

幼儿园中班健康饮水安全教案篇六

1.引导幼儿观察比较浸入了醋和没有浸醋的蛋壳，了解酸会
腐蚀牙齿。

2.使幼儿懂得饭后漱口，早晚刷牙能保护牙齿，初步掌握正



确的`刷牙方法。

3.通过活动，使幼儿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1.被醋浸着的蛋壳和没有被醋浸过的蛋壳各一个。

动画片《蛀牙大王》，护牙图片若干。

3.牙模型、牙刷一把，幼儿饼干，小镜子，纸杯，清水若干。

1.放碟片《蛀牙大王》，幼儿观看。

2.提问：动画片里的蛀牙大王为什么会有蛀牙？

1.请幼儿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牙齿怎么样？

2.请幼儿互相观察同伴的牙齿，看看牙宝宝上有没有洞洞。

3.讨论：怎么会有洞洞的？

1.请幼儿观察浸泡在醋里的蛋壳和没浸泡在醋里的蛋壳。

2.说一说它们有什么不同？

3.讨论：为什么浸泡在醋里的蛋壳会变黑、变软呢？（提醒
幼儿闻一闻醋的味道）教师小结：酸能腐蚀蛋壳中的钙，所
以蛋壳放在醋里会变黑变软。

4.请幼儿品尝桌上的饼干，吃完后照照镜子，观察牙齿上有
些什么？

5.请出专业牙科医生讲解，进行小结啊啊啊啊；我么吃过东
西后，嘴巴里会有很多小的食物留下来，不马上漱口的话，



时间长了，这些是食物就会变的和醋一样很酸，牙齿就像刚
才的蛋壳一样，会变的又黑又软，时间一长，还会出现洞洞。

（幼儿自由想办法，边说边出示图片）

1.早晚刷牙，进食后漱口。

2.健康饮食，不食过硬、过冷、过热的食物。睡前不吃零食，
少 吃糖。

3.定期检查牙齿。

1.请小朋友说说做做。

2.教师边念儿歌边出示牙模型和牙刷示范正确的刷牙方法。

3.幼儿跟教师一起做。

教后反思通过学习，幼儿了解了龋齿形成的原因以及对人身
体的危害，幼儿还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法，有利于养成早晚
刷牙的良好卫生习惯，收到良好的效果。整个教学活动层层
递进，从材料、形成到组织的各个环节，教师的语言以及幼
儿的表现等，都是个性化浓郁的不断激发孩子欲望的，孩子
主动探索，主动学习发现知识的一次活动。总之，是把枯燥
的科学活动与语言活动、健康活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达到
了整合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