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科学活动健康的牙齿反思 科
学活动我的牙齿大班教案(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班科学活动健康的牙齿反思篇一

1、观察、了解牙齿的分类与作用。

2、学习保护牙齿的方法。

3、充分体验“科学就在身边”，产生在生活中发现、探索和
交流的兴趣。

4、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幼儿的笑脸照片、小镜子

1.播放幼儿的笑脸照片。

2.请幼儿用小镜子自主观察自己的牙齿，引导幼儿在观察时
使用的不同观察方法。

(1)你能看到牙齿的几个面?你看到的每个面是怎样的?

(2)用手摸摸有什么感觉?

(3)你的牙齿有几种牙齿呢?每种牙齿有几颗?都长什么样?长
在什么位置?



3.出示牙齿图片，了解牙齿的分类与作用。

(1)门牙切牙又扁又平好像一把铲子专门负责把食物咬断。

(2)门牙旁边的几颗尖锐的牙齿叫犬牙,又称为尖牙,它好像又
短又尖的小刀,当你吃肉的时候用它来撕裂食物。

(3)口腔后面有很多大牙,叫磨牙,好像一副小磨子的上下两片,
这种牙齿最适合磨碎和嚼烂食物。

牙齿不仅能咀嚼食物、帮助发音，当人们讲话和微笑时，整
齐而洁白的牙齿，更能显现人的.健康和美丽。

4.学习怎样保护牙齿。

(1)学习正确的刷牙方法，配合牙齿模型，教师讲解正确的刷
牙方法。

(2)知道碳酸饮料会对牙齿造成损害，少喝碳酸饮料。

(3)换牙时及时拔掉乳牙让恒牙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坚持每天口腔牙齿保健，注意用牙卫生。

在幼儿的换牙期，教师能及时地为幼儿提供跟牙齿有关的的
教学活动是有助于幼儿及时了解自己的牙齿。

通过观察发现等变化让幼儿有了充分了解，使幼儿有对保护
牙齿的意识。

用通过照镜子，观察等方法让幼儿观察自己的牙齿，从幼儿
生活中的自己来作为学习探究的对象提高幼儿学习的兴趣。



大班科学活动健康的牙齿反思篇二

设计意图：

认识牙齿是大班普通的科学内容，由于活动内容较为枯燥，
于是我在教学形式上下了点工夫。一是从幼儿熟悉的事物入
手，利用可利用的生活资源让幼儿亲身感受；二是利用实验
材料、模型、影碟等多种材料来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通过
活动让幼儿亲身感知和了解牙齿的有关知识，从而达到教育
幼儿保护牙齿，养成早晚刷牙的良好卫生习惯的目标。

活动目标：

1、通过观察、体验，让幼儿了解牙齿的基本功能。

2、使幼儿了解龋齿形成的原因以及预防龋齿的有关知识。

教学准备：

1、牙齿的模型教具；

2、饼干、甘蔗、花生每组一盘；

3、牙刷、小镜子人手一个；

4、介绍牙齿功能、龋齿形成、刷牙方法的影碟片；

5、活动前两天找几个蛋壳，洗净后把每个蛋壳的一半浸醋里；

活动流程：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师出示饼干，提问：怎样才能把饼干送进肚子里？

二、基本部分：

（一）使用牙齿，认识牙齿的功能：

1、分组品尝食物，初步感知各部位牙齿的功能；

2、欣赏影碟片，了解牙齿的排列；

3、小游戏：模仿牙齿的动作，加深对各部位牙齿功能的认识；

（二）了解保护牙齿的重要性：

1、师？“刚才有的小朋友吃过饼干和花生，请小朋友互相看
看牙缝里多了什么？”（残渣、碎屑）“如果不弄掉会使牙
齿变得怎样？”

2、欣赏影碟片，了解龋齿形成过程及保护牙齿的方法；

4、教师小结：醋是酸的，酸性会腐蚀蛋壳中的钙，所以蛋壳
就会变黑、变软了。牙缝里如果有食物残渣，嘴里唾液中有
一种酶会使食物残渣变酸，这些酸会像腐蚀蛋壳一样，使我
们牙齿被腐蚀掉，牙齿就会变黑，变成龋齿，也就是我们常
说的虫牙。

5、找龋齿：请幼儿利用小镜子观察自己有没有长龋齿？有几
颗？

6、教师小结：怎样保护牙齿。

（三）学习正确的刷牙方法：

1、欣赏讲解正确的刷牙方法的影碟片；



2、配合牙齿模型，教师再次讲解正确的刷牙方法；

3、人手一跟牙刷练习正确的刷牙方法；

三、结束部份：

歌表演：刷牙歌

活动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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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反思：

从教学程序上说，教学导入简洁直奔主题，既节约了时间又
有效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在这个教学活动中，幼儿将有机会
了解食物在口腔中发生的变化，在这个学习过程中，进一步
理解“食物只有经过在初步消化中被很好地磨碎、捣烂，才
容易被身体吸收”这个观点，以利于幼儿建立健康生活的意
识。

牙齿的分类与功能及保护牙齿的内容是幼儿将要深入观察研
究的主要内容，安排的两段录相为幼儿对牙齿提供了不同的
认识方式，有助于在幼儿脑中构建起更鲜明的口腔内消化工
具的概念，并能够在不断完善认识的过程中，有意识的对自
己对牙齿的认识进行补充完善。

从教学手段上说，让幼儿进行了体验探究、观看录相、交流
互动等多种学习方式，教学内容与形式显得丰富多彩。



大班科学活动健康的牙齿反思篇三

1.培养幼儿的卫生意识。

2.学习正确的刷牙方法，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知道龋
齿的形成原因和过程，懂得要保护自己的牙齿。

3.了解牙齿的主要构造及其对人的重要性。

学习正确的刷牙方法，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知道龋齿
的形成原因和过程，懂得要保护自己的牙齿。

了解牙齿的主要构造及其对人的重要性。

一、出示封面，激发幼儿兴趣。

师：今天，老师要给小朋友们介绍一条大街，叫牙齿大街。
它就在我们这本书里面：书名叫《牙齿大街的新鲜事》。牙
齿大街里会发生什么新鲜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二、讲述故事第一段，使幼儿初步了解哈克和迪克的日常生
活以及牙齿的结构。

1.配图讲述故事第一段：

师：故事里的牙齿大街上住着谁?(哈克和迪克)它们在牙齿大
街里干嘛呀?

2.请幼儿互相观察对方的牙齿。

师：看清楚的小朋友举手告诉我，牙齿是什么样的?(白色)

3.出示牙齿结构图，引导幼儿认识不同的'牙齿。

师：我们的牙齿各有各的名称，各有各的作用，共同帮助着



我们把食物咬断嚼碎。

4.了解龋齿的成因。

师：牙齿的作用真大呀，可是，哈克和迪克怎么会住进牙齿
里的呢?(积极响应幼儿的回答。)

5.发给幼儿每人一个饼干，请幼儿吃饼干。

师：老师这里有许多的饼干，展现你们牙齿的本领的时刻到
了，老师请小朋友们来吃饼干。

师：饼干好吃吗?是什么味道的?(甜甜的)

师：饼干吃起来甜甜的，说明里面有什么?(糖)

师：现在我请小朋友们用小镜子照一照，看看自己的牙缝里
有什么?(饼干屑)

师：哦，被小朋友们发现了!像饼干屑这样甜的东西留在我们
的牙齿里，很快就会被哈克和迪克这样的细菌发现，她们就
会住进我们的牙齿里。

三、述故事第二段，引导幼儿了解龋齿的危害。

1.对比牙齿大街和龋齿大街

2.师：呀!哈克和迪克住在牙齿大街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它们
把牙齿大街改造成什么啦?(龋齿大街)

师：龋齿大街和干干净净的牙齿大街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
地方?

师：龋齿大街上的牙齿，到处都是洞，你觉得它还坚固吗?



2.联系自身实际，了解龋齿的危害

师：龋齿真恐怖，你们的牙齿里有没有长过龋齿呢?

师：如果我们的牙齿里有了龋齿，牙齿会有什么感觉?(很疼、
不舒服)

小结：是呀，如果小朋友们吃了甜的东西没有漱口，把它留
在自己的牙齿大街里，哈克和迪克就会住进去，住的时间长
了，就有了龋齿。长了龋齿的牙齿大街，再也不锋利了，吃
什么东西都会很疼。

四、讲述故事第三段，学习刷牙的正确方式。

1.讲述故事第三段，了解刷牙的正确方式

师：哈克和迪克做商人的想法成功了吗?(没有)被谁打破
了?(牙齿警察)

师：你们知道牙齿警察是谁吗?它有什么本领?

小结：牙刷和牙膏能打扫牙齿里的每一个死角，把哈克和迪
克的水果、蔬菜都搬走。把牙齿变得白又亮。

2.请幼儿展示自己刷牙的方式

师：你用过牙刷吗?你是怎么用牙刷刷牙的?

3.教师讲解正确刷牙的方法，引导幼儿尝试用正确的方法刷
牙

(1)我们的切牙和尖牙是竖着长的，有许多竖着的牙缝，如果
横着刷，牙缝里的残留物还是会留在里面。所以，我们应该
竖着刷切牙，上面的牙齿往下刷，下面的牙齿往上刷。



(2)横牙长在我们嘴巴的里面，所以要把牙刷尽量刷到牙齿的
里面，里里外外都要刷。

(3)最后还要刷一刷我们的舌头，让我们的舌头里也留不下哈
克和迪克的食物。

师：只要我们天天刷牙，用正确的方式刷牙，我们的牙齿里
就不会有像哈克和迪克那样的细菌了，我们的牙齿就会健健
康康的。

1.老师会把绘本《牙齿大街的新鲜事》投放在语言信息区，
感兴趣的小朋友可以在区域活动的时候去看一看。

2.作业《牙齿大街的新鲜事》。

本次活动教师利用绘本《牙齿大街的新鲜事》来开展健康活
动，帮助幼儿了解我们口腔中各个牙齿的名称和功能，并通
过看一看，尝一尝，说一说等方式，让幼儿知道龋齿的由来
以及对人的危害。本次活动仍然有些不足的地方。在教幼儿
正确的刷牙方法时，比较简单、仓促，可以在网上搜正确刷
牙方法的图片，带领幼儿看着图片一起徒手学习刷牙的正确
方法。另外在小结正确的刷牙方法能防止龋齿的过程中，也
可以适当扩充一些知识点，如正确的饮食习惯、多吃对口腔
有清洁作用的蔬菜水果也能帮助我们预防龋齿。

大班科学活动健康的牙齿反思篇四

作为一名教职工，通常会被要求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我们该怎么去写教案呢？下面
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大班科学活动牙齿旅行记教案，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

1．认识人体的主要消化器官，了解食物的消化过程，知道胃
与身体健康的关系。



2．加深对身体的了解，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3．逐步养成良好的饮食和卫生习惯。

4．尝试用线条记录实验结果，并能用恰当的词汇进行描述。

5．学会积累，记录不同的探索方法，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有
很多种。

一、教师与幼儿每人吃一块小饼干，谈话引出课题。

今天老师给每个小朋友带来了一块好吃的饼干，你们开心吗？
那我们一起来尝尝。好吃吗？

二、欣赏故事，感知作品内容的有趣，认识主要消化器官，
了解食物的消化过程。

幼儿说到哪个部位，教师点击相应图片。

口腔（咀嚼功能）嘴巴-它还有呢外一个名称叫口腔，它有什
么本领呢？

食道（运输功能）脖子-对脖子，它里面有一根细细的长长的
管子，你们知道叫什么吗？（食道）它可以干什么呢？食道
就像滑梯一样，帮助人体运送食物。

胃（搅拌功能）胃又有什么本领呢？把食物颠来倒去地，像
搅拌机一样把食物绞成稀泥糊糊，小肠（吸收营养）它可以
干什么？从食物中吸收营养大肠（垃圾的仓库）大肠是食物
垃圾聚集的地方，大肠的终点是什么？（肛门）肛门负责把
垃圾排出人的体外2．师小结：小朋友们真聪明，知道食物经
过人体都去了口腔-食道-胃-小肠-大肠-肛门-这些地方。这
些地方它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消化器官。（丰富词汇"消化器
官"。)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这些消化器官，这些消化器



官在我们身体里工作着……口腔里的牙齿能咬碎食物、食道
像滑梯一样往下运送食物、胃把食物颠来倒去地，像搅拌机
一样把食物绞成稀泥糊糊、、小肠从食物中吸收营养、大肠
是食物垃圾聚集的仓库、大肠的终点就是肛门，负责把垃圾
排出人的体外。

3.幼儿操作游戏：图片排序。（演示画面二）下面我们来玩
一个排序游戏：请看图片上有一根长什么？绳子上夹着-夹子，
请你们按照人体消化的顺序，对下面的这些消化器官进行排
队，一个一个的夹到夹子上。谁来说说，谁排第一---------
四、游戏"翻翻乐"，巩固和拓展相关经验1．小朋友们真能干，
下面我们再来玩一个"翻翻乐"的游戏。(放ppt)，这个游戏一
共有六道题，不管你指到谁，它就会翻开，给你带来一个有
趣的问题。回答正确方能过关，才能进入下一题。小朋友加
油喓！

2．关于人体消化器官，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3.游戏：对错猜猜猜。

1．吃饭时细嚼慢咽（对）2．运动后马上喝水（错）3．吃完
后慢慢地散步（对）4．饭后剧烈运动（错）5．天热时多喝
开水，少喝饮料（对）6．吃汤泡饭（错）7．一边吃饭一边
讲话（错）8．不吃早饭（错）五．结束部分今天小朋友们的
表现真棒！坐了这么长时间，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那
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附"翻翻乐"游戏题：

1．"饭后，我们一起去踢球吧!"这样的做法可以吗?为什么?

2．"游戏真好玩呀，大便先憋一下吧。"这样的做法可以吗?
为什么?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拉肚子呢?"你能说出原因吗?

3．身体里哪个消化器官有点像搅拌机?为什么说胃或口腔像
搅拌机?

4．暴饮暴食对吗？

5．经常吃粗粮好吗?(可以追问：粗粮有哪些?)6.睡觉蹬被子
对吗？

活动反思：

虫洞，有的咬不动稍微硬一点的食物，讨论如何保护牙齿时，
部分幼儿缺乏轻声讨论交流的习惯，不能按要求倾听同伴的
发言，自我意识较强，个别组有争抢发言标志牌的现象，活
动常规需要长期培养。总体说来，幼儿知道牙齿生病的原因，
掌握了保护牙齿的方法。

大班科学活动健康的牙齿反思篇五

1、仔细倾听故事，初步了解人体各消化器官的名称及其功能，
感受人体消化过程的奇妙。

2、积累正确的保护人体消化器官的好习惯。

3、在活动中，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发现现象，并能以实证研究
科学现象。

4、发展合作探究与用符号记录实验结果的能力。

1、幼儿经验：对于身体中消化器官十分好奇，知道认识嘴巴、
胃比较常见的器官。

2、教学课件：《牙齿旅行记》ppt。



一、导入故事情景

1、讨论：看图片猜猜，洋洋是个怎样的女孩?

2、分段讲述故事

提问：馋嘴的女孩洋洋身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牙齿吞下去之
后会怎么样?

二、初步了解各消化器官的名称和作用

1、结合ppt分段讲述故事(认识消化器官并了解它们的作用)

重点讨论：

1)胃的形状像什么?胃有什么作用?

2)小肠的工作是什么呢?

3)大肠喜欢做什么?食物被大肠吸完水分以后会变成什么呢?

2、结合人体模型图巩固消化器官的顺序和功能。

小结：原来女巫从嘴巴里进去，经过了食道、胃、小肠、大
肠，最后从肛门里出来了。这些器官都有自己的工作，只有
完成了这些工作后食物才能顺利地进入下一个器官。

三、游戏：问问答(提供认识消化器官以及如何保护它们的问
题)

游戏规则：自由分成人数一样多的两组进行轮流回答问题。

幼儿是今年新入园的孩子，在家娇生惯养，吃饭全靠大人追
着喂，吃饭也特别慢，了解到相关情况后，我每天都去观察
孩子们吃饭的`情况，发现他们在咀嚼食物方面存在问题，通



过认识门牙和磨牙，幼儿知道了门牙的主要作用是切断食物，
磨牙的主要作用是磨碎食物，并知道了饭后要漱口的卫生要
求，在后续的观察中，看到孩子们都在用磨牙咀嚼食物以及
饭后漱口的习惯以及养成，感到非常欣慰，这也是作为保健
医生能为教师和幼儿出的一点微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