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认识我的身体教案反思大班 安全我
的身体我做主教案及反思(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
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认识我的身体教案反思大班篇一

活动目标：

1、通过本教学活动，使幼儿有自我保护的初步意识。

2、幼儿在遇见突发事件时能够使用正确的方法保护自己。

3、培养幼儿自我保护能力。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活动重点难点：

重点：幼儿在遇见突发事件时能够使用正确地方法保护自己。

难点：幼儿能够使用通讯工具求救，能够做到拒决陌生人的
带领。

活动准备：

1场景2场景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1、场景1(发生突发事件，并挟持幼儿并其领走)教师观察有
而反应并记录。

2、说一说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小朋友怎麽做的?我们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

二、基本部分

1、教师出示相关图片，请幼儿观察并说出图中发生什么事。

2、请幼儿说说如果自己遇见此类事件应该如何对应。

3、教师指导幼儿在遇见突发事件时应当如何解决(打电话求
救或呼喊救命)

4、场景2，考验幼儿是否使用正确方法保护自己。

5、根据场景2再次对幼儿进行教育。

三、结束部分

谈话：说一说在生活中还有什么其它突发事件，我们如何解
决。

安全《我的身体我做主》教案及反思

认识我的身体教案反思大班篇二

1、初步了解身体里的水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知道一些自我保
护的方法。

2、观察画面，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3、培养幼儿对事物的好奇心，乐于大胆探究和实验。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激发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

重点：幼儿了解我们身体里的水与我们健康的关系

难点：了解血液中的血小板和白细胞与我们健康的关系及作
用

ppt

1、在生活中，我们看到、用到过很多水，我们来看看有哪些？

过渡语：前面你们说到的水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水，这些是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水，我们身体里也有很多水。

（一）、身体里的水

1、你们知道我们身体里有哪些水吗？

（二）、汗水

1、我们是不是每天都会出汗？什么情况下会出汗呢？

2、出汗有什么用呢？

3、出汗后该怎么办呢？

（三）血

2、这个小朋友叫嘟嘟，他发生了什么事？

3、你从那里看出他受伤的？受伤会感觉怎么样？



4、受伤后血会一直流吗？为什么？

（一）、图一：

1、图片上是什么地方？

2、出现了哪些人物？

3、你觉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达成度：认识图片中的两
个人物）

（二）、图二：

1、细菌的阴谋得逞了嘛？

2、血小板想了个什么办法让细菌进不来呢？

3、血小板围起来堵住伤口时，围成了一堵厚厚的墙，你们知
道这堵墙叫什么名字吗？

（达成度：帮助幼儿了解，血液中的血小板的作用）

（三）、图三：

（达成度：了解血液中白血球的作用）

（四）、图四：

1、嘟嘟的伤口好了嘛？

2、血小板、白血球现在怎么样了？

（五）、图五：

1、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为什么？



小结：凶神扼杀的是细菌，像小护士一样的戴护士帽的是血
小板，血小板能帮助我们凝固血液，堵住伤口；另外一个戴
帽子的是白血球，他能帮我们消灭身体里的细菌。

三、经验拓展

在教学中，幼儿对操作、探究很感兴趣，通过操作的形式让
幼儿体会到探究创新的过程和快乐，活动中利用生活经验交
流讨论、多媒体引导、发散思维创新想象，操作实验、创新
实验交流、记录总结等活动，引导幼儿创新动脑思维，教师
适当的提供了探索材料，把问题抛给幼儿自己尝试着探索创
新，形成合作探究式的师幼互动，培养幼儿的思维想象力，
创新能力。

认识我的身体教案反思大班篇三

设计意图幼儿园的运动游戏是指幼儿在室内外运动场所进行
的，自定运动形式、自选运动器械或手持玩具，也可以利用
自然物或徒手，以身体运动为主要形式的游戏活动。进入中
班以后，我班的孩子基本动作更为灵活，他们不仅能够自如
地进行跑、跳爬等动作，还敢于尝试、探索各种动作，如何
让孩子更喜爱运动，注意科学的运动呢?于是我选择了《幼儿
运动游戏与主题活动的整合》这一课题。本阶段我班正在开展
《运动身体》的主题活动，通过音乐活动《健康歌》、语言
活动《胖胖兔减肥》、综合活动《小小运动员》、《木偶娃
娃》、游戏活动《照镜子》以及带领幼儿参观健身房、做健
身操等多种形式，幼儿从了解别人运动开始，到参与运动，
亲身感受运动身体的快乐。在此过程中，幼儿对自己的身体
产生了兴趣：我们的身体是怎样动的?我们身上什么地方会
动?带着这些问题，我设计了"身体、移动"这一活动，让幼儿
从自己的身体本身得到运动的快乐，是我设计和开展这一活
动的宗旨。

活动目的：



1、通过感知让幼儿发现身体中会动的部位。

2、发展幼儿走、跑、跳、爬等能力，提高机体的协调性、平
衡性。

3、敢于运用自己身体各个部位来探索不同的动作，从中体验
运动的快乐。

4、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5、遵守游戏规则，体验与同伴合作游戏及控制性活动带来的
快乐。

活动准备：

1、幼儿对走、跑、跳等动作的不同形式有了初步的尝试。

2、伴奏音乐磁带。

3、材料准备：投放呼拉圈、纸皮圈、脚印、高跷、跳袋。

4、场地准备：铺设泡沫软垫、设置"铁丝网"、隧道、画上数
字格子。

活动过程与指导：

1、幼儿听音乐绕场进行走、跑、跳的多种练习。

2、引导幼儿找出自己身体外部会动的部位，大家一起感知一
下。

3、通过《木头人》游戏和听、触摸，引导幼儿感知身体内部
会动的部位。

1、幼儿自由尝试用不同形式的走、跑、跳、爬等动作来移动



身体。

2、幼儿在集体面前演示自己探索的移动身体的方法。

3、幼儿利用教师提供的材料，自由探索一人或多人一起移动
身体的方法。

4、放松活动：雪人融化了。

2、请个别幼儿介绍自己的方法。

3、播放《走路》音乐，幼儿随音乐做动作结束。

教学反思：

一节活动，时间有限，每一分钟都不能浪费，每一个孩子都
要有所锻炼或提升，我们只能通过材料来帮助我们达到更好
的效果。

认识我的身体教案反思大班篇四

孩子们爱跑、爱跳、爱哭、爱笑，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有初浅
的认识，如：知道头、身体、手、脚，头上有眼睛、鼻子、
耳朵、头发等 等。我们通过四个方面，即“我的五
官”、“我的手”、“身体的运动”、“清洁身体|”引导孩
子对身体进一步探索，认识身体各部分，在探索中发现身体
各部分的功能，懂得爱清洁和清洁身体的'方法等。

通过具体的活动实施，我们从“生活、学习、运动、游戏”
四个方面谈一下孩子的发展状况。

经过两个主题的活动实施，孩子们基本都能愉快的来上幼儿
园，声音响亮且主动（或在老师的提醒下）和老师、阿姨问
早，和家长再见。可意宝宝的依恋情绪较重，在家长离开的



瞬间还要哭一下，但在老师的引导下，立刻就能情绪愉快的
投入活动。蔡昊凯宝宝在爸爸和奶奶送他上幼儿园时，他已
经不哭了，但妈妈送他上幼儿园就忍不住要掉眼泪。这两个
孩子虽然和其他孩子相比还有差距，但他们都在自己原有的
基础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天气逐渐转凉，孩子们的衣服增多
了。学习穿脱衣服，引导孩子互相帮助着拉袖管，在老师的
提醒下孩子运动中能及时脱衣服，运动结束休息片刻后及时
穿衣服就成了孩子近阶段的最主要的生活任务。这既是孩子
需要学会的自我服务能力，又是孩子需要的保护身体的一个
方面。

因此，我们教给孩子穿、脱衣服的方法，引导孩子互相帮助
着拉袖管，同时更注重运动前脱一件外套，运动中脱一件毛
衣，运动结束后给孩子擦干汗，让孩子穿上毛衣，午睡时让
孩子拖下毛衣、外裤 午睡。在我们细微的保教工作下，孩子
基本学会了穿、脱衣裤，孩子懂得了衣裤的前后。孩子的身
体状况很好，入园率非常高。

在老师的引导下，大多数孩子在集体活动中积极参与、注意
力比较集中，能主动响亮地在集体中发言。在老师的提醒下
孩子有了初步的举手发言的意识，而且能够认真听同伴发言。
茆泽楷、戴伟桦注意力非常容易转移，在集体活动中状态常
容易游离于活动之外。梅舒婷和张丽容易由老师的一个问题
展开讨论，一起讲个不停。可意、季星妤宝宝坐得不太好。
在动手能力方面，孩子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孩子们喜爱 动手，
能积极主动参与到活动中。在涂涂、画画、贴贴、点点、印
印中孩子们的小手变得更能干、更灵巧。但是陈涵钰、曹欣
语、戴伟桦、可意的动手能力较差，以后需要加强个别指导。
区域活动中，在老师的提醒下大多数孩子能主动进入区域，
选择自己喜爱的活动，认真地完成选择的活动。有些能力强
来得早的孩子有时能完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如：妙妙、嘉琦、
昕怡、张伊婷等，有些能力弱的幼儿在老师、阿姨的帮助和
提醒下基本能完成一个活动。有个别来得晚的幼儿就参加不
到区域活动，如可意、可莹。



孩子们学会了一个跟着一个走，手拉着手走圆圈。在运动中
孩子们基本能听清老师的指令，按照指令开展集体游戏，大
部分孩子们也会按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小型的器械玩耍、活动。
活动中，在老师提醒下大部分孩子会自己或互相帮忙脱了衣
服再玩，有些孩子需要老师单独提醒，盯好他脱掉衣服。曹
欣语、朱雨萱、可意三个孩子还没有自如地融入活动，老师说
“今天我们玩xxx、xxxx、xxx，宝宝们去玩吧！”他们三个常常
站在原地不动，需要老师点名提醒，玩了一会儿又游离出去
了。有些孩子自由运动时运动量太大，只剩一件衣服还玩得
满头大汗，老师常给他们擦干汗，提醒他们休息一会。如胡
晨嘉、杨圣君、汪尚宗、李引蹊。

大多数孩子会主动参与到娃娃家和积木、拼图夹子等游戏活
动区，自主地或动。孩子们在娃娃家会商量着当爸爸、妈妈
给娃娃做菜、做饭，给娃娃讲故事、给娃娃洗脸、洗澡，还
会招待进娃娃家做客的客人。在老师的提醒下，孩子们能将
玩具 收拾整理回柜子，但是很多孩子喜欢将积木、图书藏在
娃娃家的柜子里。玩拼图、夹子的孩子，由于不常在老师的
视线内，许多孩子听到音乐的指令，只顾进来坐好。

总之，通过集体活动和区域活动的探索学习，孩子们对身体
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了解了身体上不同部分的不同本领，
更懂得了保护自己的身体。通过运动和生活保健，孩子们的
活动时 更灵活，更协调，身体素质也有所提高。

认识我的身体教案反思大班篇五

活动目标：

1、 认识自己的身体，了解身体上会动的关节部位。

2、 能积极愉快地参与活动。

3、 提高幼儿身体的协调能力，体验玩游戏的乐趣。



4、 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 知道检查身体的重要性。

活动准备：

1、活动小人人手一个，牵线小人教具一个，小红心贴纸

2、桌子摆放成马蹄形

3、录音机，欢快音乐的磁带

4、学过游戏“头发肩膀膝盖脚”

活动重难点：

知道身体各部分的名称，了解身体的哪些关节会动

活动过程：

1、“宝宝们，快来，我们来玩头发肩膀膝盖脚的游戏
咯!”(幼儿在教师带领下玩游戏)。

2、“宝宝们可真灵活啊，你刚才碰到了什么呀?

1、“今天来了好多的小娃娃也想和我们玩游戏，你们愿意
吗?那就请你们和小娃娃一起玩吧。玩的时候宝宝们可要注意
小娃娃会不会动?哪里会动就在哪里贴个小红心，好吗(幼儿
自由玩活动小人)

2、你的小娃娃做动作的时候灵活吗?你发现他身体的什么地
方会动呢?你把小红心贴在哪了?(手、脚、头部)

3、宝宝们的身体是不是也象小娃娃一样灵活，会动呢?



1、“你身体的什么部位会动，我们一起来找找看?”(幼儿自
由摸索自己的身体)

2、幼儿讲述身上会动的部位，并指出来。

“宝宝们的身体真灵活，我们听着音乐来跳个舞吧。”

活动反思：

活动中结合幼儿身体，采用游戏的方法让幼儿了解身体各部
位的名称，知道通过各部位的运用可以猜出人们在干什么。
并让幼儿了解了关节的作用。幼儿爱动，在活动中让幼儿动
静交替的学习，幼儿比较感兴趣，学的也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