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大班社会教案垃圾分类大班
教案(优秀8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
的教案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幼儿园大班社会教案垃圾分类大班教案篇一

1、认识垃圾箱上“可回收”、“不可回收”的标记，能够简
单的对垃圾分类方法。

2、教育幼儿爱护身边的环境，将垃圾放在指定的地方，萌生
初步的环保意识。

活动准备

新型垃圾箱的照片，幼儿从家里带来的废物，有关垃圾危害
的图片，自制小型分类垃圾箱。

活动过程

一、出示小区中新型垃圾箱照片，认识垃圾箱上的标识

1、这是什么？它有什么用？

2、这个垃圾箱和我们以前的有什么不同？

二、认识“可回收”的垃圾

1、可回收垃圾是什么意思？（可回收是可以回收再利用，可
以再三循环的垃圾。）



2、你觉得哪些是属于可回收垃圾呢？

3、幼儿讨论，教师出示相关图片。

三、认识“不可回收”的垃圾

1、不可回收是什么意思？（不可回收就是不可以再次利用，
工人叔叔会把它们填埋掉）

2、哪些属于不可回收的垃圾呢？

3、幼儿讨论，教师出示相关图片。

四、幼儿操作，分类投放垃圾

1、垃圾分类投放很重要，这儿有一些垃圾，大家先看看，哪
些是属于可回收垃圾，哪些属于不可回收的垃圾。

2、请幼儿将垃圾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分类投放到垃圾箱里。

3、集体检查投放得对不对。

五、活动延伸

咦，那废电池呢？是属于可回收垃圾还是不可回收垃圾呢？

让我们回家找找，还有哪些垃圾也是有毒垃圾呢？

幼儿园大班社会教案垃圾分类大班教案篇二

1、让小朋友了解人们处理垃圾的一些方法。

2、增强小朋友的环境意识。



3、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4、愿意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1、要求小朋友时时刻刻记住不能乱扔垃圾，要丢进垃圾箱里。

2、让小朋友去影响周围的人及家里的人，知道垃圾对人们的
危害。

1、篮子一个

2、每个小朋友从家里带来报纸、易拉罐，纸盒子，玻璃瓶等
废物品。

1、通过谈话，引导小朋友说出垃圾就是不要的东西或者没用
的东西。

2、告诉小朋友不要的垃圾要扔进垃圾箱里，如果我们每天都
要扔掉一些垃圾，地球上的垃圾越来越多，就会对我闪闪的
健康造成影响。

3、让小朋友知道人们把垃圾放进垃圾桶然后一环卫工人把它
运到垃圾场，进行处理。

4、引导小朋友给垃圾分类：

(1)可回收的垃圾有哪些?如塑料袋等。

(2)不可回收的垃圾有哪些?台果皮，烟头等。

(3)有害垃圾：如电池，应该放进专用垃圾箱，这样能防止污
染环境。



5、教育小朋友平时要爱护环境，不随便乱扔垃圾，争做“环
保小卫士”

幼儿园大班社会教案垃圾分类大班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认识几种垃圾分类标记，尝试按标记给垃圾进行分类。

2.懂得垃圾分类的方法，树立初步的环保意识。

活动准备：

1.各类实物垃圾，如香蕉皮、废纸盒、空易拉罐、矿泉水瓶、
酒瓶等。

2.2只垃圾分装桶，上贴2种标志。

活动过程：

1）教师带领幼儿在随地丢垃圾的地方走走，提问：＂你们看，
地上是什么呀？＂幼：垃圾。

3）引导小朋友尝试发言。幼：应该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

教师：＂对，我们就应该把这些垃圾宝宝放到垃圾桶里，把
它们送回家！＂

1）教师展示垃圾宝宝的＂家＂。

2）尝试让幼儿说说这些图示分别表示什么，教师并进行一定
的引导。

教师：＂你们看，这就是垃圾宝宝的家---垃圾桶，你们认识
它们吗？＂让幼儿说说。



1）幼儿第一次操作：垃圾分类

2）检查分类情况。

3）教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垃圾宝宝是不是找到了自己的
家。＂（教师与幼儿一起看，不对的进行讨论，应该放在哪
里。）

4）教师：这个桶里面是纸张，它是纸张宝宝的家；这个是塑
料袋，它是塑料宝宝的家；是果皮，它是果皮宝宝的家；里
面是金属，它是金属宝宝的家。

5）幼儿第二次操作：垃圾分类教师：＂现在这些垃圾宝宝都
找到自己的家了。你们看那边还有许多垃圾，我们把它们也
送回家吧。＂（幼儿自由选择垃圾，然后一个一个的对垃圾
进行分类，教师一旁指导。）

1）教师：＂垃圾宝宝都已经送回家了。那谁能告诉大家把这
些垃圾一个个分开有什么用呢？＂邀请幼儿尝试回答。

2）教师：＂那让老师告诉你们，其实垃圾分类是很重要的，
比如喝过的易拉罐可以制作笔盒；废纸可以再加工变成新的
纸，小朋友们可以继续画画、写字；塑料瓶也可以再加工变
成新的，再灌水；还有这些果皮就被埋在地底下了。让我们
生活的环境变得干干净净的，也让我们的清洁工叔叔阿姨们
减少了工作量。所以我们小朋友在平时不要乱扔垃圾（尝试
让幼儿结合生活实际举例子），做一个环保的好孩子！你们
能做到吗？（能！）那让我们一起从今天做起。

幼儿园大班社会教案垃圾分类大班教案篇四

1、通过活动，帮助幼儿了解垃圾与人类的关系，知道我们可
以变废为宝。



2、学习如何进行垃圾分类，懂得垃圾分类的常识

电脑课件、不同色的塑料桶或唐瓷桶四个(红、绿、蓝、白)、
分类标签(金属、玻璃、塑料，有机物)、一袋准备扔掉的垃圾
(纸盒、玻璃瓶、塑料袋、果皮果壳、易拉罐等物)。图书、
照片等。

1、出示垃圾筒，引导幼儿讨论：

这是什么?什么是垃圾?垃圾有没有用?如果我们的周围都是垃
圾，生活会变得怎么样?那我们该怎么办?。垃圾分类很重要，
可以把有用的垃圾回收，还可以减轻垃圾场工作人员的劳动
量，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今天我们也来学一学垃圾分类
吧。

2.出示一袋垃圾，通过提问引导幼儿分类。

(1)请小朋友按自己的想法把这袋垃圾里的物品进行分类，说
说分类的理由。教师根据其分类情况给予肯有或建议。引导
孩子们发现其中哪些是易燃的?(纸、果、壳、塑料)哪些是不
易燃的'?(玻璃瓶、易拉罐)易燃物中哪些是对土地无危害
的?(纸、果壳)哪些是有危害的?(塑料)，最后分出四种情况：
有机物、金属、玻璃、塑料。

(2)请幼儿把这些垃圾和分类标签对位。

(3)请幼儿议论哪些颜色的桶适合放哪类东西?教师引导幼儿
发现下面的对应关系：绿色――有机物;白色――塑料;蓝
色――玻璃;红色――金属。然后将分类签贴于桶上。

3.检查幼儿对分类知识的掌握。

教师提供若干物品，请幼儿说出应扔到哪里。 大家做判断。



4.把垃圾分类桶放置固定角，提示幼儿这样去做

在生活中尝试进行垃圾分类。

“垃圾”是环保教育中首选的教育资源，教师抓住了垃圾
的“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帮助幼儿体验垃圾对环境的影
响，对培养幼儿初步的环保意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可
见，周围生活中的资源，我们加以巧妙利用都能成为幼儿园
的教育资源，生活处处是教育。

幼儿园大班社会教案垃圾分类大班教案篇五

1、了解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并能进行垃圾分类。

2、树立环保意识，养成分类处理垃圾的良好习惯。

视频、课件、幼儿收集的生活垃圾等等

一、对比照片，了解垃圾是哪里来的

二、结合图片，认识垃圾箱上的标记

1、幼儿讨论：如何清理公园的垃圾

2、结合图片，认识垃圾箱上的标记

3、播放视频，了解可回收垃圾与不可回收垃圾

4、幼儿讨论，哪些是可回收的哪些是不可回收的垃圾

5、教师小结，垃圾分类摆放的好处

三、电脑游戏、操作活动，进行垃圾分类

1、电脑游戏，幼儿判断哪些是可回收哪些是不可回收垃圾



2、幼儿分散操作送垃圾

3、师生一起检查讲评幼儿垃圾分类情况

四、谈话小结，进行教育

鼓励幼儿在平时养成良好的习惯，能进行垃圾分类

延伸活动：可回收垃圾经过人们处理还是有用的，人们怎么
处理这些可回收垃圾，请大家回去查一查，把你知道的.处理
垃圾的知识告诉大家。

幼儿园大班社会教案垃圾分类大班教案篇六

1.认识几种垃圾分类标记，尝试按标记给垃圾进行分类。

2.懂得垃圾分类的方法，树立初步的环保意识。

1.各类实物垃圾，如香蕉皮、废纸盒、空易拉罐、矿泉水瓶、
酒瓶等。

2.2只垃圾分装桶，上贴2种标志。

1、创设情境，活动导入

1)教师带领幼儿在随地丢垃圾的地方走走，提问：“你们看，
地上是什么呀?”幼：垃圾。

2)教师：“小朋友想象一下要是你住的地方到处都是这种垃
圾，你觉得怎么样?那我们该怎么办?”

3)引导小朋友尝试发言。幼：应该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

教师：“对，我们就应该把这些垃圾宝宝放到垃圾桶里，把
它们送回家!”



2、认尸圾分类的标记

1)教师展示垃圾宝宝的“家”。

2)尝试让幼儿说说这些图示分别表示什么，教师并进行一定
的引导。

教师：“你们看，这就是垃圾宝宝的家---垃圾桶，你们认识
它们吗?”"让幼儿说说。

教师：“小朋友们真棒，都认识了这些标记，接下来我们每
人选一个垃圾宝宝，把它送回家。”

3、垃圾分类

1)幼儿第一次操作：垃圾分类。

2)检查分类情况。

3)教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垃圾宝宝是不是找到了自己的
家。”(教师与幼儿一起看，不对的进行讨论，应该放在哪里。
)

4)教师：这个桶里面是纸张，它是纸张宝宝的家;这个是塑料
袋，它是塑料宝宝的家;墅皮，它墅皮宝宝的`家;里面是金属，
它是金属宝宝的家。

5)幼儿第二次操作：垃圾分类。教师：“现在这些垃圾宝宝
都找到自己的家了。你们看那边还有许多垃圾，我们把它们
也送回家吧。”(幼儿自由选择垃圾，然后一个一个的对垃圾
进行分类，教师一旁指导。)

4、教师小结。

1)教师：“垃圾宝宝都已经送回家了。那谁能告诉家把这些



垃圾一个个分开有什么用呢?”邀请幼儿尝试回答。

2)教师：“那让老师告诉你们，其实垃圾分类是很重要的，
比如喝过的易拉罐可以制作笔盒;废纸可以再加工变成新的纸，
小朋友们可以继续画画、写字;塑料瓶也可以再加工变成新的，
再灌水;还有这些果皮就被埋在地底下了。让我们生活的环境
变得干干净净的，也让我们的清洁工叔叔阿姨们减少了工作
量。所以我们小朋友在平时不要乱扔垃圾(尝试让幼儿结合生
活实际举例子)，做一个环保的好孩子!你们能做到吗?(能!)
那让我们一起从今天做起。”

幼儿园大班社会教案垃圾分类大班教案篇七

1.知道垃圾的来源及处理方法。

2.激发保护环境的情感。

1.做好去公园的各项准备。

2.录像带、摄像机。

3.绘画用纸、笔。

4.小实验材料。

活动一

一、到公园寻找美

1.你们看，公园里美吗?请家一起找找公园里的美，好吗?

2.幼儿自由活动，教师摄下公园美景及幼儿活动的情景。

3.幼儿集中坐在草地上，教师请他们说说：公园里的什么很



美丽?为什么?

4.教师小结。

二、激发幼儿产生保护环境的意识

1.在幼儿休息、吃点心时，教师有意识地拍摄幼儿随意丢瓜
皮、果壳、包装盒的行为。

2.启发幼儿现场比较：吃点心前后，草地上有什么不一样?我
们应该怎样做?

3.让幼儿戴上一次性手套，进行“突击清除垃圾活动”。

4.引导幼儿数一数公园里有几只垃圾箱，观察公园里的游人
是否把瓜皮、果壳、包装盒自觉地丢到垃圾箱里。

5.观察回园路上有没有瓜皮、果壳、路边有没有垃圾箱。

延伸活动：

参与家庭及幼儿园所在小区的环境整洁活动。

活动二

一、看录像谈话

1.播放自摄录像，请幼儿说说看到美丽的公园时的心情。

2.播放一组环境脏、乱、差的公共场所的录像，请幼儿说说
看了这组录像心情如何。

二、了解垃圾的来源及处理方法

1.哪些地方会产生垃圾?(工厂、菜场、餐馆、宾馆、办公室、



家庭、超市等等。)

2.讨论：垃圾最后都到哪里去了?

3.教师小结：垃圾被倒入垃圾桶后，由环卫工人收集起来运
走。部分会被埋到填埋场，但填埋场既占地方又不利于环境
保护。有的垃圾会被送到焚化炉焚化，但这又会排出有害烟
雾。

延伸活动：

鼓励幼儿在家长的助下对商品的外包装作一次调查，如数一
数巧克力、玩具、蛋糕、电器等商品的外包装有几层，然后
自己设计表格作一记录。懂得这些包装材料虽然是商评观，
但消耗了很多原材料，也产生了很多垃圾。

活动三

一、了解垃圾的回收利用

1.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因为他们是用自然中的宝贵
材料制成的。引导幼

分组讨论：哪些垃圾可以回收再利用?为什么?

2.边看垃圾分类、再生利用的录像，边听杰说：垃圾中可以
再生利用物企致可分四类。(1)金属。如可乐罐等回收后送往
工厂，可以再生为各种金属物品;(2)纸张。利用旧报纸、包
装盒、包装纸等做原料，可以制成各种餐巾纸、纸盒等;(3)
玻璃。汽水瓶、酒瓶等玻璃瓶经过清洗、消毒后，可以重复
使用;(4)塑料、香蕉。如酸奶瓶、废轮胎等经过加工可以制
成其他塑料、橡胶制品。

二、设计垃圾的分类标志



1.启发幼儿设计五个垃圾分类标志：金属、纸张、玻璃、塑
料、不可再生利用的废品。

2.小结：回收利用废物可以节约能源。废物回收利用得越多，
送往填埋的就越少.把可再生利用的废品送到回收中心，可以
为减少污染出一份力。

三、实验：不会烂的垃圾

1.带领幼儿找几只塑料杯，装上潮湿的泥土。将塑料瓶盖、
玻璃弹子、铁钉、糖纸、香蕉皮、土豆皮、树叶等分别放入
塑料杯，一一贴上标签以示区别。

2.把塑料杯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几星期后倒出杯里的东西，
看看哪些东西烂了，哪些东西根本没变。

3.告诉幼儿：不要随地乱扔那些不会烂的废品。

延伸活动：

1.在活动区角提供有关垃圾污染、垃圾再生利用的图书资料。

2.准备几个纸箱，分别贴上幼儿自己设计的标志，请家尝试
给垃圾分类，并送到废品回收中心。

3.与父母讨论：日常生活中哪些东西是由垃圾再生材料制成
的?

幼儿园大班社会教案垃圾分类大班教案篇八

1、学习将垃圾分类为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

2、体验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知道乱扔垃圾会污染环境，危
害健康，有初步的环保意识。



1、布置脏乱的小熊家和洁净的小兔家

2、旧报纸、饮料瓶、废纸盒、废电池、果皮、枯树叶、菜叶
等。

3、可回收垃圾箱、不可回收垃圾箱各一个。毛巾架一个、毛
巾若干。

1、教师带领幼儿观察小熊家和小兔家，请幼儿说说自己的`
感受，比较两个小动物家的不同。激发幼儿收拾垃圾的欲望。

2、教师介绍垃圾箱，幼儿清理垃圾，放入垃圾箱。教师观察
幼儿分类投放情况。在操作中学习正确分类。

3、根据幼儿投放垃圾的情况,提问:

(1)你为什么要将这个垃圾放在绿(红)色的垃圾箱里?

(2)什么叫可回收?

(3)为什么不可回收?

4、升华幼儿经验,讨论乱扔垃圾的危害,知道不仅不乱扔垃圾,
还要少制造垃圾。树立初步的环保意识。

5、教师小结。

6、延伸：介绍垃圾分类的图片，让幼儿在课外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