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分类养成教育教案设计(通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垃圾分类养成教育教案设计篇一

1、认知准备:幼儿对生活中的垃圾有一定的认识，看见过垃
圾场、垃圾堆。

2、材料准备:

一、观察垃圾场图片，了解垃圾的去向，知道垃圾多了的坏
处。

1、了解垃圾的处理方法以及给人们带来的害处。

掩埋法:占空地，污染地下水，容易滋生老鼠、苍蝇、病菌;

焚烧法:容易产生烟尘污染;积肥法:农业生产几乎都不用积肥
了。

2、启发幼儿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垃圾?

二、引导幼儿为垃圾分类。

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源，满足幼儿对环保知识的好奇，进行垃
圾分类的学习。使幼儿通过主动讨论、操作，知道垃圾可以
分为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并能在日常生活中主动、
自觉地进行垃圾分类，让幼儿将环保行为在自律的基础上用
各种有效方法去监督。

1、电脑课件（录像内容：美丽干净的办公楼。又脏有乱的小



区）

2、布置干净的白色玩具区域和脏乱的兰色玩具区域。

3、事先准备收集一些废旧品材料（各类实物垃圾，如旧报纸、
果皮、废纸盒、矿泉水瓶、清洁精瓶、衣拉罐、废电池等。）

4、准备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箱各一个。

一、活动过程实录播放录像（录像内容：美丽干净的办公楼。
又脏有乱的小区）提问讨论。

小朋友们跟老师一起观看录像，老师提问一下：

1、小朋友都看到什么了？你们喜欢是哪个地方？为什么？

2、说说你知道的垃圾有哪些？

3、如果到处都是垃圾，我们的环境会变成什么样？

4、我们应该怎样保护我们的环境呢？垃圾应该怎样处理呢？

二、幼儿参与评选“玩具区域”教师说出某一垃圾的名称，
如果是可以回收利用的，幼儿就做形似“0”的动作；如果是
不可以回收利用的，就做形似“x”的`动作。

四、将可能回收利用的垃圾做进一步分类

１、将垃圾分装桶放在活动室的一角，督促幼儿在日常生活
中学习分类处理垃圾。

２、向家长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并付诸实践。

1、幼儿在活动中能够始终以饱满的热情积极主动地投入探索
之中，能够注意力集中地倾听老师及其他幼儿的讲解和回答；



并能积极的发表自己的看法。

2、绝大多数幼儿通过探索活动了解了回收和不可回收的物品，
培养了幼儿认真观察、归纳概括的能力；活动延伸将教育从
课内拓展到课外，也要求一定的家园配合，激发幼儿初步的
了解。

幼儿参与积极，本班幼儿的水平和个别差异应该有更深的了
解。利用幼儿熟悉的玩具区域引导活动，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在活动过程中有效的调动和保持幼儿探索的积极性、主动性；
在活动中能适度的给幼儿以帮助并针对幼儿的个别差异进行
指导。

设计意图

本次活动内容选自中班《幼儿创意学习课程》第八册《美丽
村》的一节社会领域活动。《纲要》提出："4-5岁幼儿社会
认知能力明显提高，有意行为开始发展，并具备了用简单语
句交流的能力。"我班幼儿知道垃圾不能随便扔，但是没有分
类投放垃圾的意识，不知道有些垃圾还可以回收再利用。本
册教材的主题目标是认识环保标志，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来保
护环境。学习垃圾分类，培养分类投放垃圾的习惯。本次活
动旨在通过培养幼儿进行垃圾分类的意识，了解垃圾分类的
意义，懂得保护环境从我做起。

如今生活垃圾越来越多，不仅影响自然环境，更是危害到人
们的健康。在幼儿周围的环境中也会产生很多垃圾，但在幼
儿眼里却太过平常并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对垃圾的危害及如
何处理缺乏了解，因此需要加以引导。通过本次活动让幼儿
认识垃圾分类标志，并通过分类操作，从而使幼儿进一步感
知哪些垃圾是可以循环再利用的同时，更好地了解垃圾分类
的意义，从小培养幼儿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并能带动家庭、
带动身边的人为创建良好生活环境做出贡献。



我将垃圾分类作为本次活动的重点。将懂得保护环境，节约
资源作为本次活动的难点。

设计思路

1、认识垃圾分类标志。

2、分辨回收的垃圾。

3、尝试进行垃圾分类。

4、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懂得保护环境，节约资源。

活动准备

1、幼儿小组讨论。(引导孩子说塑料瓶、牙膏盒是可回收垃
圾，电池、果皮是不可回收垃圾，也就是先说花圈的，再说
不花圈的)

2、提问：谁愿意把讨论结果介绍一下?

3、个幼回答。

小结：哦，原来废纸类、塑料类、金属类、玻璃类、织物类
是可回收垃圾(把分类图片贴过来);厨余类、有毒有害类是不
可回收垃圾。(贴图)(配课老师收走记录表和笔)

三、辨析明理，懂得垃圾分类意义。(让孩子多说，让家长重
点解释)师：好处多大呀!咱们班里就有垃圾，快行动起来把
垃圾分类吧!(垃圾要摆放到教室周围)

1、幼儿操作。

小结：区域活动时，让我们一起动手做一些这样的分类垃圾
箱，将它们摆在家中、摆在我们的小区里，用来提醒我们的



爸爸妈妈，提醒身边的人，将垃圾分类处理，环保小卫士们，
行动起来吧!

垃圾分类养成教育教案设计篇二

1、知道应该注意保持环境的整洁、卫生。

2、养成不乱扔垃圾的习惯。

3、尝试动手制作垃圾箱。

1、准备制作垃圾箱所需的材料，如硬纸板、小纸箱等。

2、准备教育挂图《主题活动·我们爱地球·窗外的垃圾》。

1、看图讲述。

a、逐一出示教育挂图《窗外的垃圾》，引导幼儿观察讲述。

b、引导幼儿观察并讲出楼房里住着谁，他们打开窗子做什么；
大家闻到臭味后，小猴子、小猫、小狗是怎样做的，小白兔
又是怎样做的；最后小猴子、小猫、小狗是怎样改正错误的。

2、交流讨论。

a、启发幼儿结合日常生活，与同伴说一说，议一议周围人乱
扔垃圾的现象。

b、引导幼儿思考：如何解决垃圾乱扔的问题？

3、制作垃圾箱。

a、启发幼儿谈论日常生活中垃圾怎样处理，激发幼儿制作垃
圾箱的兴趣。



b、提供硬纸板、小纸箱、纸盒、彩色纸等材料，鼓励幼儿自
选材料、伙伴、合作制作或装饰垃圾箱。

c、教师与幼儿共同选出几个制作得比较好的垃圾箱放在活动
角，供幼儿放垃圾。

1、组织幼儿戴上塑胶手套，利用自制的垃圾箱，到幼儿园周
围拾垃圾。提醒幼儿要注意安全和卫生，主要捡纸张、塑料
袋、易拉罐，并将捡到的垃圾分类放到公共垃圾桶中。要求
幼儿拾完垃圾后，一定要认真洗手。

2、教师与家长共同督促幼儿平时不乱垃圾，看到别人乱扔垃
圾后要及时给予纠正。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养成幼儿自觉维护
公共卫生的良好习惯。

3、建议家长以身作则，不乱扔垃圾，做幼儿的榜样。

垃圾分类养成教育教案设计篇三

情况分析：

随着社会上分类垃圾桶的出现，媒体对环保的宣传，幼儿对
这一事物产生了兴趣。针对环保是当今一大热点问题，为了
更好地利用资源，减少资源浪费，满足幼儿对环保知识的好
奇，进行垃圾分类的学习。使幼儿通过主动讨论、操作，知
道垃圾可以分为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并能在日常生
活中主动、自觉地进行垃圾分类，所以根据幼儿的需要开展
了活动《垃圾分类》。

一、活动内容：

《垃圾分类》

二、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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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活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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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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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分类养成教育教案设计篇四

1、知道垃圾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之分，能给垃圾分类。

2、保护环境，养成不乱扔垃圾的好习惯。

3、喜欢并能动手制作陀螺。

4、愿意大胆尝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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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知道哪些垃圾是可回收哪些是不可回收

教学难点：独立制作出陀螺

活动准备

剪好的废纸盒若干；彩笔、铅笔每人一支；ppt、挂图

活动过程

（活动过程的表述不必详细到将教师、学生的所有对话、活
动逐字记录，但是应该把活动的主要环节很清楚地再现，即
开始环节、基本环节、结束环节、延伸环节。注：重点表述
基本环节）

一、

1、师利用声音引起幼儿兴趣：



师模仿哭声后问：小朋友们猜一猜，是谁在哭？

幼儿自由想象、猜测。

2、师打开垃圾箱在哭的图片提问：小朋友猜猜它为什么哭？

师指名幼儿回答。

3、师再模仿笑声问：又是谁在笑呢？

幼儿回答后，师：是垃圾箱又笑了，它们为什么又笑了呢？

4、幼儿自由议论：师总结出垃圾箱哭、笑是因为垃圾也要分
类，如果不分类就会给地球造成麻烦甚至是危害。

二、观看ppt，给垃圾分类

1、师：小朋友，你们知道垃圾该怎样分类吗？（鼓励幼儿大
胆发表意见）

2、师播放ppt，小结出垃圾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有害垃圾
三种。可回收的垃圾有：废弃的纸张、如旧报纸、纸盒等，
饮料瓶、易拉罐等；不可回收的垃圾有：果皮、坏掉的食物，
做饭剩余的蔬菜根等；有害垃圾有废电池、灯管油漆桶等。

4、师指名幼儿给垃圾分类，及时表扬、鼓励幼儿。

5、师：如果我们随地扔垃圾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指名
幼儿表达自己的观点）

三、变废为宝，制作陀螺

师发放废纸盒等材料，和幼儿一起做陀螺。师示范做陀螺后
巡回指导，重点照顾动手能力差的幼儿。



延伸活动

师幼一起去户外玩陀螺。

垃圾分类养成教育教案设计篇五

1、让幼儿初步了解垃圾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垃圾的危害。

2、让幼儿知道应该每天清扫垃圾，不乱扔、乱捡垃圾;垃圾
应放进垃圾的"家"。

3、培养幼儿相互合作，有序操作的良好操作习惯。

4、教幼儿养成细心、认真的学习态度。

让幼儿初步了解垃圾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垃圾的危害。

让幼儿知道应该每天清扫垃圾，不乱扔、乱捡垃圾;垃圾应放
进垃圾的"家"。

各种乱堆放的生活垃圾、工厂生产而产生的工业垃圾及建筑
垃圾的照片、图片。

一、"垃圾的产生"

1、观看图片，讨论：你从图片上看到了什么?在哪里见过这
些现象?

2、看图了解并讨论：垃圾是怎样产生的?

3、教师小结：垃圾的产生主要有--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垃圾;
工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建筑垃圾(拆大楼留下的砖头、
石头和很多的泥)。

4、幼儿自由讨论：我们生活中的垃圾是从哪里来的?



小结：鱼骨头、手工废纸、烂菜叶、食品袋、水果皮都是生
活垃圾。

二、"垃圾的危害"

1、让幼儿查看地面上有什么，教师清扫地面。

2、组织幼儿讨论：垃圾对我们会有哪些危害?

教师小结：污染环境，使我们的家园变得不美丽。危害身体
会把一些细菌带入身体，使我们生病。垃圾成堆会造成交通
堵塞。

3、讨论：小朋友往口袋里捡垃圾，他做得对吗?有什么害处?
应该怎样做?

小结：不对,有一些锋利的垃圾会扎伤小朋友的身体，还会弄
脏小朋友的衣服和小手。

4、你看到乱堆放垃圾堆会有什么表现?

三、"垃圾的"家"

1、幼儿讨论：有了垃圾应怎么办?垃圾的"家"在哪里?

2、展示各种垃圾的"家"的实物和图片。

四、活动延伸

周日和爸爸妈妈带上纸篓及垃圾袋到室外捡垃圾。

通过进行“垃圾”的系列活动，孩子们对垃圾的产生、危害
以及有了垃圾应怎样做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在讨论“垃
圾是从哪里来的?”的问题时，孩子们根据已有的生活经验，
纷纷抢着发言，说出了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垃圾。可爱的毕



钰昊说出：“我们吃鱼时会吐出鱼刺，鱼刺就是垃圾，鸡骨
头也是垃圾”。聪明的李佳憬说出：“孙老师教我们做手工
的时候会有很多纸片被扔掉，这也是垃圾。”细心的苗承稷
说出：“我妈妈在家收拾屋子也扫出很多的垃圾。” 快嘴的
张文豪小朋友说出：“老师给小朋友吃药，丢掉的药袋也是
垃圾。还有拆大楼留下的砖头、石头和很多的泥!”--当谈
到“你看到乱堆放垃圾堆会有什么表现?”孩子们纷纷捂住口
鼻、皱着眉头，嘴里还嘀咕着：“脏死了。”

“真臭!”孩子们对垃圾的危害提出了自己的粗浅的认识。当
孩子们饶有兴趣地看完布偶剧，在回答“有了垃圾怎么办?”
的问题时，孩子们都异口同声地说道：“送到垃圾箱里!”有
的孩子还悄悄把自己口袋里所盛的捡到的废纸条送到了班上
盛垃圾的簸箕里。通过学习，我发现，孩子们较之以前更能
自觉地保持班上的卫生了，看到地面上的脏物能主动捡起来
放入垃圾桶;乱扔、乱捡脏东西的现象明显减少，有的孩子在
走廊里捡到垃圾也会送到班上的垃圾桶来，家长也纷纷反映
孩子在家中的卫生表现，我们的教育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