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歌教案中班总结(优质10篇)
二年级教案的编写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调整和改进，
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几篇高
三教案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学习，希望能够提高你的教学效
果。

健康歌教案中班总结篇一

1、练习走、跑、平衡、钻、爬的基本动作；

2、能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3、培养合作能力、克服困难的精神。

4、学会保持愉快的心情，培养幼儿热爱生活，快乐生活的`
良好情感。

5、知道人体需要各种不同的营养。

1、教师准备：易拉罐若干，椅子六把，桌子两张，报纸棍等。

2、 幼儿准备：熟悉歌曲旋律，会唱歌曲《去郊游》。

幼儿一起唱歌曲《去郊游》，边唱边做动作，做好热身运动。

在场地上划分五个区域穿树林（易拉罐），走木桩（易拉
罐），过小桥（椅子），钻山洞（桌子），“公园”（六名
幼儿手举报纸棍围成）。游戏开始，每一名幼儿必须走过四
个场地（可以相互帮助），来到“公园”，成功到后学小兔
子跳回到起点。

游戏规则：将幼儿分成四队，每队9人，听老师口令开始，每
队的第一个小朋友开始跑，通过五个区域穿树林（易拉罐），



走木桩（易拉罐），过小桥（椅子），钻山洞（桌
子），“公园”（六名幼儿手举报纸棍围成），归队后，每
队的第二个小朋友就开始跑，就这样直到最后一个小朋友归
队，哪队先跑完，哪队为胜。

一起唱歌曲《去郊游》，边唱歌曲边踏步走回教室。

在游戏中要注意安全，有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形式符合幼儿好奇、好动的心理特征。给幼儿提供丰富
的物质环境，刺激幼儿去感受美和表现美。“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幼儿心理发展的特点是好动，对一切事物充满了好
奇心，求知欲望强烈。及时表扬幼儿的点滴进步，肯定和鼓
励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索举止，树立自信心，挖掘幼儿的创造
潜能。

健康歌教案中班总结篇二

综述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是
他们掌握基本技能和知识的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之一。在游
戏中感受劳动带来的快乐。

1、学习推小车运输，发展身体的灵活性和平衡能力。

2、学习建筑工人不怕困难、勇敢的精神。

1、大灰狼头饰一个；小推车4辆；积木若干。

2、场地布置。

3、自备《劳动最光荣》音乐。

一、创设实际情境，活动身体。



《劳动最光荣》音乐响起，幼儿跟着教师转转头，弯弯腰，
伸伸手臂踢踢腿。

二、学习推小车。

（一）教师出示小推车并指导幼儿学习。

提问：这是什么？

请幼儿尝试推车，指导幼儿推车时身体弯腰前倾，两手握紧
手把，平稳向前推行。

（二）进行推车练习。

分组练习推装有积木的小推车，请幼儿说说自己尝试后的感
受。

（三）小结。

要使小推车不倒，就要保持平稳。

三、游戏“运砖”。

猪小弟要造房子，但是少了很多的砖块，需要我们帮助，有
了小推车，我们可以把砖块运到小猪家了。

（一）讲解游戏要求。

游戏开始，幼儿迅速将一块砖（积木）放入小推车内，走过
山路，路上可能会出现大灰狼，看到大灰狼出现，原地不动，
否则就被大灰狼吃掉，大灰狼离开则继续前进，过了山路到
小猪家，把砖块放在小猪家后原路返回，接着第二位幼儿运
砖。

（二）幼儿分组游戏一次（请一位大班幼儿当大灰狼），教



师对游戏情况进行评价。

（三）幼儿分组游戏进行比赛，看看哪一组运的砖又快又多。

四、总结评价。

今天小朋友的表现很不错，很勇敢，你们帮了小猪这么大的
忙。小猪托老师谢谢你们！

五、放松活动。

听音乐做放松动作。

健康歌教案中班总结篇三

1、喜欢健康活动，体验做运动带来的乐趣。

2、能利用运动器械做全身运动，初步了解上、下肢运动的概
念。

3、学习用表格设计一周的晨间锻炼计划表。

1、晨间运动计划表。

2、运动器械、水彩笔、黑板。

1、教师出示各种运动器械，引发幼儿兴趣。

（1）幼儿自由选择自我喜欢的运动器械进行运动。

（3）教师小结。

2、教师帮忙幼儿初步了解上、下肢运动和全身运动的概念。

（1）教师引导幼儿讨论，将运动方式进行分类。



b、教师小结：利用手臂或腿和脚进行运动的时候，能够使手
臂或腿和脚得到锻炼，这两种形式就分别叫作上肢运动和下
肢运动；如果我们全身都运动起来，使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得
到锻炼，就叫作全身运动。

（2）教师引导幼儿对运动器械进行分类。

a、教师出示运动器械，请幼儿将运动器械分别与上、下肢和
全身运动相对应。

b、师幼共同验证。

c、教师小结：不一样的器械能够锻炼身体的不一样部位，我
们大家都要进取锻炼，身体才会棒棒。

3、师幼一齐分析幼儿的“晨间锻炼计划表”。

（1）教师出示计划表范图，引导幼儿观察。

（2）教师引导幼儿讨论计划表（上肢运动、下肢运动、上下
肢运动）

4、教师引导幼儿完成自我的“晨间锻炼计划”。

（1）幼儿设计自我的“晨间锻炼计划”。

（2）教师巡回指导。

5、幼儿大胆介绍自我的锻炼计划，并说明理由。

在日常活动中按照自我的计划进行运动锻炼。



健康歌教案中班总结篇四

了解主要症状，懂得预防和治疗的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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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儿与花的标志牌;活动前让幼儿了解一些花的名称。

引导幼儿自由选择风儿与花的角色，并按标志牌自己分组，
每组10人左右。

提醒幼儿注意游戏规则，花跑到终点后就不能再追了，追逐
时要注意安全。

幼儿们对体育课比较感兴趣，他们的跑的能力发展的不错，
也能遵守游戏规则，有几个幼儿的反应比较慢，需要多练习。
体育活动真的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幼儿们的积极性一直很
高，通过体育活动也增强了他们的体质。

在教学风这一课时我想，风在孩子们的世界里并不陌生，现
在正好是春天，春风娃娃无时不在身边，何不借此机会让学
生亲自感受一下风娃娃的存在呢?所以，课前，我和孩子们一
起在操场上与风玩耍，看一看飘扬的五星红旗、热电厂斜斜
的烟柱、翻飞的小纸屑、舞动的柳条……这一设计，体现了
语文既生活，生活既语文，让学生感受到学习语文不一定非
在教室中学，生活处处皆语文。另外，通过学生亲身感受，
再结合平时的生活积累，能一下开拓学生的思维，所以，孩
子们说出了许多精彩的语句，如：风娃娃象魔术师，他一点，
小草就绿了;风娃娃象姐姐的手，摸在脸上软软的、暖暖的;
风娃娃象春姑娘的小弟弟…… 正因为孩子们对风有了亲身感
受，有了深刻的体验，所以他们能很快把思维融入到课文文
本中，做到了学生情感与文本合二为一，达到了较好的教学
效果;教学中，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训练，更深的体会到了



风娃娃的调皮与可爱。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我又设计了
“寻找风娃娃”的活动，把学生的思维引向纵深，进而续写
诗歌，让孩子们体会到小作家的快乐与满足。

总之，整节课，我以学生为主体，以兴趣引导，学生想象丰
富，感情充沛，充分体验到了语文学习的快乐。

健康歌教案中班总结篇五

1、让幼儿尝试拣菜、洗菜、切菜等活动，初步培养幼儿分工、
合作的意识。

2、增强幼儿动手操作的能力，从小养成爱劳动的习惯。

1、把需要加工的菜分成三份，分给中班三个班级备用。

2、预备好水果刀、剪刀、脸盆、菜篮若干。

3、教师和班级家委会成员协商分工作好活动前的预备工作。

1、让幼儿参观各组摆放的蔬菜和水果，巩固熟悉菜名。

2、告诉幼儿今天我们学做小厨师来拣菜、洗菜、切菜。

1、讨论如何进行拣菜、洗菜、切菜呢？

2、幼儿商量分工明确自己的任务。

1、幼儿自主进行拣菜、洗菜、切菜的活动。

2、教师和家长观察幼儿的活动情况，适时介入幼儿的活动。

3、指导和鼓励个别幼儿拣菜、洗菜、切菜，使他们增强信心
积极参与活动。



1、请幼儿把菜送去食堂，让食堂的叔叔阿姨烧熟。

2、幼儿和老师及家长一起清理、打扫活动室。

活动结束：

小朋友一起吃点心。

健康歌教案中班总结篇六

手足口病是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传染病之一，多发生于5岁以
下的婴幼儿，可引起发热和手足、口腔和臀等部位的丘疱疹、
溃疡。开展此次活动，旨在让大家了解此病，对此病有一个
科学的认识，让孩子不再害怕，同时培养孩子良好的饮食及
个人卫生习惯。

【活动目标】

1、学习手足口病的传播和预防知识。

2、注意个人及饮食卫生。

3、正确对待手足口病。

【活动过程】

1、传播途径

(1)手足口病是一种由肠道病毒引起的、好发于小儿的传染病，
近些年来在世界各国广为流行。

(2)主要通过粪口，飞沫和呼吸道传播。

(3)患儿摸过的玩具、图书;带有病毒的苍蝇叮、爬过的食物。



(4)全年均可有发病，但3-11月份多见，6-8月份为高峰期。

2、症状

潜伏期2—5天，初期：低热，困倦、头疼、咳嗽流涕，食欲
不佳; 之后粘膜出现疼痛性小泡。并发症：脑膜炎、脑炎、
心肌炎、迟缓性麻痹、肺水肿。

3、预防

(1)保持口腔卫生，饭后漱口。

(2)饭前便后要洗手、勤剪指甲，不吃生食。

(3)健康幼儿可口服板蓝根、大青叶等药物。

(4)少去人群拥挤的公共场所。

(5)少吃冷饮，不喝生水，瓜果洗净削皮，不吃变质的食品。
加强营养，注意休息，避免日光暴晒，防止过度疲劳而降低
抵抗能力。

(6)花卉：吊兰、龟背竹、满天星、芦荟、龙舌兰。

(7)艾叶煮水泡脚，患儿隔离2周。水泡结痂，皮疹消退，热
度消退。

【活动反思】

通过本次活动，幼儿对手足口病有了大体的了解，知道要注
意个人卫生：勤洗澡、洗头，剪指甲;饭前便后要洗手;不吃
生的和腐烂变质的食物;少吃冷饮，瓜果要洗干净再吃等等。
同时也学会了正确地洗手方法。知道手足口病是怎么回事，
又知道应该怎样预防和治疗，所以，消除了孩子们心中的恐
慌感，对于手足口病不再害怕。



健康歌教案中班总结篇七

活动目标：

1、认识脚的主要部位，培养幼儿关注自我的意识。

2、通过脚的游戏，发展锻炼脚部各关节的.感知力和灵活性。

3、建立良好的师幼、同伴关系。

活动准备：

1、录音机，磁带。

2、鹅卵石、独木桥、体操垫、沙包。

活动过程：

一、引出课题

小朋友把鞋和袜子脱下来，露出小脚。

二、认识小脚

1、脚趾头

2、脚背

3、脚底

4、脚后跟

三、脚的游戏

（一）、感知游戏



1、部位感知

教师和幼儿随音乐用脚的不同部位做热身运动。

2、材料感知

教师和幼儿用脚感知独木桥、鹅卵石、地板、体操垫等。

（二）、脚和脚的游戏

1、搭桥

2、踩车

3、摇摇船

（三）、器械游戏

教师和幼儿用脚用各种方式玩沙包。

四、结束活动

教师和幼儿做脚的放松运动。

健康歌教案中班总结篇八

1、知道定时的睡觉、按时吃饭是人体的一种需要，常吃零食
会影响身体不利。

2、初步的了解人体生物钟，能够说出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

3、愿意按时的进餐，控制零食和正常的作息。

1、闹钟一个



2、熊宝宝大图片或长毛绒玩具一个，熊宝宝的肚子上有一个
可以拨动时针的钟。

3、幼儿用书：《肠胃小闹钟》。

师：中午闹钟响了，熊宝宝肚子饿了，该吃午饭了，吃完午
饭该吃午觉了。

师：晚上的时间到了，熊宝宝肚子饿了，该吃晚饭了，吃完
晚饭看一会电视熊宝宝就瞌睡了，该睡觉了。

师：熊宝宝为什么这些时候要做这些事情？

讨论：你有过到时候就想吃饭、就像睡觉的感觉吗？

表演：小熊早上、中午乱吃零食，老师拨动小熊肚子上的钟
提示生物钟的蓄乱，到吃饭时间就不想吃。

师：小熊这样乱吃零食，身体会有什么感觉。

讨论：如果我们不遵守人生生物规律会怎么样？

师：可以先吃一两块饼干，但不能多吃，或在大人的允许下
先吃菜，或者帮助爸爸妈妈做一些事情，争取大家能够快一
点吃到饭菜。

健康歌教案中班总结篇九

1、通过观察，了解舌头的外形特点和构造。

2、让幼儿在尝试、比较、讨论中了解舌头的三大作用。

3、引导幼儿认识在生活中该怎样保护自己的舌头。

4、发展幼儿的味觉感官，培养探索自身奥秘的兴趣。



1、每人镜子一面，调味品一份（包括酸、甜、苦、辣、咸），
吸管一根。

2、电脑、投影仪、多媒体课件。

导入，引出主题

1、教师和幼儿一起玩舌发出声音。

2、提问：是谁帮助我们发出这些有趣的声音？

认识舌头各部分的名称及部位

1、师：对了，是我们的舌头，你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过它？今
天老师为每个小朋友准备了一面镜子，请你仔细地观察一下
自己的舌头，看看它的上面、下面有什么。

2、幼儿边观察边发言。

3、教师把自己的.手当作舌头演示，幼儿认识各部分名称：
舌头后面连着喉咙的部分叫“舌根”，舌根的前面部分
叫“舌体”，舌体的最前面叫“舌尖”，舌体的上面叫“舌
背”，舌背上有舌乳头、舌苔，舌体的下面叫“舌腹”，舌
腹上有舌系带、血管和突起。

4、师：刚才小朋友说得真好，小舌头自己还想介绍一下自己，
我们一起来听听它说什么。（看多媒体软件）

了解舌头的作用

1、幼儿和教师试试舌头不动，还能不能说话。

2、师：舌头除了能帮助我们说话，还有什么作用？（幼儿讨
论）



3、幼儿用吸管品尝各种调味品。品尝后教师提问：

你尝到了什么味道？是谁帮助你知道这些味道的？舌头为什
么能尝出各种味道呢？（教师：因为舌背上有许多小小的味
蕾，这些味蕾对味道特别敏感。）什么地方的味蕾对什么味
道反映最灵敏？（看多媒体介绍。）

4、幼儿和同伴互看，比较舌头的异同。教师指导并引导幼儿
讨论：为什么有的小朋友的舌苔会特别重？（教师：因为舌
头是反映身体状况的一个标志。）

5、教师：我们的舌头不仅能帮助我们说话、品尝味道，还能
反映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舌头的作用真大。

讨论如何保护舌头

2、幼儿讨论。

3、师生共同小结：舌头最怕刺激性强的食物,我们以后吃东
西时要小心，不要吃太辣、太烫或太冷的东西，也不要吃得
太快，不能边吃边说，以免咬着舌头，还要注意多吃一些蔬
菜、水果，增强营养，保持口腔卫生，早晚刷牙，饭后漱口，
让小细菌无法生长。

1、智力抢答，教师出有关舌头的知识题，幼儿抢答。

健康歌教案中班总结篇十

1、让幼儿感知水果的变化，了解多种水果制品。

2、培养幼儿爱吃水果的习惯。

3、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



1、苹果头饰、苹果汁、苹果脯等。

2、各种水果、榨汁机、刀子、盘子等。

3、即时贴、棉花等可装饰物品。

1、教师戴苹果头饰扮演苹果娃娃出现在幼儿面前，引起幼儿
的兴趣。教师：“小朋友们好！我是会变得苹果娃娃，你们
猜一猜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引导幼儿自由的想象苹果的
变化。

2、教师与幼儿一起玩“苹果变变变”的游戏。

（2）请幼儿继续给苹果娃娃喊：“变变变”的口令，随着幼
儿的喊声再次旋转到黑板的后面取出一盒苹果脯。提
问：“这次苹果娃娃变成了什么（苹果脯）它是怎么变成
的`？”

（3）请幼儿再次给苹果娃娃喊：“变变变”的口令，随着幼
儿的喊声旋转到黑板的后面取出苹果干、苹果酱、苹果派等
各种苹果制成的食品。提问：“苹果娃娃真会变呀？它都变
成了什么？苹果还会变成什么呀？”

3、教师与幼儿品尝各种各样的苹果制品，说一说吃苹果有哪
些好处呢。

4、出示桔子、西瓜、香蕉等水果，请幼儿一一说出它们的名
称。教师：“今天，我们也来一个水果大变身的比赛，看一
看这些好看、好吃的水果在小朋友的手中会变成什么样子
呢？”

（1）分别向幼儿介绍提供的三组材料。

第一组：将各种水果用榨汁机进行榨汁的活动，变出各种果汁



（教师指导提醒幼儿注意安全）。

第二组：将各种水果进行装饰活动，利用粘贴即时贴、棉花
等方式，变出各种水果娃娃。

第三组：利用各种水果制作成水果拼盘、水果串、水果沙拉
等。

（2）请幼儿分成小组进行活动。

5、让幼儿分别品尝和欣赏各自的成果，培养幼儿的自信心。

将各种水果及相关材料，如榨汁机、幼儿用具刀、牙签、沙
拉酱等投放在日常生活区和美术区供幼儿进行水果装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