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科学饮食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大
家一起来看看吧。

大班科学饮食教案篇一

1、通过活动的开展，使学生了解有关毒 品的知识。

2、了解什么是毒品、它有什么危害。

3、通过小故事，教育和引导小学生远离毒品，提高拒毒防毒
意识，远离毒 品，塑造美好人生。

教学过程：

一、课题导入

1、小朋友们知道什么是毒品吗?不知道也没什么关系，今天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毒 品，它有哪些危害。

2、看了毒品这两个字后，你有什么想法吗?

二、课题展开

1、什么叫毒品?

毒品是我国的习惯性讲法，这里指的毒品，不包括砒霜、敌
敌畏、氰化物等可直接致人于死亡的剧毒药品，是特指出于
非医疗目的而反复连续使用能够产生依赖性(即成瘾性)的药
品。而国际上习惯称之为麻醉品的滥用。



从上面这段话中，你们感觉毒品是一个怎样的东西?

2、毒品的种类：海洛因、吗啡、大麻、可卡 因以及国家规
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

3、毒品的危害

成瘾性――吸毒成瘾者，对毒品产生生理和心理上依赖，从
此沉溺而不能自拔。

摧残性――毒品专家告诉我们：吸毒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是
一种“生命透支”。吸毒严重损害人的脑、心、肺、肝、胃、
肾等器官，抑制各种内分泌，降低免疫系统的功能。

破坏性――吸毒者为了支付昂贵的毒 品费用，将家产卖光，
导致家庭四分五裂，妻离子散。

诱发犯罪――吸毒普遍导致心理变态、道德沦丧、自私冷漠，
人性泯灭，为了能购买毒品，吸毒者不惜一切手段铤而走险、
盗窃、杀人、贩毒，无恶不作，严重危害社会安宁。

传染疾病――吸毒者传染疾病的途径主要是共用注射器和卖
淫。吸毒者体弱抵抗力差，静脉注射消毒不严，传播的除细
菌性内膜炎、急性肾炎、病毒性肝炎、一般的性病外，最可
怕的是艾滋病。

4、毒 品的成瘾性

有一个初三年级的学生，为考个好高中，每天学习、复习到
很晚，感觉很疲劳。这时，有人拿来一点“白粉”，告诉他：
“吸了这个就能精神百倍。”孩子信以为真就吸了。结果，
没有几天便染上了毒瘾，不仅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身体也全
跨了，最后他没有走进理想的中学，而是进了戒毒所。



有一个年轻人吸毒成瘾，很快就家徒四壁了，为了能继续吸
毒，他先把海洛 因白送给邻居四个12岁左右的孩子品尝。四
个孩子上瘾后，每次不得不从他那里高价买毒品，而那个年
轻人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满足了自己的毒瘾。

听了以上几个故事后，小朋友们有什么想法?生自由讨论后，
进行发言总结。

5、毒 品的防范 那我们应该怎么防范毒品呢?如果周围有人
在吸食呢?

(1)直截了当法——坚定直接地拒绝引诱。

(2)金蝉脱壳法——根据不同情况找借口委婉拒绝。

(3)主动出击法——立刻提出反建议。

(4)秘密报案法——寻找机会偷偷告诉你依赖的人，或者秘密
拨打110报警，民警叔叔会迅速给予你帮助。

(5)及时告知师长法——当毒贩毒友逼你吸毒并威胁你时，一
定不要被他们威吓住，要在第一时间告诉你的师长。

三、总结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禁毒斗争，提出“有毒必肃，贩毒必惩，
吸毒必戒，种毒必究”的方针，采取一系列“禁种、禁制、
禁贩、禁吸”四禁并举的措施，种毒、制毒有罪，贩毒、吸
毒违法。

学生结合生活实际讨论“为什么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同学们，今天我们了解了有关毒 品的知识及防范措施，也知
道了毒 品对家庭、社会的危害。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
一发现有人吸毒，以现有毒品犯罪时，立即举报;为了自己的



健康，这了家人的幸福，为了社会的安定，请你远离毒 品，
珍爱生命。

大班科学饮食教案篇二

幼儿园音乐课程4—5岁教学提示：指导小朋友用优美、婉转
的声音唱好歌曲，培养孩子习倡表达亲情、尊敬老人。首先
请小朋友们听这首歌，老师再将这首歌唱一遍，请小朋友们
感受一下这首歌的优美规律。请将歌词中的“爷爷”换成奶
奶、爸爸、妈妈，说出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爱，并
说出理由。

《爷爷为我打月饼》

知道中秋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体验节日快乐的心情。

音乐《爷爷为我打月饼》

1、老师：”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我们生活在
今天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爷爷为我打月饼》的歌是甜
蜜、温馨的，中秋节的月饼是香香的，小朋友个个都是幸福
的。

2、小朋友欣赏老师示范唱《爷爷为我打月饼》。

3、随老师有节奏的朗读歌词。

4、学唱全曲，辅导小朋友唱准歌曲中的音符、节奏，体验节
日的快乐，用歌声表达愉快的情感。

老师可以为小朋友讲一些关于月饼的传说，以此丰富小朋友
的常识。

（第三课：爷爷为我打月饼）



大班科学饮食教案篇三

1.感受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中欢快、活泼的情绪，并练
习清晰的咬字和吐字。

2.节奏创编练习，学习节奏创作的简单方法。

3.欣赏“映山红”，感悟时代特点及音乐的鼓舞作用。

4.竖笛“小宝宝要睡觉”。

学习节奏创作的简单方法，注意附点音符、休止符的唱法。

钢琴、磁带、录音机、打击乐器、动物卡片挂图等。

1.教师放音乐、做律动。

学生拍手律动进教室。21世纪教育网21世纪教育网

今天老师给同学们带来几个小动物，请你们看……

2.出示挂图：小动物、鸡、鸟、喜鹊、蜜蜂、蝴蝶等。

提问：你们都喜欢哪些动物？让同学模仿动物叫声，并拍一
拍。

3.鸡：

叽叽叽.×××

×××

用木鱼敲击节奏。

鸟：



吱吱.×

×

用鼓敲击节奏。

喜鹊：

喳喳.××

××

三角铁敲击节奏。

蜜蜂：

嗡嗡嗡嗡.××××

××××

沙槌敲击节奏。

1.同学们，我们来回忆一下故事片“闪闪的红星”中唱的
《映山红》。

2.这首作品表达了什么情绪？21世纪教育网21世纪教育网

1.放录音：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当年音乐的情绪。（爷爷为我
打月饼）

提问：听了这首歌曲有什么感受？歌词表现了什么情绪？

学生回答：活泼、有趣。

2.伴奏：随琴用啦哼唱歌曲旋律。



3.视唱歌曲的旋律。

4.按节奏凑词：轻声模唱歌词。

5.随琴合唱，边唱边感受歌曲的情绪。

学生分两组进行创编表演活动，边歌唱边表演。

第一组：用打击乐器，打架子鼓为歌曲伴奏。

第二组：编舞，用舞蹈表演。

架子鼓、打击乐伴奏、歌表演。

齐唱表演：第一遍唱本课歌词，第二遍唱自编词。

1.学习连音奏法，以567三个音进行练习“小宝宝要睡觉”。

2.学过的三个音编一段小曲，编好后先唱一唱，再吹一吹。

在音乐声中结束本课。

大班科学饮食教案篇四

1、通过活动让学生知道每年的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

2、指导学生了解眼睛的基本结构，学会保护眼睛的常识以及
掌握正确的眼保健操*位和姿势。

3、使学生感受到眼睛的重要性，懂得保护眼睛从我做起，从
现在做起。

活动准备：

相关的视频、媒体、快板、照片的搜集。



活动过程：

一、猜谜引出课题

师：1、上边毛下边毛中间一颗黑葡萄?这是什么?(眼睛)

2、眼睛是我们身上很重要的器官。谁知道眼睛的作用?

3、有了一双明亮的眼睛可以看清事物，这是多么的重要。今
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的眼睛，保护我们的小眼睛。

齐读课题：保护我们的小眼睛

二、了解眼睛的结构

师：要想保护我们的小眼睛，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眼
睛的构造。

1、角膜：眼球最外面的一层透明体，用来收集图象。

2、虹膜：通俗点讲究是瞳孔周围，中国人是咖啡色，欧洲人
是蓝色的部分。

4、瞳孔：在角膜和晶状体之间，中央有小孔，小孔能放大和
缩小，从而调节进入眼睛的光线强弱。

5、视网膜：眼睛最里面一层，能呈现图像，信息，但是倒图
像。

6、视神经：能把双眼获得的图像大小、形状、色彩、动与静
等信息传递给大脑。

(生：挡住风沙和灰尘。)

师：是啊，眼睫毛也是用来保护我的眼睛的，你看造物主把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齐读课题)

三、观看视频

2、看了录象，谁来说说他的眼睛怎么啦?

生：看不见了。

为什么会眼睛看不见了呢?

书写姿势不正确，眼睛离书本太近;看电视太近;躺着看书。

3、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继续看。

你听到了什么?

师总结：

1、看书写字眼睛要与书本保持一尺的距离。

2、看电视也不能太近，必须保持三米的距离。

3、也不能在完全黑暗的房间里看电视。

4、不能躺在床上看书。

师：我们知道了保护视力从身边小事做起，让我们来听听施
羽菲等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快板，《保护眼睛》有请。

师：谢谢他们精彩的快板，让我们再一次知道了如何去保护
我们的小眼睛。

四、举例交流自己平时爱眼的做法。

师：那么请大家说一说平时你是怎样爱护自己的眼睛的，举



出例子。

生交流

五、出示班中用眼不卫生的照片。

生：我想对说……说道的同学要呼应。

六、讨论如何保护视力

(学生讨论，交流)

师：同学们说得很好，老师把它总结如下：

学生齐读：

1、坚持做好眼保健操。

2、看书写字、做作业、看电视、玩电脑的时间不能过长，要
使眼睛的到充分的休息。

3、不要在强光或其他不适宜的光线下看书或写字。

4、不玩尖锐的玩具，以免伤到自己或他人的眼睛。

5、不用脏手或脏毛巾揉眼睛，以免细菌进入眼睛伤到眼睛。

6、眼睛有了毛病要及时治疗。

七、学做眼保健操

1、师：在日常的生活中老师发现同学们做眼保健操的*位还
没有找准。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温正确的姿势和*位。请看眼保
健操操法分解演示。



播放视频：

要求：仔细看，认真听，跟着学。

大班科学饮食教案篇五

1、通过阅读绘本、讨论，懂得害怕是人的一种正常反应。

2、能够积极寻找解决害怕的办法，提高调节消极情绪的能力。

3、鼓励幼儿大胆表达与表述。

《我不会害怕》课件

一、游戏引入：

——小朋友们早上好，讲故事前我们来做个游戏吧。《谁最
像》我来说你们来表演。

——微笑、哈哈大笑、惊讶、生气、害怕。（幼儿表演，可
单独示范）

——开心、生气、害怕都是我们的情绪。你害怕过吗？遇到
什么事会害怕？（下雨天打雷、打针、一个人睡、一个人在
家、黑天……）

——害怕的时候，你会怎么办？（躲起来？鼓足勇气试一
试？）

——小朋友都会有害怕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会让我们
害怕，害怕是很正常的。

——今天我们一起去小兔家看看它有没有害怕的事情，它怎
么解决的。



二、阅读绘本：

——（图一）小毛兔的心脏怎么跳出来了？你害怕的时候是
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心里好像有许多小鼓震天响？咚咚咚的？
好像要跳出胸膛。

——原来小毛兔也有害怕的事情，它害怕什么呢？

——（图二）谁来告诉我小毛兔怕什么？（黑）

——你怎么知道的？（拿着手电筒、抱着娃娃）

——还会有什么事让小兔害怕呢？（图三）

——它害怕蜘蛛，可是你们看，蜘蛛咬得到他吗？你是怎么
看出来的？这么小的蜘蛛有什么好害怕的，没咬就害怕了，
其实是小兔自己想像的，你不靠近蜘蛛他就不会咬你。

——（图四）除了黑夜、蜘蛛，小毛兔还会怕什么吗？图上
是什么啊？（爸爸在批评小毛兔）

——灰兔爸爸在批评小毛兔？为什么要批评他？还有什么事
情爸爸会批评他？你知不知道小毛兔怕什么？是怕爸爸批评
还是怕爸爸不爱他？爸爸真的会不爱他吗？其实是小兔自己
想的。

——除了这些还会有什么事情让小毛兔害怕呢？

——（图五）请小朋友说一说晚上小毛兔家里发生什么事？

——晚上一个人呆在房间了，小毛兔以为看到了怪物，非常
害怕。真的是怪物吗？其实是小毛兔自己想的。

——小毛兔害怕好多事情，可是它不愿意这样，他要变勇敢。
于是它想了好些办法，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方法好不好。



——小毛兔钻到床底下，这样它还会害怕吗？（图六）

——小毛兔还有别的办法呢？（图七）谁能认识图上的几个
字？（帮帮我）向他人呼救，请别人帮忙解决问题，这样就
不会害怕了。

——看看小兔的第三个办法吧？

——还记得小毛兔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好像看到了怪物，实际
上是什么呢？（图九）打开灯，看清楚，我不会害怕。

——小毛兔想了那么多的好办法，它还会害怕吗？他把自己
打扮成怪物的模样，小兔不会害怕！（图十）

三、延伸

——小毛兔想了好多方法让自己不害怕，如果你遇到害怕的
事，你会怎样让自己不害怕？（幼儿思考讨论方法，个别回
答。找妈妈爸爸保护我等等）

——老师希望每个小朋友都是勇敢的，可是有时候害怕也是
非常需要的，害怕能让我们避开危险的地方，比如害怕火灾，
我们就不会去玩火，害怕溺水，就不会独自去河边玩，害怕
摔倒，就不会乱跑。但是，有些害怕是不必要的，那些都是
人自己想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