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纸的健康领域教案(模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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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班纸的健康领域教案篇一

1．了解牙齿结构、功能及生长特点。

2．学会正确的刷牙方法。

3．从小培养爱刷牙、讲卫生的好习惯。

4．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5．教育幼儿养成清洁卫生的好习惯。

关于保护牙齿的ppt、苹果若干、饼干若干、人手一把小牙刷
和口杯

小小石头硬又白，整整齐齐排两排，天天早晚刷干净，结结
实实不爱坏。

1．观察牙齿，数数有几颗牙。

教师小结：正常儿童嘴里有20颗牙，成人是32颗。

2．仔细观察对方牙齿的颜色、大小、形态。

师：再看看你好朋友的牙齿是什么颜色的?每颗牙齿长得一样



吗?

3．给牙齿起名字。

小结：像小铲子的牙叫门牙，像小尖刀细长形的叫犬牙(虎
牙)共8颗，像一座座小山凹凸不平的叫臼牙(磨牙)。

4．介绍门牙、犬牙、臼牙吃食物时各有什么作用。

师：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每颗牙齿分工一样吗?

请幼儿吃一片苹果，试一试不同牙齿的不同作用小结：门牙
比其它牙齿薄，它们可以切开和咬断食物;犬牙比较尖、长，
粗壮有力，可以撕裂食物;臼牙又宽又厚，可以磨碎食物。

1．通过故事引出龋齿的危害。

师：有一只小熊却要去拔牙，这是为什么呢?

2．找龋齿。

两个小朋友互相观察，看看对方是否有龋齿。

3．组织幼儿讨论龋齿形成的原因。

(1)发给幼儿每人一块饼干品尝，饼干什么滋味?

(2)回答问题：两个小朋友互相观察牙齿上有什么?牙缝里多
了什么?(粘在牙缝上的饼干渣)(3)讲解食物残渣中的糖在细
菌作用下会分解成酸，酸会腐蚀牙齿变黑，成为龋齿。

1．讨论保护牙齿的方法。

师：我们平时要怎样保护牙齿呢?



教师小结：我们应该少吃甜食，吃完东西记得漱口，把留在
口腔、牙齿里面的脏东西吐出来，还要记得早晚刷牙，保护
牙齿，这样我们的牙齿就能健健康康的，我们也能开开心心
的生活。

2．请个别幼儿示范平时刷牙的方法。

3．教师讲解正确的刷牙方法，教育幼儿养成早晚刷牙的习惯。

教师小结：正确的刷牙方法应当是顺着牙缝上下转动地刷，
即上牙从上往下刷，下牙从下向上刷，咬合面来回刷，里里
外外都要刷干净。

中班纸的健康领域教案篇二

1.帮助幼儿树立保护身体健康的意识，知道牙齿健康的重要
性。

2.培养幼儿在观察活动中探索学习的能力。

3.引导幼儿初步了解龋齿形成的原因及怎样预防。

1.电脑、教学光盘、教学挂图数幅挂在活动室墙上小镜子每
人一个

2.了解本班幼儿得龋齿的情况

1.观察牙齿，引出课题。

请幼儿照镜子观察自己的牙齿，有什么发现？

2.了解龋齿形成的原因。

(1)带着问题看光盘。



提问：龋齿是怎么得的？是虫子咬得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是什么东西把牙齿变成一种酸腐蚀掉的？

(2)带着问题重点看光盘边了解引起龋齿的原因。

(3)了解龋齿的危害。

得了龋齿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怎么保护好牙齿不得龋齿呢？

3.幼儿利用各种方式学习保护牙齿的办法。

a.小朋友讨论防止龋齿的办法b.观察图片学习。

c.请教保健医生。

老师总结:不想得龋齿，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早
晚正确刷牙；健康饮食少吃糖；饭后漱口不可少；牙齿定期
去检查。这样你一定会有一口健康美丽的牙齿。

4.老师表演快板诗。

《预防龋齿》：

预防龋齿牙齿健康人人夸，健康的牙齿人人需要，小朋友要
记牢，不想得龋齿一定要做到：

牙齿早晚正确刷，饭后漱口要干净，健康饮食少吃糖；牙齿
定期去检查；只要坚持能做到，牙齿肯定会健康。

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身体倍棒！

中班纸的健康领域教案篇三



1．尝试用身体的不同部位搭大小不同的“洞”，用合适的方
式钻爬“洞”，提高肌肉的耐力和身体的协调性。

2．能主动参与游戏，体验与同伴游戏的乐趣。

重点：尝试用身体的不同部位搭大小不同的“洞”，钻爬动
作协调。

难点：能用合适的方式钻爬。

1．报纸一张、球一个。

2．热身活动音乐《向前冲》和放松音乐《kiss the rain》

一、热身活动

幼儿四散站立，放音乐《向前冲》，师生共同进行热身活动。

二、活动展开

（一）单人搭洞

师：刚才我们的身体做了好多的动作来锻炼身体，我们结束
时的造型是怎么样的？

动作展示：老师用胳膊和肩膀搭出了一个什么?(洞)那小朋友
现在也用你身体的各个部位来搭洞，看看我的报纸和小球能
不能钻过去。师幼一起展示各种各样的洞，老师用球和报纸
钻洞。

师：现在谁来搭一个洞让小朋友的身体钻过去？分组进行：
男孩搭洞女孩钻。师：刚才小朋友合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情？师：谁来想个办法，能钻过去，但不碰到小朋友的身体。

分组活动：女孩搭洞男孩钻洞。



（二）双人合作搭洞游戏：“城门城门几丈高”

师：接下来我们要来玩“城门城门几丈高”的游戏。首先请
两位小朋友和老师一起示范一下游戏规则。

幼儿分组游戏。

放松身体：随轻音乐《kiss the rain》做深呼吸调整气息，坐下
捶腿和手臂，同伴间互相捶背。总结游戏收获。

1．多人合作钻洞游戏，钻迷宫。

2．数学活动：集合与模式。

中班纸的健康领域教案篇四

五官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通过这节健康课，让幼儿
知道五官的作用，让幼儿知道要保护我们的`五官，一面给我
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1、在感知活动中发现五官，知道五官的名称

2、观察五官的相对位置和外形特征，初步了解保护五官的一
般常识

3、学习保护五官

重点：让幼儿在活动中了解五官，知道保护五官的重要

难点：让幼儿知道五官的名称，在学习中知道五官的重要性

五官图像若干，五官脸谱

1、讲述故事《眉毛搬家》：宝宝累了，很早就休息了。这时



房间里传来争吵声。原来是五官在争谁的本领大。谁也不让
谁。眉毛一声不响，眼睛嘴巴耳朵鼻子以为眉毛一点本领也
没有，就把眉毛赶走了。结果宝宝上幼儿园时，汗水流下来。
一直流进眼睛里。宝宝摔倒了，鼻子耳朵嘴巴都受伤了。

2、了解五官的作用

提问：你们知道他们是因为什么吵架吗？他们先把谁赶走了？

（五官在为谁的本领大而吵架）（先把眉毛赶走了）

眉毛被赶走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没有了眉毛，宝宝为什么会摔倒呢？（因为眼睛看不
见了）为什么眼睛看不见？（因为汗水流进眼睛里了）那为
什么汗水会流进眼睛里？（因为眉毛不见了）

小结：眉毛有挡汗水的功能。

3、续讲故事：听了小朋友的话，它们都知道了，原来眉毛也
有很大的本领，不能少了它。就赶紧把眉毛请了回来。（教
师把眉毛粘回原来的位置）眉毛不能少，那到底谁本领大呢？
它们一起看着眼睛：“眼睛眼睛，你最没有用了，你走
吧！”眼睛被赶走了。（教师拿掉眼睛）

提问：小朋友们想一想没有了眼睛，会怎样呢？（看不见东
西了）

体验：现在请小朋友们起立，向前走几步闭上眼睛，转过身
来再找找自己的位置。

(黑黑的、有些害怕）（有了眼睛可以看到周围的事物）（能
够看到周围的事物感觉很幸福）

小结：眼睛可以让我们看见周围的事物，眼睛不能少。（粘



回眼睛）

4、续讲故事：五官他们赶紧把眼睛请了回来，眉毛不能少，
眼睛不能少，那到底谁最没有用呢？五官们你看我，我看你，
他们又一起说：“鼻子鼻子，你最没有用了，你走吧！”于
是鼻子被赶走了。（拿掉鼻子）

提问：鼻子真的没有用吗？

出示白酒和醋，小朋友，你们看我手中的两个小瓶中分别装
着，白酒和醋，小朋友们想一想，应该用什么办法才能知道
那个瓶里是白酒，那个瓶里是醋？（幼儿自由猜测）那我们
用眼睛能区分出它们吗？（不能，它们都是透明的）。那到
底应该怎样做呢？（用鼻子闻）我们一起来闻一闻。分别请
幼儿闻白酒和醋：你闻到的是什么？(酸味、辣味)你是怎么
知道的？（用鼻子闻出来的）

体验：用手捏住鼻子有什么感觉？

小结：对啊！鼻子能帮助我们辨别气味和呼吸，所以鼻子本
领也很大，它能少吗？（不能）赶紧把鼻子请回来吧1（粘回
鼻子）

5、续讲故事：鼻子不能少，鼻子回来了，嘴巴说：“耳朵耳
朵，一定是你最没有用了，你走吧！”耳朵被赶走了。（取
下耳朵）

中班纸的健康领域教案篇五

1．初步知道自己生活、活动中容易发生危险的事情。

2．能迁移已有经验，掌握避免自己受到伤害的方法。

能迁移已有经验，掌握避免自己受到伤害的方法活动准备：



1．四幅图片、生活中常见的尖尖的物体等。

2．《幼儿画册》（第一册第46、48）

一、创设情境，引出话题。

教师：贝贝的手受伤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二、出示图片讨论，知道生活中容易发生的危险的事情。

图一：贝贝在教室里拿尖尖的棍子与同伴嬉闹。

图二：贝贝从家里的阳台上往下扔瓶子。

图三：贝贝在玩爸爸的打火机；图四：贝贝在公园里从高高
的地方往下跳。

教师：贝贝这样做对吗？为什么？生活中你像他这样做过吗？

三、迁移生活经验，掌握避免发生危险的做法。

提问：在家和幼儿园里，还有哪些容易引危险的东西？（如：
尖尖的物体、易碎的器皿、煤气灶、电源插头等）讨论：在
生活中，我们怎样做才能不受到伤害？使用尖尖的东西时要
小心，不要将易碎的东西摔坏，不玩煤气开关，不把手指伸
进插头，关门、时要手握把手轻轻地开或关上。

四、为班级制作危险警示卡，提醒大家遵守。

教师带领幼儿在班级教室和周围寻找发生危险的地方，引导
孩子画下来作为标记，提醒大家注意。

选择几幅有代表性的警示图，和孩子一起贴在相应的需要提
示的地方。



教后反思：在平日里，孩子们总是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小
伤难免的，所以整个活动孩子们沉浸在故事画面里，听得很
专注。知道了以后哪些东西不能碰，不能做哪些危险的事情，
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了，要学会保护自己。通过故事画面，孩
子能准确判断是与非，增强自己的安全意思。其实，也提醒
老师在平常生活里要比较注意孩子的安全。

中班纸的健康领域教案篇六

《送你好运气》选自主题活动“红彤彤的年”，“红彤彤的
年”活动的主题内容是让幼儿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知
道我们在过年的一些活动，《送你好运气》是这个主题里的
一个健康活动，围绕主题情景送您好运气，带领幼儿游戏，
中班幼儿已经能连续抛接球了，活动的重点在于让幼儿感受
玩气球的欢快气氛，能抛接气球，不让球掉下来，在活动中
采用情景性的方式吸引幼儿的活动兴趣。

1.感受玩红气球的欢快气氛。

2.练习抛接气球，不让球掉下来。

1.旋律活泼欢快的音乐磁带。

2.红气球每人一个。

一、好运在手中

教师带领幼儿做热身运动

师：红彤彤的气球象征着新年的好运，让我们手拿好运气球，
一起来活动身体吧。（随着音乐，幼儿手拿气球活动身体各
个部位，如四肢运动、体侧运动、腹背运动等。）

二、我传你接好运气。



教师讲述活动内容和游戏规则

师：现在，我们留下了两个好运气球。我们要把好运气送给
朋友。这样，一个人有了好运气，大家都会得到好运气。我
们送运气球和接运气球的时候，不能让好运气球掉在地上，
也不能弄破好运气球。

师：现在我们小朋友分成两组，围成圆圈，以我传你接的方
式传接气球。传接时，幼儿一边传接，一边说“好运送给
你”。

教师在传接气球时，播放放音乐，以渲染气氛。

游戏进行两到三遍。

小结：我们的小朋友都把好运传给了别的小朋友。

三、我抛你接送好运。

师：好运气还可以用“我抛你接”的办法来送给朋友。

教师讲述游戏规则

师：我们小朋友分成若干小组，4—5名幼儿围成圆圈，一名
幼儿站在中间手拿气球。围成圆圈的幼儿问：“好运送给
谁?”持球幼儿一边喊“好运送给xxx”，一边尽力往上抛出气
球；与此同时，被喊到名字的幼儿迅速跑到中间来接住气球。

教师在游戏时，播放音乐，渲染气氛。

教师根据幼儿的兴趣决定游戏次数。

四、教师带领幼儿回教室

我们的小朋友都接到了好运，那现在我们一起带着好运回教



室吧。

中班纸的健康领域教案篇七

1、初步认识牙齿的构造，知道牙齿不仅可以咬碎食物，帮助
消化，还能帮助咬准字音，使我们说话清楚。

2、懂得牙齿的用处很大，要注意保护好牙齿。

3、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4、知道一些保持身体各部位整洁卫生的方法。

1、每四个人一个苹果，虾条每人1~2根。

2、牙齿的模型一副。操作卡片《白白的牙齿》六张。

1、让幼儿吃苹果，初步认识牙齿的用处。今天请小朋友吃点
苹果，请你们慢慢地吃，边吃边动脑筋想想看，你是怎么把
苹果吃下去的？引导幼儿大胆说出自己的体验，知道是用牙
齿帮助咬断嚼碎苹果，吃下去的。

2、让幼儿认识牙齿的构造。

（1）你们都有牙齿吗？张开嘴巴让我们们看一看牙齿是什么
颜色的？让幼儿相互看一看，知道每人都有牙齿，牙齿是白
白的。

（2）出示牙齿模型（或看卡片1—4）并提问：我们每个人都
有一副白白的牙齿，让我们来看看牙齿是什么样的？它是什
么地方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教师讲解并演示：牙齿有上
下两部分，上下两部分是一样的，前面的牙齿是扁扁的，旁
边的牙齿是尖尖的，后面的牙齿是方方的。



（3）这些不一样的牙齿有什么用呢？请幼儿看卡片1—4讨论，
在教师的讲解和提问的帮助下，知道扁扁的牙齿可以切断食
物，尖尖的`牙齿可以撕拉食物，而方方的牙齿力量最大，可
以压碎食物，它们各有各的作用，共同帮助我们把食物咬断
嚼碎。

3、让幼儿尝尝虾条，再次体验一下不同牙齿的作用。

4、讨论：牙齿除了可以帮助我们吃食物，它还有什么用呢？
让幼儿练习发音如：“师”、“四”、“字”，等教师着重
强调发这些音时上下牙齿分开、并拢等情况。知道牙齿还可
以帮助我们正确发音，使我们讲话清楚。

5、师生共同看操作卡片5—6讨论并小结：牙齿有很多用处，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保护自己的白白的牙齿呢？饭后漱口、早
晚刷牙、睡前不吃糖和其他东西、不吃过硬的东西等等，牙
齿才能不发黄，不发黑，让我们的牙齿一直是白白的，天天
为我们服务。

1、结合进餐活动，让幼儿谈谈怎样用牙齿吃牛肉，芹菜等难
嚼的食物，不包、不吮饭菜，养成正确使用牙齿进食的习惯。
2、利用日常活动，让幼儿谈谈这些问题：你的牙齿为什么发
黑了？为什么你的牙齿烂掉了？这样有什么不好？让幼儿懂
得牙齿清洁整齐，不但美观，而且能减少疾病。

中班纸的健康领域教案篇八

1、帮助幼儿了解各种食物的营养价值。

2、通过情景创设、故事让孩子了解健康饮食的重要性。

3、帮助幼儿形成健康饮食的习惯。

4、知道人体需要各种不同的营养。



5、初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1、让幼儿了解身体需要多种营养，不挑食才健康。

2、了解各种食物的营养价值。

1、相关课件

2、手偶

3、幼儿课前准备的食物贴

4、班级互动墙面"我们爱吃的食物"大表

一、组织教学：音乐律动《坐姿歌》

二、导入新课：

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小故事，现在让老师讲给小朋友听好吗？

故事：（出示手偶壮壮）我叫"壮壮"，什么东西都爱吃，爱
吃萝卜、西红柿、白菜，还爱吃苹果、香蕉，爱吃好多东西，
你们看！我长得壮壮的。（出示手偶小小）他叫"小小"，他
看到萝卜摇摇头，说我不爱吃；看到西红柿又摇摇头，说我
不爱吃；好多蔬菜都不吃，苹果不爱吃，香蕉不爱吃，人长
得很瘦小，而且总生病。

结合故事内容，提出问题："壮壮长得这样壮，说一说他爱吃
什么？""小小长得很瘦小，是因为什么？""你们要想身体棒，
怎么办呢？"引导幼儿知道想要身体棒，就要吃各种食物。

三、播放幻灯片，观看日常生活视频片段。

1、结合实际生活，出示一段日常生活视频片段。视频主要内
容为：一位妈妈到幼儿园接孩子回家，经过超市，孩子哭闹



着，要去买零食。孩子回到家后，只吃零食不吃饭。

提问："看了这段录像，小朋友来说一说这位小朋友做得对不
对？""你们平时是不是也和这位小朋友一样呢？"教育幼儿不
能把零食作为主食，否则就会像小小一样，身体瘦弱，还会
经常生病。要想有健康的身体，就要像壮壮一样各种食物都
要吃。

2、出示互动墙面"我们爱吃的食物"大表，教师组织幼儿交流
最喜欢吃的食物，并将最喜欢吃的食物粘贴在互动墙面上。

"我们爱吃的食物"大表中，教师和幼儿共同统计出哪些食物
是幼儿最喜欢吃的，多少幼儿爱吃这种食物。教师引导幼儿
讨论："爱吃的东西能不能吃很多？""哪些东西要少吃？"

3、老师向幼儿介绍各种食物的营养成分。（蔬菜和水果中含
有大量的维生素，含有从其他食物中补充不到的营养成分。
并且有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功效。）总结：不同的食物有不同
的营养成分，吃不同的食物就能获得不同的营养，有了丰富
的营养，身体才能更加健康。

四、延伸活动家园配合：

1、让家长记录幼儿饮食情况，反馈给老师。

2、根据记录情况，开展"不挑食的好孩子"颁奖会，可以邀请
家长参加，鼓励挑食的孩子做到各种食物都要吃，养成不挑
食的好习惯。

中班纸的健康领域教案篇九

1、通过游戏发展幼儿的走、跑、跳、跨和滚接的能力。

2、引导幼儿一物多玩，发展幼儿想象、创造性能力。



3、体验合作游戏的.乐趣。

活动准备皮球、网兜、障碍物若干。

一、师幼一起和"雪球"做热身运动师：冬天来了，我们一起
和雪球来做游戏。

教师带领幼儿绕着"雪球"走、跑、跳、跨等运动。

二、我和"雪球"一起玩

1、传"雪球"师：可爱的"雪球"很喜欢旅游，让我们一起带着
它去旅游吧幼儿排成一排依次从侧身、头顶、胯下传"雪球"。

2、我和"雪球"来比赛师：接下来"雪球"想和我们的小朋友来
比赛谁跑的快。

幼儿分成两组，一幼儿向前滚"雪球"的同时另一幼儿向前跑，
努力追上"雪球"并接住。

3、运"雪球"师："雪球"要融化了，我们赶紧送它回家吧！

幼儿两人合作将"雪球"放在网兜中来回运送。

三、放松活动"雪人融化了"师：我们一起变成小雪人，当太
阳照在我们的身上，手指融化了，手臂融化了…（幼儿逐渐
将保持动作的手放落下来）

中班纸的健康领域教案篇十

1、在情境中观察并进一步了解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家。

2、感受家的温馨和家人的关爱，能大胆地在集体面前表达自
己的想法。



【活动准备】“家”ppt、音乐。

【活动过程】

一、情境导入。

1、指导语：我有一个快乐的家，今天我请你们到我的家去看
看。

2、请幼儿结合生活经验观察门牌，说说我“家”住在几零几。

3、让我们走到里面去看看。

二、了解“家”的组成。

1、观察餐厅，从餐桌摆设上猜测我家共有几个人吗。

2、鼓励幼儿说说自己家有几口人，分别是谁?每天吃饭时要
摆几双碗筷。

3、讨论：你最喜欢吃什么菜，是谁为你们烧的?——初步感
受家人的爱

4、猜猜小游戏：用小耳朵听听哪扇门后面是我家的厨房并说
说厨房里有什么。

5、教师总结：家是香香的厨房，那里永远有家人为我们准备
得可口的饭菜。

6、观察卫生间、客厅，说说自己家里的这两个房间里都有些
什么?

6、请幼儿由结婚照局部图猜测所到的`房间——爸爸妈妈的
房间



7、讨论：爸爸妈妈在干什么?——感受爸爸赚钱的辛苦和妈
妈照顾宝宝的辛苦

8、观察小朋友的房间，请幼儿谈谈自己的小房间，并说说是
谁为我们布置了这么棒的家。

9、总结：我们都很喜欢自己的家，这么漂亮舒适的家都是我
们的家人辛苦为我们创造的，我们要谢谢他们。

三、提升情感，朗诵诗歌《快乐的家》。

1、今天你们看了我的家也说了你们的家，现在就请你们听一
首好听的诗——《快乐的家》。

2、放背景音乐，朗诵诗歌《快乐的家》。

3、请幼儿说说听完诗歌的感受，并尝试跟念诗歌。

四、延续活动：鼓励幼儿回家感谢自己的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