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动物爬爬爬活动教案(模板6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
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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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动物爬爬爬活动教案篇一

1、了解感冒的的基本病症以及传播的主要途径。

2、 懂得预防感冒的小常识，积累健康生活的经验。

预防感冒的图片：开窗通风、勤洗手洗脸、锻炼身体

出示感冒药。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药吗？（感冒药）说说感冒的感受

（1）、你得过感冒吗？感冒得时候有什么感觉？哪里会不舒
服？

（2）、幼儿相互交流已有的感冒经验。

小结：感冒有发烧、流鼻涕、咳嗽、鼻塞等基本症状。

3、了解感冒的传播途径?--怎么会得感冒的？

除了着凉以外，感冒会不会是别人传给你的呢？怎么传的？

小结：不注意冷热会得感冒，人的身体抵抗力差也会得感冒。
另外，感冒还可以通过吐沫、痰等传播。

4懂得一些预防感冒的小常识。



1、幼儿交流治疗感冒的经验。

（2）、幼儿交流预防感冒的方法。

--那们怎么来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和别人传染上感冒呢？

（3）、出示图片，理解预防感冒的方法。

教师小结活动反思：在活动开始时，每个幼儿的注意力都很
集中。都能很准确的将老师提出的问题回答出来，幼儿注意
力很集中。只是在回答问题时，他们在老师的提醒下，才能
够将语言说完整，在这方面要加强幼儿的训练。

每次季节变化时候感冒的孩子就比较多。所以选择这一活动
一方面可帮助幼儿回忆感冒时的痛苦症状，在回忆中，幼儿
能够感受到感冒了会很不舒服。另一方面可让幼儿了解有效
防治感冒的方法，如开窗通风、多锻炼身体等等，提高幼儿
的自我保护意识。

小动物爬爬爬活动教案篇二

1.愿意在团体中大胆地表达自我的想法。

2.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努力做到不挑食，不偏食。

3.初步了解食物与健康的关系。

小狗和小狗妈妈的手偶。

1.导入活动：欣赏故事《好宝宝不挑食》，明白挑食的危害。

(1)教师戴上手偶，讲述故事《好宝宝不挑食》，引导幼儿发
现挑食会对自我的身体有危害。



教师：小灰狗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是什么

(2)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幼儿了解，因为挑食，小灰狗越来越
瘦，身体也越来越差，所以差点儿被风吹跑了。

教师小结：小灰狗因为挑食，越来越瘦，身体越来越差，所
以差点儿被风吹跑了。

2.根据故事资料讨论。

(1)教师以故事中狗妈妈的口吻提问，小朋友有没有像小灰狗
那样的挑食习惯

(2)教师引导幼儿说说如何来帮忙小灰狗改掉挑食的习惯。

教师：我们应当对小灰狗说什么我们应当为小灰狗做些什么

(3)教师小结：小朋友此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身体需要各种
营养。如果挑食，就会使小朋友的身体缺少营养，最终像小
灰狗一样，长不高、长不大，浑身没有力气。

3.说一说、想一想。

(1)教师结合班上幼儿普遍挑食的情景，找出这些食物的图片，
帮忙幼儿了解这些食物的营养价值。

教师：这些食物中哪些是你吃过的哪些是你喜欢吃的

教师：它们对小朋友有哪些营养价值呢

(2)教师小结：牛奶--是补充钙，让小朋友长得高而壮;鱼肉、
羊肝--让小朋友的眼睛更加明亮;肉--补充热量，让小朋友更
有劲儿。

活动延伸：



师生一齐了解当天的食谱，请幼儿说一说相关食物的营养价
值，鼓励幼儿在进餐时吃一些自我不爱吃的食物。

小动物爬爬爬活动教案篇三

1、乐于比较食物制作过程中的变化，激发探究周围食物的兴
趣。

2、了解食物在某一特定条件下的形态变化。

3、初步了解油炸食物不利于健康，乐意少吃油炸食品。

4、知道人体需要各种不同的营养。

5、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面包、包子、油条等食物、魔法棒、锅盖、课件。

一、魔法导入。

（教师把食物放到桌子上，锅盖盖住图片。）

——教师请一个幼儿上台，教师拿出魔法棒和幼儿们一起念
魔法咒语变魔法。

——请一个幼儿上台打开锅盖。请在座的幼儿说说变出了哪
些食物？（面包、包子、油条等）

——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些食物是用什么做出来的吗？
（面粉）

——师：要将面粉做成以上这些食品，需要经过怎样的加工
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二、了解形态变化。



1、教师播放课件，了解食物形态的变化。

2、请幼儿分别说一说食物加工前后的变化。（面包、包子、
油条、麻球、爆米花、棉花糖等）

3、（出示面包、包子、油条等）引导幼儿看看、尝尝，并用
纸巾吸吸油，比较谁的油多。

4、小结：这些包点有蒸出来的、炸出来的、烤出来的、煮出
来的等等，其中蒸出来的和煮出来的食物相对来说是健康的，
幼儿可以常吃。炸出来的和烤出来的食物相对来说不太健康，
幼儿应该少吃。

三、肢体变魔术。

——教师引导幼儿一起参与编出每种食物的相应动作，请幼
儿站成一个圈，根据教师的指令变出相应的食物。例如：变
变变，变成小面包。（所有幼儿做面包的动作）教师留意幼
儿的创意性动作，并给予表扬。

教师可以在网络上找一些油炸食品的制作过程给幼儿看，让
幼儿注意观察油锅里食物形态的变化。

1、有条件的幼儿园，可以带幼儿到厨房观看厨师制作包子的
过程。

2、班级可以在幼儿家里举办制作糕点的亲子活动，让幼儿身
临其境地感受糕点制作前后的形态变化。

区角活动

语言区：将各种食物加工前后的图片贴在语言区，让幼儿比
较食品加工前后形态的变化，并用自己的语言说一说。

美工区：提供橡皮泥，让幼儿尝试搓包子、油条等食物。



环境创设：在主题墙上设置健康食品区和垃圾食品区，引导
幼儿将各种食物的图片贴在相应的区域，引导幼儿区分健康
食品和垃圾食品。

家园同步

1、请家长告诉幼儿哪些是健康食品，哪些是垃圾食品，引导
幼儿注意饮食健康，少吃垃圾食品，并做到以身作则。

2、日常制作糕点时，支持幼儿一起制作，体验制作糕点的过
程和乐趣。

随机教育：生活中的食品都是由大米、小麦、高粱、玉米等
等农作物加工而来，这些农作物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
所以大家要爱惜粮食，避免浪费。

老师根据幼儿年龄特点，注重教学趣味性用变魔术的方法激
发幼儿的兴趣，运用多样化教学手段调动幼儿学习的'积极性，
使幼儿在认知能力和情感方面得到发展。通过观察比较，发
展幼儿观察力，提高感知力，丰富了认知。

小动物爬爬爬活动教案篇四

1、让幼儿知道吮吸手指是一种坏习惯，会影响身体健康。

2、帮助有吮吸手指习惯的.幼儿逐步克服这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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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二个指偶，一个高兴的表情，一个痛苦的表情。



1、出示痛苦的表情指偶，激发幼儿兴趣。

我叫大拇指，本来是和其他的手指一样长得直直的，又有劲
又漂亮，但是我的小主人豪豪天天把我放在嘴里吮吸，我好
难受！慢慢地，我变得很难看，做事也不方便了，小朋友，
你来帮帮我吧。

2、提问：大拇指怎么了？（不高兴）为什么？（他难看，做
事不方便）

3、手指有什么作用？（拿筷子，拿笔，穿鞋子，穿衣服，做
许多事情）

4、当自己想把手指放进嘴里或看小朋友吮吸手指时应该办？
（立刻放下并劝小朋友不能吮吸手指头）

5、师小结：小朋友真能干，帮助了这个痛苦的大拇指，告诉
他的主人要讲卫生，爱护自己的手指，豪豪在你们的帮助下，
他再也不吮吸手指了。

6、出示高兴的指偶：谢谢你们帮助了我，现在我的小主人再
也没有吮吸我了，我变得又有劲又健康了。

7．师和幼儿表演洗手儿歌的游戏。

红衣袖，白衣袖，洗手前，快卷袖。

手心手心搓搓搓，手背手背搓搓搓。

换只小手再搓搓，一二三，搓好了。

8、活动结束。

在执教过程中，我尽量做到老师的提问具有针对性，能够激
发孩子的想象，让孩子在讲述过程中多说，多会运用完整的



语言说，注意回应孩子的语言，关注到每一个孩子的参与度，
活动过程比试讲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还存在许多的不
足，在后来在讲评中，我也吸取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活动
中不够淡定，从容，我想我还需加强修炼，才能在今后的教
学生涯中有进步。

小动物爬爬爬活动教案篇五

1、体验玩圈活动的乐趣。

2、能够大胆的探索、创造玩圈的方法。

3、练习跳圈、钻圈的动作。

塑料圈每人一个、课件

练习跳、钻的动作。

创造圈的不同玩法。

小朋友们，跟着老师一起去郊游好不好？（在郊游过程中让
幼儿通过学习各种小动物的飞、跳、走等动作做好活动前的
准备）

1、 幼儿每人一个塑料圈，自由探索玩法。

小动物们可喜欢我们小朋友了，他们还给我们带来了礼物，
请小朋友们每人拿一个圈玩一玩，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碰
到其他的小朋友。

（1）幼儿自由玩圈，教师观察并随时提醒幼儿注意安全。

（2）请个别幼儿展示自己的玩法（例如：滚圈、套圈、转圈、
跳圈等），其他幼儿一起模仿。



指导语："你是怎样玩圈的？请来展示一下"

2、学习钻圈，锻炼幼儿钻的基本技能。

（1）幼儿探索钻圈游戏，教师鼓励幼儿大胆创造玩法。

指导语：我想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钻圈的游戏，请你们想想我
们可以怎样玩？

（2）幼儿展示钻圈的各种玩法，练习钻的技能。（例如：从
头到脚套圈、教师扶圈幼儿依次钻过等）。

3、学习跳圈，锻炼幼儿跳的基本技能。

（1）幼儿探索跳圈游戏，教师随时鼓励幼儿大胆创造。

（2）幼儿展示跳圈游戏。例如：以圆圈为中心跳进跳出、圈
摆成一列幼儿依次跳过、拼搭各种图形跳圈等。

与小朋友一起听音乐跳圈舞进行放松练习。

指导语：小朋友们，让我们跟着音乐来跳个圈舞放松一下吧！

小动物爬爬爬活动教案篇六

让幼儿掌握正确漱口的方法

小班幼儿刚刚进入幼儿园，在生活自理能力和卫生习惯方面
比较欠缺，缺乏自我服务的意识，而小班第一学期的培养目
标主要是培养其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的养成，然后针
对我们班幼儿在近阶段的出现的饭后、点心后不会主动擦脸、
漱口等现象，并根据我园近阶段的要求，因此我设计了本次
活动。本次活动利用请客的方式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并利用儿歌的的形式帮助幼儿了解正确的漱口方法。



1、“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礼物想不想知道是什么呀？
（教师出示芝麻糖，让幼儿品尝）

“老师带来的糖好吃吗？哎呀，你们的牙齿怎么了呀？（引
导幼儿发现牙齿上的黑芝麻，引导幼儿之间相互观察自己的
牙齿）。

2、幼儿自由讨论清洁牙齿的办法。

3、教师总结：

牙齿脏了可以用牙刷刷牙，也可以用漱口的办法，可是幼儿
园里没有牙刷，就让我们来漱口吧。那谁在家里漱过口的，
请你来试一试。（请个别幼儿示范漱口）

4、请幼儿讨论漱口的方法是否正确。

5、集体学习：正确漱口的方法

（1）、教师演示：手拿小杯子，喝口清清水，抬起头，闭起
嘴，咕噜咕噜吐出水。

（2）、幼儿边念儿歌边学习正确漱口的方法。（空手模仿）

（3）、请个别幼儿听口令做动作。

（4）、集体听口令，做动作。

6、漱口，幼儿拿好杯子喝水漱口，吐在水桶里。

7、照照镜子，比一比，谁的牙齿最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