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生活活动 小班生活活动教案(模板7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小班生活活动篇一

活动目标：

1．学习观察生活中物品的颜色，形成相应的颜色概念，初步
了解绿色所代表的意义。

2．猜测、感知、理解绿色的含义，学习创造性地运用语言。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5．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活动准备：

对开纸、绿色图卡、绿色物体的图片

活动过程：

1．故事导入《绿色在说话》和幼儿讨论生活中哪里有绿色
（如动物身上、树、叶子、日用品等）



2．出示绿色物体的图片，如“绿色吊兰”、“绿色的小鸟”，
让幼儿看图片，熟悉“这是什么绿”。

3．请幼儿将图片内容编入句子，如“这是什么绿？吊兰叶子
绿”、“这是什么绿？小鸟羽毛绿”等。当幼儿熟悉句型后，
请幼儿编入不同的内容。

4．智力游戏：生活中的绿色认识、理解绿色在不同情境下所
代表的含义，根据图卡说出绿色在不同情境下所代表的含义。
如马路上的红绿灯提醒过马路的安全，一些标记牌上的绿色
也有特别意思。

活动反思：

1．考虑到小班孩子的注意力问题，我采用了故事开头。

2．玩找绿色的游戏，找找教室里的绿色物体，然后学会发问，
学会回答，之后延伸到去户外找绿色的物体。例如：我问孩
子：这是什么绿？他们会回答：花儿叶子绿。我觉得重要的
是在游戏中让孩子不知不觉学会知识，然后激发他们对颜色
的探索。

小班生活活动篇二

目标：

通过孩子多角度地对肥皂观察与感受，体验生活用品的美，
激发孩子爱洗手的情感。

在摸摸、看看、闻闻的过程中促进感知觉的发展。

准备：

孩子自带各种形状、颜色、大小的肥皂；多媒体图片；背景



音乐

活动过程：

一、说说我知道的肥皂

1、你们带来了什么？有什么用？

2、你们家里的肥皂放在哪里的？

3、说说你带来的是什么肥皂？（举得高高的说给大家听）

颜色不一样——舒服佳

作用不一样——德夫、滴露

形状不一样——旅游皂

品牌不一样——洗衣皂正章、雕牌

药皂——为什么要放药

强生婴儿皂

进口皂——包装美

4、你们知道这么多肥皂有的是用来洗手消毒的，有的用来洗
衣服，还有的用来洗澡。

二、看看我喜欢的肥皂（放音乐）

1、现在我们就一起打开包装盒看看，它们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闻、看、摸、比）。

2、我们一起来看看、把肥皂都放到盘子里来。



有些什么颜色啊？（五颜六色）

那种颜色的肥皂最多？数数有几块？

找找最大的肥皂、最小的肥皂？（洗衣服的、旅游用的）

闻闻看,怎么样？

3、小结：原来肥皂的颜色、形状、大小、香味都不一样。

三、欣赏特别的肥皂

1、今天我也带来了许多肥皂，想看吗？

逐一出示：星形

糕形——这是什么？（猜）

画——上面有什么？（象画一样的）

棒棒糖香皂

幼儿共

同感知

2、还想看吗？我拍了许多肥皂的照片，我们一起

来看看吧。

3、小结：那么多漂亮的肥皂,你们愿意和他们做朋友吗？现
在我们就去和肥皂做朋友,让我们的小手变得更干净!



小班生活活动篇三

1、让幼儿了解夏天避暑降温的一些方法，知道自我保护。

2、理解故事《哪里最凉爽》。

课件《哪里最凉爽》。

2、教师总结：夏天很热，如果一直在阳光下会中暑。在树荫
下可以让我们觉得凉爽，如果夏天的时候觉得很热，一定要
采取一些办法让自己变的凉爽。

3、教师打开课件，让小朋友帮助课件中的小朋友，选择可以
让她变得凉爽的事物。

二、欣赏理解故事1、分段欣赏故事：

第一段：小狗趴在门口怎么了？

第二段：小狗妈妈爸爸怎么让小狗变得不热了？

第三段：小狗又去了哪儿？给妈妈爸爸拿了什么？

2、再次播放课件请幼儿讨论，故事中的小狗和爸爸妈妈都用
了什么方法来让自己凉快。

三、讨论教师：除了故事中的办法，生活中还有什么办法让
自己变的凉爽。

小班生活活动篇四

教材分析：

冬天是幼儿易患感冒的季节，一旦感冒，咳嗽、打喷嚏现象



则随之而来。在幼儿生活教育中，幼儿虽然都知道要天天带
手帕、纸巾，但如何适时、恰当地使用手帕、纸巾，要真正
落实在小班幼儿的行动上，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本教材借
助幼儿喜爱的小动物入手，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了现实生活中
小朋友感冒后，咳嗽、打喷嚏的不正确做法，从而引导幼儿
进行生活迁移，帮助幼儿掌握礼貌、文明、卫生的做法，可
谓水到渠成。本教材适合小班教学。

幼儿分析：

咳嗽、打喷嚏是一种生理现象。但由于幼儿缺乏一定的卫生
常识和一些必要的教育，他们常常会表现出一些不卫生或不
文明的作法；如面对别人会大声咳嗽或打喷，有了鼻涕和唾
沫随手就乱擦乱抹等等。因此，初步了解喷嚏会传播病菌，
传染疾病的道理，让幼儿了解掌握一些简单的自理技能，不
仅能引起幼儿产生正确行为的愿望，而且也能有助于形成良
好的习惯。

设计理念：

《新纲要》指出，应培养幼儿“生活、卫生习惯良好，有基
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因此，让幼儿了解咳嗽、打喷嚏的卫
生知识，掌握一些相关的自理技能，对幼儿进行有意识地教
育和培养，对其习惯的养成，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开
展此教育活动，让幼儿直观地理解在咳嗽、打喷嚏时，该怎
么做？为何要这样做？在活动中，通过让幼儿看一看、念一
念、学一学、做一做，进而有效地使幼儿在“知、情、意、
行”四方面达到完美和谐的统一。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喷嚏会传播病菌，传染疾病。

2、学会咳嗽、打喷嚏时的一些卫生文明的做法。



3、进一步养成每天带手帕、纸巾的良好习惯。

活动准备：

1、课件《咳嗽、打喷嚏》；

2、幼儿人手一份纸手帕。

活动流程：激发兴趣――观察讲述――实践操作――强化巩
固

一、谈话导入，激发兴趣。天气渐渐变冷了，很多小动物都
感冒了。

1、提问：得了感冒哪儿会不舒服呢？

2、幼儿做打喷嚏动作。（自我点评：开门见山，引出主题。）

二、观察讲述，了解打喷嚏时出现的不礼貌、不卫生的行为
及原因。

1、演示课件：看看小动物是怎样打喷嚏的。

2、提问：

（1）刚才，你看到谁在打喷嚏呀？

（2）黄狗是怎么打喷嚏的？吓跑了谁？

（3）大象是怎么打喷嚏的？吓跑了谁？

（4）河马是怎么打喷嚏的？吓跑了谁？

（5）它们打喷嚏的时候，其它小动物是怎么做的啊？



小结：哇！它们的喷嚏可真厉害，小动物们都吓跑了。

3、幼儿讨论：为什么动物们都怕它们的喷嚏呢？

4、教师小结：它们真不讲卫生，打喷嚏的时候鼻涕、唾沫到
处乱飞，细菌也跟着鼻涕和唾沫飞出来了，其它小动物也会
传染上感冒的。（自我点评：从幼儿的认知水平出发，引导
幼儿不学黄狗、大象和河马打喷嚏的错误做法，了解喷嚏中
带有细菌，会到处传播。

三、实践操作，学会正确的咳嗽、打喷嚏的卫生做法。

1、提问：如果小朋友感冒了，打喷嚏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1）个别幼儿回答；

（2）演示课件：一位幼儿正确的做法。

（3）提问：这位小姐姐打喷嚏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呀？

（4）教师示范讲解，幼儿练习2─3遍。

2、教师小结。（自我点评：结合顺口溜的内容，幼儿学一学
《咳嗽、打喷嚏卫生》的做法，在看看、念念、学学、做做
中，幼儿轻松地掌握了礼貌、文明、卫生的做法。接着老师
进行拓展教育，教育幼儿不但要在咳嗽、打喷嚏时，不能面
对别人，应低头或转头用手帕或纸巾或手来掩住口鼻；而且
若有鼻涕和唾沫溅在别人身上，应及时向别人道歉或拿出手
帕、纸巾拭去；咳嗽有痰不能随地乱吐，坚持天天带手帕等
等。如此教育可谓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幼儿易于接受。）

四、强化练习，巩固幼儿掌握咳嗽、打喷嚏时的正确做法。

小动物们还没学会这个本领了，我们一起去教教它们，让我
们再来练一练吧！（自我点评：体验做小老师的喜悦之情。）



五、活动延伸：

在日常生活中，还要经常提醒或暗示想咳嗽、打喷嚏的幼儿，
要按文明卫生和做法来做。幼儿之间也逐步形成能相互提醒
和督促。

小班生活活动篇五

活动目标：

1、能说出橘子的外形、颜色等。

2、学会自己剥橘子，知道橘子皮像什么。

活动重点：

会剥橘子并能说出橘子皮像什么。

活动准备：

机子若干（同幼儿人数）

活动过程：

1、这是什么：

幼儿人手一只橘子，“请幼儿说说橘子的形状、颜色等”。

2、剥橘子：

请幼儿自己剥橘子，说说橘子是什么样的？一瓣一瓣像什么？
橘子皮像什么？（橘子花）

3、品尝交流：



幼儿吃橘子，说说橘子的味道。

4、布置教室：

将剥开的“橘子花”布置在教室水果装饰墙面上，供大家欣
赏。

小班生活活动篇六

活动意图：

幼儿期是每个人生活方式形成的重要时期,因此,从小养成幼
儿良好的生活方式,对维护和促进人的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大
的意义。幼儿教育要重在培养幼儿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有
趣的活动，孩子们在学习活动中游戏、探索、操作，拓展了
自己的生活经验，每一个孩子都得到进步和发展。幼儿的健
康是每一个师长最为关心的问题。

活动目标：

1、明白健康的重要性。

2、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3、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4、让幼儿知道愉快有益于身体健康。

5、知道检查身体的重要性。

活动分析：

2、健康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在我们生病的时候，会感觉
到身体难受，没有体力和精神做事。



活动过程：

1、小朋友都知道哪些健康的生活习惯。

2、制作健康的工作表，然后让幼儿进行对照。

3、将需加强方面记下来。

4、师幼一起做操。讲解具体过程。

5、告诉小朋友平时注意卫生，多做运动，保证自身健康。

活动延伸：

将学过的操回家自己练习，还可以教爸爸妈妈一起做。

活动反思：

“健康生活每一天”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是一种观念，师
们从健体和心育两方面，精心设计各项教育教学活动，让每
一个孩子都喜欢参与锻炼。

小班生活活动篇七

活动目标：

1、探索剥花生的方法，感知花生的特征。

2、学习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发现。

3、体验亲自动手操作的乐趣。

活动准备：花生若干盘、人手空桶一只、各种积木、剪刀。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1）师：瞧！这位是松鼠阿姨。我们一起来跟阿姨打声招呼
吧！（请一位老师扮演松鼠阿姨。）今天呀，松鼠阿姨开宴
会，她会送给每位小朋友一个礼物。来，我们把小手做成小
花的样子，这样礼物就会来了。

（2）师：请拿到礼物的小朋友跟着老师坐在椅子上。

（3）师：你们拿到的礼物是什么呀？（花生米）那我们一起
来尝尝吧！

二、认识花生。（运用投影仪）

（1）师：恩！花生米真香呀！那小朋友再来看看这是什么呀？
（一颗花生）

轻轻地打开花生，看，这是什么？（硬硬的花生壳）里面住
着花生宝宝，是什么？（花生米）看看，里面住着几个花生
宝宝？我们一起来数一下！

（2）总结：我们吃的花生里面的宝宝有的多有的少。

（3）认识花生米。

师：那小朋友看看这个花生宝宝它长的什么样子呀？（穿着
一件红衣服）

我们帮它脱掉红衣服，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白白的肉）

（4）总结：一颗花生外面有硬硬的花生壳，里面有好多花生
米，白白的花生米穿着一件红衣服。

三、探索剥花生的方法。



（1）师：刚刚每个小朋友都吃了松鼠阿姨的礼物——一粒香
喷喷的花生米，那还想不想再吃一点？（想）

那我们就一起去自己动手吧！我们可以剥给好朋友吃，剥给
自己吃，还可以剥给客人老师吃。（老师巡回观察、指导，
提醒幼儿可以用桌子上的工具。）

（2）请小朋友轻轻的坐到自己的椅子上。

（3）师：你是怎么剥花生的？（引导小朋友自己说出方法，
并做示范。）

四、结束活动。

（1）出示花生作品，问：这是用什么做的呀？（花生）

（2）那我们带着花生一起去做一做，玩一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