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班健康活动捉知了教案反思 中班健康
活动教案户外活动含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班健康活动捉知了教案反思篇一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时常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
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教案应该怎
么写才好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中班健康活动教案《户
外活动》含反思，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1、培养幼儿对户外活动的兴趣，愉快的参加各项户外活动，
发展体育，增强体质。

2、帮助幼儿改进走、跑、跳、投掷、平衡、钻爬、攀登等基
本动作，帮助幼儿掌握有关的粗浅知识，使其动作灵敏、协
调、姿势正确。

3、幼儿培养在体育活动中团结合作、遵守规则、勇敢竞争、
不怕挫折等良好品质。

4、培养幼儿的自信心，正确对待输赢，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5、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6、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经过幼儿在小班一年的练习与锻炼，我班幼儿的体育运动能



力有所提高，幼儿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很高，乐于参加各种带
竞技性的体育活动。幼儿喜欢带有实物性的体育游戏，喜欢
表现自己，喜欢扮演各种角色。但是，由于个体差异，个别
的男孩、女孩对于有挑战性的活动胆怯，例如攀爬架、平衡
木。

利用晨间活动，开展丰富的体育活动。

在幼儿晨间入园的时间内，有目地的对幼儿进行体育锻炼，
根据园内多样的体育器械，可静可动，例如玩呼啦圈，幼儿
可以跳呼啦圈、转呼啦圈、开火车等多种玩法，也可加入辅
助器械，例如在跳呼啦圈时加入梅花桩、跨桥、拱桥等器械，
让幼儿在体育活动中得到更好的锻炼。

开展健康的户外活动。

根据《纲要》要求，保证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结
合教学，安排健康的户外活动，促进幼儿运动能力的发展，
提高幼儿兴趣。例如:听口令四散追逐跑、躲闪跑，两人夹球
走、从20--25厘米的高处往下跳等活动，设定游戏情景，
如“狮王和小动物”“夹球合作一起走”“小伞兵”等进行
请讲科学的、合理的、有趣的户外活动。

器械多样，百玩不厌。

幼儿园中精心为幼儿准备了种类繁多、数量充足的游戏器械，
如:高尔夫、打地鼠、彩虹伞、碰碰车、飞碟棋、平衡木、沙
包等各种各样的游戏器械，很多的器械是孩子们在小班没有
接触到的，根据幼儿的运动能力发展情况，选择适合幼儿并
有挑战性的器械，即调动了幼儿的积极性，又使活动的器械
得到充分的利用。

总之，户外活动的开展要真正以幼儿为主体，活动面向每一
位幼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感受到参加集体活动带来的快乐。



中班健康活动捉知了教案反思篇二

健康既是幼儿身心和-谐发展的结果,也是幼儿身心充分发展
的前提;健康是幼儿的幸福之源;离开健康,幼儿就不可能近尽
情游戏,也不能专心学习,甚至无法正常生活;幼儿时代的健康
不仅能够提供幼儿期的生命质量,而且为一生的健康赢得了时
间。因此,我认为健康教育要充分考虑到本班孩子的年龄特点
和个别差异,无论是进行幼儿健康教育还是试图改善幼儿的周
围环境、都要依据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否则不仅不能促进健
康,而且可能有损健康。

我们中班在教育活动中把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成长当成首要任
务。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既是幼儿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幼
儿健康教育的终极目标,对幼儿健康发展提出几点：身体健康,
在集体生活中情绪安定、愉快。

(2) 生活、卫生习惯良好,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3) 知道必要的安全保健知识,学习保护自己。

(4) 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动作协调、灵活。

这也为我们中班的健康教育活动提出了明确的培养目标。主
要做法如下:

第一 树立明确的指导思想

一个健康的幼儿,既是一个身体健全的幼儿,也是一个“愉
快”、“主动”、“大胆”、“自信”、“乐于交
往”、“不怕困难”的幼儿。再三强调让幼儿主动活动,健康
教育的第一条件就是尊重主体、积极、创造性地活动。幼儿
健康教育既然将促进幼儿的健康作为最直接的目的,其教育过
程就不应使幼儿感到压抑或受到伤害,然而日常生活中与之背



道而驰的现象却司空见惯,值得我们反思。因此我们十分注意
在幼儿的整日生活中充分发挥幼儿自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努
力将幼儿的兴趣与必要的规则相结合.幼儿在宽松的环境中尽
早建立起各种良好的健康行为。

第二 设计多样化的健康教育形式与途径

幼儿园健康教育应与日常生活中的健康教育相结合,集体教育、
小组活动与个别交谈相结合。目前,幼儿健康教育实践中存在
着一些误区,有人认为幼儿健康教育就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卫
生习惯培养,对于这些片面的认识我们应该加以注意和防范。
我们尽量多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
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本着尊重、平等、合作
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并积极支持、
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同时我们还重视幼儿园课程的.潜在
影响,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因此我们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
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在幼儿健康教育实施中,我们不
仅重视幼儿园物质环境的创设,而且应重视幼儿园心理环境的
创设,本着幼儿身理和心理的需求,我园于本学期购置了大量
的幼儿可选择的活动器材,以此来引导、鼓励幼儿大胆、积极
地参与活动,同时还培养了幼儿大方友善的交往能力。

第三 实施适宜的教育方法。

给幼儿自由选择、讨论、合作的空间,让幼儿在愉快的游戏活
动中锻炼身体,锻炼意志。

我们中班还严格按照我园的卫生消毒制度作好常规工作,卫生
程序规范化;在加强幼儿体能活动,增强幼儿的体质的同时让
孩子拥有健康的心理;主动作好值日生工作;加强了幼儿的自
我保护意识及安全卫生教育,避免了幼儿安全事故的发生;培
养了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积极配合保健老师作好
各项体检工作;加强消毒工作,杜绝流行病的发生;让幼儿在健
康的环境下，好好进行学习。



中班健康活动捉知了教案反思篇三

案例来源：

自开学以来，教师通过观察幼儿就寝和起床环节发现：班级
一部分幼儿能够自己穿、脱自己脱下来的衣裤，并能叠整齐
放在自己的小椅子上；另一部分幼儿不能独立将衣裤翻正；
还有一部分幼儿服装理得不够整齐。随着天气转凉，幼儿穿
的衣服开始增加。此时，是教师对幼儿进行服装整理的最佳
期。

活动目标：

1、能分清衣服的正面和反面，会将衣服翻正、有序放入衣柜
中。

2、通过主动探索、同伴学习等方式，寻找整理服装的方法。

3、在游戏的情景中体验成功的快乐。

4、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准备：

衣柜一个、幼儿服装若干（开衫、套头衫、裤子）、卡片、
等。

活动过程：

一、情景体验，自如展现自己整理服装的能力。

1、“老师这里有很多衣服，谁愿意帮助老师把这些衣服叠整



齐，放进衣柜里？”

2、幼儿自选一件服装进行整理，并放进衣柜里。

二、经验分享，区分不同服装正、反面，探寻翻正服装、整
理服装的方法。

1、师生共同寻找服装正、反面的不同。

“你觉得这条裤子整理得好？为什么？”

（没有将裤子翻正、裤子是反的）

“裤子的正面和反面有什么不同呢？”

（口袋、小花、毛毛的边，……）

“这件开衫的正面和反面有什么不同呢？”

（口袋、小花、毛毛的边，……）

“这件套头上衣的正面和反面有什么不同呢？”

（口袋、小花、毛毛的边，……）

2、师生共同探讨将服装翻正的方法。

“这些衣服都是反的，谁来想办法把它们翻正呢？”

“怎样将裤子翻正呢？”

（将手从裤腰进去，到裤脚处伸出手，抓住裤脚，将手从裤
管里退出。）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把它翻过来？”



（自主探索将开衫和套头衫翻正的不同方法。）

3、师生共同总结整理服装的方法。

“我们应该怎样整理衣服呢？”（翻正，扣纽扣、拉拉链，
叠整齐）

三、动手实践，自主尝试翻正服装的方法，并有序放入衣柜
中。

1、幼儿整理服装，并放进衣柜。

“老师这里还有一筐衣服，你们愿意帮助我吗？”

“请小朋友帮助老师把这筐衣服整理好、放进衣柜，再把原
来放进衣柜的衣服检查一下，看看这些衣服整理好没有。”

2、幼儿相互检查，体验成功的快乐。

“请小朋友检查衣柜里的衣服整理的好吗？”

活动延续：

1、在日常生活中鼓励幼儿每天自己穿脱衣裤、整理服装。

2、在班级健康区设立“整理小衣柜”游戏，让幼儿在游戏中
练习整理服装。

活动反思：

活动内容来源于幼儿的生活，可以最大限度地迁移幼儿的已
有经验，大大促进了幼儿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孩子们
的主体作用，真正让孩子们大胆想，勇敢做，气氛轻松活跃，
玩得尽兴，体现了老师的快乐教学与幼儿的快乐学习。在这
样的环境中学习，身心也得到了健康发展。



中班健康活动捉知了教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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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

1、晨间运动计划表。

2、运动器械、水彩笔、黑板。

活动过程：

1、教师出示各种运动器械，引发幼儿兴趣。

（1）幼儿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器械进行运动。

（3）教师小结。

2、教师帮助幼儿初步了解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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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器械可以锻炼身体的不同部位，我们大
家都要积极锻炼，身体才会棒棒。

3、师幼一起分析幼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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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晨间锻炼计划”。

（1）幼儿设计自己的“晨间锻炼计划”。

（2）教师巡回指导。

5、幼儿大胆介绍自己的锻炼计划，并说明理由。

活动延伸：

在日常活动中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运动锻炼。

认识各种各样的飞机

［活动目标］

1、认识各种飞机的外形与功能

2、知道飞机是天空中的交通工具



3、发展幼儿的观察能力

［活动准备］课件 飞机模型 纸

［活动过程］

1、猜谜语：似鸟不是鸟，能在天空飞，载人又载物，来往全
世界。（飞机）

2、出示飞机模型：

让孩子们观察飞机都有哪几部分组成：机头－机身－机翼－
机尾

请孩子们说说飞机的用途：能坐人，能邮信件，能运货物等

3、提问：你都见过什么样的飞机

4、请孩子模仿飞机飞行时的模样。

5、请小朋友说一说飞机在那里飞。（飞机是空中的交通工具）

6、课件教学：（认识各种飞机的功能）

大型客机：专为运送旅客所用。

战斗机：是军事作战的专用飞机，它有武器和导弹装置，是
空中阻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直升飞机：适合用来营救或应付各种紧急情况，它可以在人
们遇到危险时悬停在空中，营救受难的人们。直升飞机不需
要专门的飞机场，可以在任何地方停降。

救护飞机：它备有担架、氧气和急救设备，住得离医院很远
的人们，需要急救，就要使用这种飞机。



运货飞机：一般运载急件和易腐物品。这样做使不生产鲜鱼、
鲜蟹、鲜虾的地区的人们也能及时吃到鲜货。也可使人们很
快收到急需的邮件和物品。

农用飞机：它装有喷射装置，在有病虫害的农作物上空低空
飞行，喷洒杀虫剂，杀死害虫。

7、认识飞机的驾驶舱

8、请老师与孩子一起折一架小飞机，拿着自己折的飞机到户
外模拟飞机飞行和升降。

中班健康活动捉知了教案反思篇五

作为一名无私奉献的老师，总不可避免地需要编写教案，编
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那么你有了
解过教案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中班健康活动教案《户
外活动》含反思，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1、培养幼儿对户外活动的兴趣，愉快的参加各项户外活动，
发展体育，增强体质。

2、帮助幼儿改进走、跑、跳、投掷、平衡、钻爬、攀登等基
本动作，帮助幼儿掌握有关的粗浅知识，使其动作灵敏、协
调、姿势正确。

3、幼儿培养在体育活动中团结合作、遵守规则、勇敢竞争、
不怕挫折等良好品质。

4、培养幼儿的自信心，正确对待输赢，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5、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6、培养幼儿乐观开朗的性格。



经过幼儿在小班一年的练习与锻炼，我班幼儿的体育运动能
力有所提高，幼儿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很高，乐于参加各种带
竞技性的体育活动。幼儿喜欢带有实物性的体育游戏，喜欢
表现自己，喜欢扮演各种角色。但是，由于个体差异，个别
的男孩、女孩对于有挑战性的活动胆怯，例如攀爬架、平衡
木。

利用晨间活动，开展丰富的体育活动。

在幼儿晨间入园的时间内，有目地的对幼儿进行体育锻炼，
根据园内多样的体育器械，可静可动，例如玩呼啦圈，幼儿
可以跳呼啦圈、转呼啦圈、开火车等多种玩法，也可加入辅
助器械，例如在跳呼啦圈时加入梅花桩、跨桥、拱桥等器械，
让幼儿在体育活动中得到更好的锻炼。

开展健康的户外活动。

根据《纲要》要求，保证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结
合教学，安排健康的户外活动，促进幼儿运动能力的发展，
提高幼儿兴趣。例如：听口令四散追逐跑、躲闪跑，两人夹
球走、从20——25厘米的高处往下跳等活动，设定游戏情景，
如“狮王和小动物”“夹球合作一起走”“小伞兵”等进行
请讲科学的、合理的、有趣的户外活动。

器械多样，百玩不厌。

幼儿园中精心为幼儿准备了种类繁多、数量充足的游戏器械，
如：高尔夫、打地鼠、彩虹伞、碰碰车、飞碟棋、平衡木、
沙包等各种各样的游戏器械，很多的器械是孩子们在小班没
有接触到的，根据幼儿的运动能力发展情况，选择适合幼儿
并有挑战性的器械，即调动了幼儿的积极性，又使活动的器
械得到充分的利用。

总之，户外活动的开展要真正以幼儿为主体，活动面向每一



位幼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感受到参加集体活动带来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