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中班健康学科总结(优秀5篇)
围绕工作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进行的专门性总结，总结
某一方面的成绩、经验。总结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
才能写好一篇总结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
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中班健康学科总结篇一

一直以来，"健康第一"是幼儿园教育的首要任务。健全的身
体是一个人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基础。幼儿离不开生活，
生活离不开健康教育，幼儿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健康教育
也应把握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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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期我们中班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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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中对幼儿健康发
展提出几点：身体健康，在集体生活中情绪安定、愉快。

（1）生活、卫生习惯良好，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

（2）知道必要的安全保健知识，学习保护自己。

（3）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动作协调、灵活。



这也为我们中班组的健康教育活动提出了明确的培养目标。
本学期主要做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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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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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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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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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心教育需要家园合作、共同完成，家长要在家庭生活中引



导幼儿尊重、关爱长辈，教师通过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和社
会实践活动，引发幼儿关爱他人的情感。

1、喜欢参加游戏和各种有益的活动，活动中快乐、自信。

2、愿意与人交往，礼貌、大方，对人友好。

3、知道对错，能按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行动。

4、乐于接受任务，努力做好力所能及的事。

5、爱父母、爱老师、爱同伴、爱家乡、爱祖国。

（1）鼓励幼儿多了解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感受节日活动的乐
趣。

（2）在日常活动中，引导幼儿体验感受他人的爱，初步尝试
用自己的方式回报亲人和他人给予的关爱。

（3）采用先试后导的方法，尊重和肯定每个幼儿的想法和创
造，接受他们的表现方式，再引导幼儿相互交流相互欣赏，
引导他们在活动中感受到自我表达、人际交流的乐趣，获得
情感需要的满足。积极鼓励幼儿以愉快的心情参加各种活动，
引导幼儿学会关心理解同伴的心情，并愿意给予帮助。

（4）在日常活动和游戏中，引导幼儿学习帮助他人，愿意为
班集体做事，感受集体生活的愉快。

（5）引导幼儿了解纸与人类的密切关系，知道节约用纸的意
义，在利用废旧纸张制作物品的过程中感受创造的乐趣。

（6）尊重、关爱每个幼儿，了解每个幼儿的心理需要和情绪、
情感的变化，及时采取措施帮助幼儿，同时了解幼儿的兴趣
和爱好，以此为突破口，与内向孤僻的幼儿进行交流，从而
引导那些幼儿改变原有的性格，变得活泼开朗起来。



（7）引导幼儿爱护班级和幼儿园的各种物品，关注社区环境，
爱护社区公共设施。

（8）引导幼儿了解我国几个少数民族典型的民俗风情，教育
幼儿热爱并尊重少数民族。

（9）通过多种活动，了解家乡的名胜古迹，关注家乡的变化，
知道家乡的人文景观和特产，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爱祖国的情
感。培养幼儿的主人翁意识。

（10）在集体和自由交往活动中，引导幼儿学习和同伴分享
食品、玩具、图书及高兴的事，帮助幼儿获得初步的人际交
往技能。

（11）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幼儿学习用商量的办法解决问题，
知道相互谦让会给大家带来好心情。

幼儿园中班健康学科总结篇二

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__个教师节，为和全园教师一起渡过一
个开心、难忘的教师节。我园组织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下
面就活动内容做如下小结。

一、组织全园幼儿为班上老师制作“爱心卡片”活动，孩子
们将自己亲手做好(小班孩子只是在老师准备的半成品中加上
几片花瓣或几片叶子)的卡片亲手送给自己尊敬的老师，并对
老师说：“老师节日快乐!老师您辛苦了!”在一片柔和的音
乐声中，老师们亲手接过孩子递上的卡片，脸上泛着幸福的
笑容。

二、幼儿园拿出一笔经费组织教师周六、日两天游，教师节
当晚组织教师唱k活动。

1、两天游活动。9月8-9日，我园组团前往__的__酒店。9月8



日，我们全园教师20余人在一片欢呼声中开始了幸福的旅程。
车上，在导游的幽默组织下，每位老师尽情欢笑，在一
片“明天会更好”的合唱声中，我们抵达了__镇。大家8人一
组上船捕鱼，部分老师坐上快艇，享受在海上电驰快飞的感
觉;午餐时间，享用当地特色海鲜美食;下午，前往__岛沙滩，
老师们一起享受沙滩的惬意、宽广。一望无际的细沙尽踩脚
下，老师们还相约一起享受“鱼疗”，在“鱼疗”馆中，时
不时传出老师们欢乐的尖叫声，在享受“鱼疗”的同时让老
师们的身心得到充分的放松。

下午3：00，全体教师一起泡入大海，大家在海边嬉戏，时而
自己游泳，时而泼水打闹，时而捡拾沙滩贝壳……开心之极，
令人流连忘返。

晚上6：00，入住__酒店。餐后，老师们三五成群进入温泉区，
享受牛奶池、香酒池、柠檬池、玫瑰池、生姜池、熏衣草池、
薄荷池……72个池之间来回穿梭，乐不思返。

活动至今已有四天的时间，老师们仍在回味这几天的庆祝活
动，每个人的心里都载满了幸福与感动，对“__”这个大家
庭更多了一份归属感。

幼儿园中班健康学科总结篇三

时间一晃而过，又迎来了一个全新的起点，让我们一起来学
习写教学计划吧。为了让您不再为做教学计划头疼，下面是
小编精心整理的幼儿园中班健康与社会教学计划范文，欢迎
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直以来，“健康第一”是幼儿园教育的首要任务。健全的
身体是一个人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基础。幼儿离不开生活，
生活离不开健康教育，幼儿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健康教育
也应把握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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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期我们中班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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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中对幼儿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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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为我们中班组的健康教育活动提出了明确的培养目标。
本学期主要做法如下：

第一树立明确的知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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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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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期我们中班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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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能主动作好值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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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学期中班组孩子的身体素质明显
得到提高，生病请假孩子少了，幼儿的出勤率一直保持较高
的水平，也为其他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幼儿园中班健康学科总结篇四

一、情况分析：

本班幼儿大多数是新生，只有少数幼儿经过小班一年的学习，
基本上已经能懂得一些简单的健康尝试，并具有初步的生活
自理能力。幼儿在日常生活中情绪愉快，活泼开朗，逐步适
应幼儿园的生活。部分幼儿能自己穿脱衣服，会整理衣服及
游戏用具等，喜欢并较积极的参加体育活动，能及时收拾小
型体育器械。现根据班级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

二、目标要求：

1、健康教育领域：

(1) 懂得一些简单的健康常识，初步形成健康、安全的生活
所需要的行为习惯和态度，具有初步的生活自理能力。

(2) 身体正常发育，机能协调发展，愿意参加体育活动，积
极进行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体质不断增强。

(3) 情绪愉快，活泼开朗，愿意克服困难，无心理卫生问题。

2、保健教育领域：

(1) 会穿脱衣服、学习整理衣服;学习整理活动用具，能保持
玩具清洁;有初步的生活自理能力。

(2) 结合品尝经验，进一步认识各类常见食物，在爱吃各类
食物的同时，懂得要科学合理的进食，逐步形成良好的饮食
习惯。

(3) 进一步认识身体的主要器官，逐步形成接受疾病预防与
治疗的积极态度和行为;知道快乐有益于健康。



(4) 认识常见安全标志，能够在成人提醒下遵守交通规则;不
接受危险物品;遇到危险时能告诉成人，有初步的自我保护意
识。

(5) 愿意与父母分床而眠。

(6) 喜欢并较积极地参加体育活动;能听信号按节奏协调地走
和跑。能按要求跳、投掷、抛接，能左右手拍球;能随音乐节
奏做徒手操和轻器械操;能注意活动中的安全与合作，爱护公
物，能及时收拾小型体育器材。

三、实施措施

1.幼儿健康领域教育是生活教育，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加以渗
透。

2.幼儿健康领域教育是学前教育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
各领域教育的融合。

四、教学进度安排

1.常规训练

2.今天你喝了没有

3.圆溜溜的鸡蛋

4.动一动，扭一扭

5.蛀牙虫 ，快走开

6.红眼咪咪

7.翘鼻子噜噜



8.十只小猫咪

9.会变暖的衣服

10.大公鸡早早起

11.我长大了

幼儿园中班健康学科总结篇五

【篇一】

一、指导思想：

幼儿健康教育是幼儿教育整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健
康教育的基础。本学期，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结
合本园实际，针对中班幼儿年龄特点，我们将积极开展身体
保健和身体锻炼活动，养成良好的个人生活、卫生习惯，形
成健康的初步意识。同时，根据幼儿的生长发育和体育活动
规律，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并充分利用空气、阳光、水
等自然因素，锻炼幼儿的身体，增强幼儿的体质，促进其身
心健康发展。

二、教育目标：

1、生活习惯：知道盥洗的顺序，初步掌握洗手、洗脸的正确
方法;会用手帕、纸巾擦眼泪、鼻涕;遵守幼儿园的生活作息
制度;有个人卫生、生活环境卫生的初步意识。

2、饮食与营养：会自己用筷子吃饭，保持桌面、地面的整
洁;知道饭前洗手;爱吃幼儿园的饭菜，不挑食，细嚼慢咽;主
动饮水，按要求取放茶杯。



3、人体认识与保护：进一步认识身体的主要外部器官，知道
名称;愿意接受疾病预防与治疗。

4、保护自身安全：了解玩大型玩具、坐自行车时的安全常
识;懂得不把异物放入耳、鼻、口内。

5、身体素质和活动技能：练习走、跑、跳等基本动作;学习
简单体育器材的使用方法;形成活泼开朗的性格。

6、基本体操练习：保持正确的身体坐、立、行姿势;学习一
个跟着一个走;练习器械操;爱做体育游戏，遵守游戏规则;感
受体育活动的愉快。

三、具体活动安排：

二月份：《预防感冒》、《鼻子出血怎么办》

三月份：《赶小猪》、《抛球和接球》、《保护皮肤》、
《做一个爱干净的孩子》、

四月份：《春游》、《蚂蚁搬豆》、《看看我们的身体》、
《谁的眼力好》

五月份：《蝴蝶传花粉》、《好玩的圈》、《动物是怎样睡
眠的》、《会闻味道的鼻子》

六月份：《小乌龟运粮》、《送小动物去玩》、《打针、吃
药我不怕》、《乐乐不高兴了》

【篇二】

一、情况分析

我班幼儿在身体动动方面发展得比较好，但有一小部份幼儿
的自理能力还要进一步加强。如：雷沐宸等。大部分幼儿能



熟练地进行穿*服、整理玩具等，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有
爱整洁的好习惯。上学期在本班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幼儿进
餐情况得到好转，都能自己主动进餐，但还存在个别幼儿挑
食现象，因此，在日常中，教师要具体、形象地向幼儿介绍
当日食谱并讲解粗浅的营养知识，通过“看、摸、尝”的亲
身经验，了解各种食物的营养价值，培养幼儿爱吃各种食物，
并知道喜欢吃的东西也不宜吃得太多，身体超重也会影响健
康。

二、目标

1、能穿脱及整理衣服;能整理玩具清洁;有初步的生活自理能
力。

2、认识几种常见食物，包括鸡蛋类、蔬菜类等，结合品尝经
验,了解一些简单的饮食注意方法。

3、了解一些交通准则，具有一定的安全意识，学会避开危险
和应付以外事故的方法。

4、能听信号按节奏上下肢协调的走和跑;能熟练的听各种口
令和信号作出相应的动作;能听音乐准确的做徒手操。

5、具有一定的抵御困难、抵御疾病的能力。

三、具体措施

1、创设活动区，教师将一些可以让孩子系鞋带的操作材料放
到活动区，让孩子操作，根据班上孩子情况进行系鞋带比赛。

2、组织一些外出参观活动，通过观察、了解各类食物对人体
的益处。还通过讲故事、讲实例等方式鼓励幼儿不挑食、不
偏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3、请幼儿园的保健医生到班上对幼儿进行保健知识教育以及
认识身体器官，初步懂得保护自己。

4、每天保证两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每次户外活动中为幼儿
准备大量的器材，让幼儿主动参与，并获得愉悦的心情。

5、开展系列比赛活动，如：穿*服比赛、叠衣服等活动，提
高幼儿生活自理能力。

四、进度安排

第三周怎样不感冒

第七周小小*

第十一周爸爸妈妈不在家

第十五周心情娃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