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健康活动反思 幼儿园大班
健康活动教案两人三足含反思(优质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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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健康活动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锻炼幼儿的下肢力量，发展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2.培养幼儿的合作与竞争的意识，体验游戏的快乐。

3.幼儿能自主结队进行游戏，学会与他人协作，提高团结协
作能力。

4.让幼儿初步具有不怕困难的意志品质，体验健康活动的乐
趣。

5.培养幼儿健康活泼的性格。

重点难点：

锻炼下肢力量，发展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活动准备：

绑脚绳子若干、盒子若干、平衡木、已有两人三足的经验准
备

活动过程：



一、情景导入，热身运动

（谈情景导入，激发兴趣；热身运动，做好铺垫。）

师：孩子们，你们马上要进入小学了，想不想当一名小学生？
（想）今天我们就像个小学生一样来做一做运动。（热身运
动，为下面的练习做好准备）

师：今天小学里的哥哥姐姐请我们帮忙做一件事情，把商店
里的皮球运到他们的小学里去，你们愿意吗？但是去小学的
路上会遇到请多的障碍。我们先把本领学好，再来帮他们运
皮球好吗？（好）（以让孩子们帮忙去做事情，激发孩子们
的兴趣。）

二、自由探索、齐心协力

（出示绳子、盒子若干、平衡木，让幼儿进行自由探索两人
三足新玩法，并引导幼儿在探索中掌握新玩法。）

师：你们玩过两人三足的游戏吗？是怎么玩的？怎样玩才能
走得更快、更稳呢？

幼：要两个人一起走，要说好哪只脚先走。

幼：两个人可以一起喊口号

幼：一只手放在别人的肩膀上，一只手放在腰上。

师：你们都会玩这个游戏，但是今天我们玩的两人三足游戏
有一定的难度，还要用到很多的东西，想不想去挑战一下？
（想）瞧，这里就有许多的障碍在等着你们，看看你们能不
能克服障碍。练的时候注意安全。（引导幼儿自由探索两人
三足的新玩法，并要注意一定的安全。教师在旁观察并指导。
）



师：谁来告诉我，你们是怎么玩的？

幼：我们是踮着脚走的。

幼：我们在平衡木的.时候，我们是横着走的。

师：刚刚老师看到有几对小朋友走得非常地不错，请他们上
来走一走看。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走的。

师小结：原来走盒子的地方，两个小朋友绑住的腿一起抬高
并踩在盒子中间，注意绊住；另个两个脚在盒子的外面；当
你走平衡木，绑住的脚在平衡木上走，另个两只脚在两旁走。

师：请你们按照刚刚小朋友的玩法再去练一练，但老师有个
要求：脚抬高不要踩到盒子并注意安全。（游戏要有一定的
规则，在幼儿游戏前给予一定的游戏要求，使孩子们更加清
楚的知道游戏）现在请你们练一练吧。（请幼儿根据教师所
讲的玩法再去进行自由练习）

三、勇闯难关，体验成功

（以小组形式进行比赛，培养幼儿的合作与竞争的意识，体
验游戏的快乐。）

师：本领学好了吗？现在我们要准备去为哥哥姐姐运皮球了。
但是听好要求：两人为一组手拿皮球，走过盒子，走过小桥，
把皮球放进篮子里，然后再从旁边返回，拍一下下组小朋友
的手，第二组才能拿皮球再出发。比一比哪组速度要快。
（适时提出相应的游戏要求，使孩子们知道游戏的玩法。）
还有记住比赛规则：脚抬高不要踩到盒子，拍到手才能出发，
并注意安全。（要让孩子知道游戏要有一定的规则，以便后
面更好的进行游戏活动）准备好了吗？准备出发！（游戏进
行2—3次）



师：老师为获胜的一组奖励小红花，没有获胜的那组也没有
关系，我们下次还有机会，孩子们你们的本领学得真棒，真
像个勇敢的小学生。（给予胜利的孩子进行适当的表扬，同
时也要鼓励那些没有胜利的孩子们，下次还会有机会获得成
功；从而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游戏的快乐。）

四、放松身体，结束活动

（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做着放松动作结束活动。）

师：玩得可真累呀，我们来放松一下吧。本领学会了，现在
跟着老师去小学里帮其他的哥姐姐做事情吧。（与片断一前
后呼应，成名一个完整的情景。）

教学反思：

1.孩子的主体性：

在这个活动中幼儿成了这堂课的主体，教师放手让孩子们自
由探索操作的方法，在说一说、看一看、玩一玩中掌握自己
总结游戏的玩法。这个两人三足是在孩子们平时玩的基础上
进行加工和改造，正因为是孩子们经常玩的，所以更要让幼
儿自己自由发挥更多不一样的玩法，也由于是孩子们自己想
出来的，所以玩起来也特别的带劲。

2.提供丰富多样的操作材料。

在本次活动中我提供了绑脚绳子若干、盒子若干、平衡木等
材料，让幼儿在自由探索时可以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因为材
料的丰富多样，所以孩子们不会出现你争我抢的现象，这样
很好的保证的游戏的秩序。孩子们在丰富多样的材料中学会
了游戏的玩法，体验了游戏的快乐。

3.创设情境，吸引兴趣。



在整个活动中我创设了一个帮小学里的哥哥姐姐运皮球，从
而让孩子们进行两人合作进行练习，并让幼儿知道在去这条
路上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要把困难克服了才能够把皮球运过
去，所以在运皮球之前要把本领学好。从而让幼儿进行自由
探索本领，而后学会本领。最后以把本领学会，去帮哥哥姐
姐运皮球为结尾。让整个情景都参与其中，让孩子们非常的
感兴趣。

幼儿园健康活动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知道人患感冒时的主要症状。

2、了解基本的预防和治疗感冒的生活小常识。

3、让孩子知道生病了，不怕打针吃药，做个勇敢的孩子。

4、知道生病了不怕打针吃药，做个勇敢的孩子。

活动准备

1、感冒症状记录表。

2、请当医生的家长做助教。

活动过程

1、了解患感冒时的主要症状。

（1）请患感冒的幼儿说一说：自己感冒时有什么不舒服？教
师边听边做记录，相同的'症状要用一样的标记记录，便于幼
儿总结。



（2）小结：人患感冒时很难受，会打喷嚏、流鼻涕、鼻塞、
喉咙干痛、头疼、咳嗽等，有时还会发烧，严重时会导致小
朋友不能上幼儿园，家长不能上班。

2、了解患感冒的原因及患病后的做法。

（1）引导幼儿结合自己的经验谈原因。为什么会感冒？如着
凉、不注意卫生、被传染的等。

（2）想一想：感冒了怎么办？幼儿分组交流。

（3）请医生为幼儿作介绍。交流得知：患感冒后，应及时看
医生、按时吃药、多喝开水、注意休息、配合医生治疗等等。

3、了解预防感冒的方法。

（1）听医生讲解，知道预防感冒的几个小秘密：保持空气清
新流通，感觉冷时要加穿衣服，多喝开水，坚持参加体育锻
炼，不用别人用过的餐具、毛巾等物，感冒流行季节少去公
共场所等。

（2）鼓励幼儿大胆向医生提出问题：怎样不患感冒？感冒后
怎么办？怎样才能好得快？等等，进一步了解预防感冒的方
法。活动结束时，与医生合影留念，感谢医生给我们的帮助。

4、活动延伸

运动前后应随时提醒幼儿增减衣物，鼓励幼儿天天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预防感冒。

活动反思：

针对生活中常见的问题生成的活动，一方面幼儿感觉有兴趣，
一方面对幼儿的认知有很大提高，对幼儿的身体成长有很大
帮助。因此本次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孩子们听到老师打



喷嚏就会马上提醒“老师，你感冒了，要吃药哦。”我要在
以后的教学活动中多抓住生活中有意义的素材，对孩子们进
行即时引导教育。

幼儿园健康活动反思篇三

设计意图幼儿园一日三餐后，难免口中有食物残渣，漱口是
一种方便快捷的清洁口腔的方法，可保证年龄较小幼儿的牙
齿清洁和健康。为此，我们应充分利用生活环节进行教育，
特别是要随时抓住时机，学习正确的漱口方法，帮助幼儿了
解清洁口腔的基本方法，并加以督导，形成良好的生活卫生
习惯。

活动目标

1.知道漱口可以清洁口腔，保护牙齿。

2．学习正确的漱口方法。

3．愿意坚持饭后漱口。

活动准备镜子、杯子、水、毛巾等。

过程建议

1、午餐、午点后，请幼儿说说吃了什么?好吃吗?

3、幼儿自由讨论清洁牙齿的方法。可以刷牙、漱口或用牙签。
讨论哪种方法方便快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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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边念儿歌边模仿学习正确漱口的方法。

5、尝试漱口：幼儿拿好杯子喝水漱口。

6、互相看看谁的牙齿最干净。

延伸提示1、利用生活环节，巩固漱口的方法。

2、与家长联系，要求幼儿在家中也养成饭后漱口的习惯。

3、开展幼儿龋齿的防治工作。

幼儿园健康活动反思篇四

1、练习手和膝盖着地爬，锻炼动作的协调性。

2、主动参与活动，体验有爱之情。

【活动重点】掌握手和膝盖着地爬的动作。

【活动难点】爬的过程中膝盖不离地。

【活动准备】

1、红色枣子若干、小篮子、轮胎等。

2、音乐一段、录音机等。

【活动过程】

一、热身运动――小刺猬模仿操。

二、幼儿自由爬爬走走。

师：“刺猬宝宝们，我们到草地上去做游戏吧。”



师：“刺猬宝宝肚子饿了吧，我们快去摘枣子吃吧。”

幼儿自由的爬过“小上坡”、“山洞”、来到“枣园”。

教师提醒幼儿爬的过程中做到手和膝盖着地爬行。

三、开展游戏情景，体验快乐。

1、探索玩法。

“树上枣子这么多，我们怎样才能吃到枣子呢？”（幼儿讨
论）

2、“吃饱肚子让我们休息一会吧。”（幼儿做一做放松的动
作）

3、游戏：小刺猬运枣子

“现在有这么多的枣子，可刺猬的爷爷奶奶还没吃，我们怎
样才能将这些枣子运回家呢？”（将枣子放在衣服口袋里，
爬着运回家）

[幼儿园中班健康体能小刺猬运枣活动反思]

幼儿园健康活动反思篇五

教学活动目标：

1、幼儿愿意漱口，知道漱口可以保护自己的牙齿。（知识）

2、通过学习、实践，掌握正确的漱口方法。（重难点）

3、初步养成吃完东西要漱口的良好卫生习惯。（情感）

准备：



材料准备：1、大嘴巴丁丁头像一个

2、一次性纸杯、温水、接水桶、小毛巾

3、背景音乐《洗刷刷》，《刷牙歌》

场地准备：

一、情景导入，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1、教师请幼儿吃点心，激发幼儿兴趣。

（小朋友，你们好，很高兴你们做朋友，我给你们带来了神
秘的礼物，你们猜是什么？张大嘴巴老师一人给你们分一块
尝尝，咦你们瞧还有谁在张着嘴巴等着我呀？哦，他叫丁丁，
你们跟他打个招呼吧！）

2、出示丁丁头像，引导幼儿认真观察。

（他今天吃的东西可真多，一起说说他都吃了什么。）

3、幼儿通过观察图片，准确点数食物的数量、说出食物的名
称。

（丁丁一共吃了几样东西？咱们一起来数一数。）

4、渗透情感教育，要做一个不挑食的好孩子。

（丁丁吃了这么多东西，有蔬菜，有水果、还有鱼，他是一
个什么样的小朋友？）

教师通过动作引导幼儿说出丁丁是一个不挑食健康的小朋友。

（希望你们也能像丁丁一样做一个不挑食的好孩子。）



二、通过帮丁丁漱口，初步了解漱口的方法及作用。解决重
难点

1、通过谈话的方法，帮助幼儿了解漱口对口腔的保护作用。

（中午在幼儿园吃完饭，丁丁就要午睡了，你们看嘴巴里有
这么多东西，可以睡觉吗？为什么？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嘴巴
变干净？）

（吃完东西要漱口，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嘴巴、牙齿干干净净
不生病。）

2、老师帮助丁丁漱口，幼儿初步了解漱口的方法。

（咱们来帮丁丁把嘴巴变干净，谁知道漱口需要用什么东西？
水杯和干净的温水能让嘴巴变干净。）

小朋友仔细看，我是怎么样丁丁漱口的。

（刚才我帮丁丁漱口，都漱了哪里？）

3、请幼儿亲身体验，帮丁丁漱口，加深印象。

（丁丁的嘴巴干净了吗？还有几样东西？谁想来继续帮帮
他？）

4、幼儿通过教丁丁漱口，再次学习漱口的方法。

（漱口的本领你们学会了吗？丁丁还不会，咱们一起来教教
他吧。）

教师引导全体幼儿通过口腔做动作，掌握左边、右边、上边、
下边等漱口方法。

三、幼儿亲身实践，掌握漱口方法。解决重难点



1、引导幼儿之间相互观察牙齿，激发实践的愿望。

（刚才小朋友还吃了我送你们的点心，和周围的小伙伴相互
看看，你们的嘴巴干净吗？不干净该怎么办？吃完东西不及
时漱口可不是好习惯，咱们也赶快把嘴巴变干净。）

2、教师明确要求，指导幼儿实践练习

（请小朋友到桌子上每人拿一杯水，像给丁丁漱口一样，把
自己的嘴巴漱干净。漱完口要把水吐到桶里，最后用一张纸
巾擦擦嘴巴。）

3、教师在幼儿漱口时进行录像，帮助幼儿巩固。

四、观看视频、通过漱口的小儿歌巩固漱口的方法。

1、引导幼儿认真观察小伙伴漱口的方法，并用小儿歌进行提
醒。

（一起看看你的小伙伴是怎样漱口的？拿起小水杯，喝口清
清水，咕噜咕噜吐，牙齿真干净。）

2、教师引导幼儿一起看录像朗诵小儿歌，

（咱们一起把你学会的漱口的本领说一说。）

3、找找干净的小嘴巴

（现在相互看看你们的小嘴巴干净了吗？今天你们又学会了
漱口的本领，回去把这个本领分享给你的好朋友，让他们的
小嘴巴也变得健康干净。）

幼儿园健康活动反思篇六



1、让幼儿学习洗手的正确方法。

2、知道饭前，便后、手脏时要洗手。

3、培养幼儿爱清洁，讲卫生的良好习惯。

4、幼儿可以用完整的普通话进行交流。

5、在进行表演时，能和同伴相互配合，共同完成表演。

洗手步骤图。

一、看看自己的小手。

1、老师的手干净吗?(不干净，手上有粉笔灰。)手脏了怎么
办?(应洗手。)

2、小朋友动动小脑筋，怎样才能把脏手洗干净?启发幼儿说
说洗手的顺序、方法。

二、出示挂图，介绍洗手的顺序。

先把小袖子卷起来，打开水笼头淋湿小手;然后抹上肥皂，搓
一搓手，再把手上肥皂冲干净，关上水笼头，用毛巾把手擦
干，放下衣袖。

三、教师示范讲解洗手的正确方法。

1、卷袖子。袖口一层一层向上卷或把袖子向上拉。边示范边
问幼儿，为什么要卷袖子呢?

2、抹肥皂，搓手。卷好袖子后，将手浸在水中，然后再抹上
肥皂，两只手心相对搓，手背搓，五指分开叉搓，然后把手
上肥皂洗干净，一、二、三、轻轻甩三下，最后用毛巾擦干
手，放下袖子，手就洗干净了。



3、提问：我们在一天中，还有什么时候要洗手呢?启发幼儿
说出饭前，便后要洗手，手脏时要洗手。教育幼儿不要用衣
服擦手，培养幼儿爱清洁，讲卫生的好习惯。

四、洗一洗。

1、请幼儿学习正确的洗手方法。

2、带领幼儿学念儿歌《洗手》。

洗手是幼儿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活动中，我先让幼儿来示范
如何正确洗手，在老师的引导下，幼儿能做到先卷起袖子，
然后手心搓搓，手背搓搓，并告诉老师不能玩水。结合动作，
幼儿较容易地学会了儿歌，而且能边唱念边表演，效果很不
错。但在之后的实践环节中，有的幼儿没有老师的提醒就又
开始了玩水，可见，不玩水的行为个别幼儿还是不能控制好
自己，需要老师的随时提醒。当然，在一次活动中就想改变
幼儿玩水的坏习惯，确实不可能，这需要老师在平时对引导
多提醒，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地使幼儿养成正确洗手的好习
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