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健康活动喝水教案 幼儿园小班我
爱喝水健康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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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健康活动喝水教案篇一

1、知道喝白开水的好处，了解到白开水最容易解渴。

2、知道何时该喝水、如何喝水。

3、愿意在口渴时主动饮用白开水。

1、在上课前让幼儿了解喝水的好处

2、歌曲《健康歌》

3、奖励卡片小水滴

4、"今天你喝水没有"的记录表

一、感知讨论，了解水对身体生长的重要作用。

(1)通过回忆激活已有体验，感受口渴后喝水带来的舒适。

(2)通过课前收集和讨论知道水好处，激发幼儿主动喝水欲望。

二、知道白开水对身体最好。

(1)教师讲述故事《小猪嘟嘟》，幼儿欣赏。



(2)讲述完故事后教师提出问题。

三、知道什么时候该喝水、如何喝水。

(1)让小朋友自己想想有哪些时候该喝水。

(2)教师情景表演。

(3)加深要主动喝水的欲望。

幼儿园健康活动喝水教案篇二

1、知道人每天都需要喝水，多喝水，身体好。

2、懂得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会主动去喝水。

一盆长势很好的康乃馨、一盆枯萎的康乃馨;有关起床后、锻
炼后，游戏后喝水的视频；《乌鸦喝水》故事视频。

一、故事引入，了解什么时候需要喝水。

2、播放人们在起床后、锻炼之后，小朋友们在游戏之后喝水
的短片，提问:为什么起床后，锻炼后，游戏之后喝水呢？鼓
励幼儿大胆发言。

教师总结：起床之后喝水，有助于清理肠道的垃圾；锻炼时，
身体会出许多汗，流失很多水分，所以得补充水；小朋友做
游戏也会出汗，也会口渴，所以得喝水。

3、提问，我们还在什么时候需要喝水呢？

老师小结:外出游玩时；口渴时；感冒、发烧，拉肚子时等等。

二、通过实验观察，懂得水对身体的重要性。



观察教室里的两盆康乃馨，提问：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你
更喜欢那盆呢，为什么？老师总结：小朋友们都喜欢开满鲜
花的这一盆，因为它漂亮，而另外一盆快要枯死了，叶子都
黄了，没有一个花骨朵，为什么两盆都是康乃馨，长得不一
样呢？（鼓励大家大胆发言）

三、知道水是最好的饮料。

展示各种饮料和白开水，提问：你们口渴呢，最想喝哪一个
呢？为什么？

有的说饮料，因为甜甜的，很好喝：有的说白开水，因为最
解渴。

老师小结：其实，水是最好的饮料，其他的饮料中都含有许
多的糖分和添加剂，这些物质不利于小朋友的健康成长，可
能会导致各种疾病，平时要多喝水，身体才会棒棒的。

四、游戏活动：和老师一起喝水吧。

老师说了好多好多话，口好渴呀，你们要和老师一起喝水吗？
看谁喝水有“咕咚咕咚”的声音。

幼儿园健康活动喝水教案篇三

1、了解水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并知道什么样的水不能饮用。

2、养成喝白开水的好习惯，并注意节约用水。

1、每人一个茶杯。

2、石头或沙子。

3、幼儿用书。



4、水瓶。

1、教师通过与幼儿之间的谈话，激发幼儿的兴趣。

如：亲爱的小朋友，今天老师带来了一个瓶子，小朋友想一
想会有什么东西呢？（幼儿讨论）啊！要不我让一个小朋友
过来把瓶子晃一晃，然后让他告诉我们瓶子里装的东西，好
不好？（幼儿回答：好）

2、请个别幼儿来操作，然后引出水，教师小结。

3、再次谈话，引导幼儿观察幼儿用书。

4、教师小结：原来小朋友因为运动流汗而想去喝水，睡醒后
起来也想去喝水，喉咙干也想去喝水，如果渴了不喝水的话，
会不会很难受，小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幼儿回答：
有）在我们的幼儿园里，我们老师每天都为小朋友准备了充
足的水，所以就请小朋友一定要每天都喝大量的水，而且喝
水的时候要节约用水，不要浪费每一滴水。

5、教师做实验，引导幼儿了解什么样的水不可以饮用。

如：亲爱的小朋友，是不是只要是水都可以饮用呢？我给小
朋友做个试验，我们来看一看，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
是很干净的水，非常地透明，我现在要把沙子和石头放进这
干净的水中，小朋友们来观察一下，是不是还是那样干净呢？
（幼儿观察后回答：不是）

7、出示幼儿用书，让幼儿继续观察。

如：我们再来看一些画面，为什么有些水不能饮用呢？（幼
儿观察图画并讨论）池塘里的水，自来水自来水头流出来的
饿水看上去都是清清的，但是都不能直接喝。



因为水里面有细菌，水烧开后细菌就被杀死了，所以即使很
干净的水，也要烧开后才能安全饮用，小朋友，记住了吗？
但如果渴了，能不能喝饮料、吃雪糕呢？（幼儿讨论）饮料
和雪糕都很甜，但是甜对我们的牙齿不好，吃多了会牙疼，
所以我们还是喝白开水最健康。

8、分发幼儿每人一个茶杯，然后引导幼儿排队饮用白开水。

幼儿园健康活动喝水教案篇四

1、初步懂得人的身体需要水分，知道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

2、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

3、引发幼儿学习水的兴趣。

4、了解人类对水的需求。

ppt、一桶温开水，每人一只水杯。

【活动过程】

1、师：小朋友我们刚锻炼过，现在你的嘴里感觉怎么样？

2、师：请你去倒半杯水，先观察一下水是什么颜色的？尝尝
水是什么味道的？

1、师：请你欣赏完ppt后告诉我，儿歌里讲到人们在什么时
候最想喝水？

（口渴时、锻炼后、劳动后、游玩时、洗澡后、起床时）

2、喝水有益健康。



（1）师：我们不感觉渴时要不要喝水呢？为什么？

（引导幼儿懂得，不管在什么时候，人们都需要补充水分，
它可以帮助我们将身体里面的毒素通过小便排出体外，使我
们的身体更健康。）

（2）师：小朋友，老师这里准备了很多饮料瓶，这些饮料你
们喝过吗？喜欢喝吗？

（出示各种饮料的外包装盒、瓶，向幼儿简单说明只有白开
水才是最好的饮料。）

教师在日常生活中提醒幼儿多喝开水。

幼儿园健康活动喝水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对漱口后口腔的清洁美进行审美感知，有口腔清爽、舒适
的审美体验。

2、了解饭后漱口的必要性，有漱口的愿望，体验饭后漱口的
快乐。

3、掌握正确的漱口方法，养成饭后自觉漱口的良好习惯。

4、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5、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活动重点、难点】

正确的漱口方法，饭后漱口的习惯。

【活动准备】



1、饭后漱口和没有漱口的口腔的录像及漱口示范录像（包括：
正确漱口方法、漱口程序分解动作录像）。

2、双胞胎女孩头像图、故事配图。

【活动过程】

一、感知激励情感（建议：集体教育）

（一）请幼儿观看饭后漱口和没有漱口的口腔录像

（二）讲故事《红红和丽丽》

1、出示双胞胎女孩头像挂图，引出故事。

（引导幼儿观察出红红的牙又白又齐，丽丽的牙又黑又稀）

2、教师讲故事《红红和丽丽》

红红和丽丽是一对双胞胎姐妹。每次吃完饭后，红红都用小
茶杯接半杯水，站在水池边，喝一口闭上嘴，咕噜，咕噜让
水在嘴里冲冲牙，再把水吐到水池内，一直把茶杯里的水漱
完才放小茶杯，嘴里的剩饭渣都被冲掉了，牙齿可干净了，
又白又整齐。

丽丽就不一样了，她不爱漱口，吃完饭红红说：“丽丽来漱
口。”丽丽摇摇头说：“不漱，不漱，烦死了。”说着一溜
烟儿跑去玩了。

细菌小兰脸、小红脸发现了丽丽的这个毛病，可高兴了。偷
偷地溜到丽丽的牙缝里吃剩东西，还把她的牙啃了个黑窟窿，
痛得嗷嗷直叫，妈妈赶快带丽丽到医院去看牙。医生阿姨给
丽丽开点药，并在丽丽的牙上钻个洞抓出了小兰脸、小红脸。
妈妈对丽丽说：“你一定要记住饭后漱口呀！”



师：红红的牙是怎样的？为什么？

丽丽的牙是怎样的？为什么？

你看到丽丽又黑又稀的牙有什么感觉？

你看到红红又白又齐的牙有什么感觉？

你愿意有一口什么样的'牙齿？你准备怎样保护你的牙齿？

二、趣味学习技能（建议：集体教育）

（一）观看正确漱口的录像（配有儿歌）

拿起小茶杯，接上半杯水；

喝一口，闭上嘴，咕噜咕噜冲四下；

把水吐到水池内，

漱呀漱，水漱完，再放小茶杯。

师：小朋友吃完饭后想漱口吗？

怎样才能把嘴里的剩东西漱干净呢？

我们来看看电视里的小朋友是怎样漱口的？

（二）观看漱口程序分解动作录像

师：茶杯接多少水？

漱口时嘴是怎样的？脸上什么在鼓？鼓几下后把水吐出？想
一想为什么要鼓？



漱口时应把水吐到哪里呢？

什么时候才放小茶杯？

师边放漱口录像边说《漱口》儿歌，总结漱口的正确方法。

（三）分别放漱口找错录像，边放边引导幼儿找错录像内容：

1、漱口时，接一满杯水，用不完把水倒掉；

2、漱口时，没有鼓腮帮冲，而是喝一口，吐一口；

3、漱口时，把水咽下；

4、漱口时，把水吐到地上。

师：这位小朋友漱口时做的哪不对？为什么？

（四）幼儿练习漱口

1、幼儿到卫生间，请个别幼儿先漱口，其他幼儿评价。

2、幼儿分组漱口，其余幼儿拍手说《漱口》儿歌。

三、体验欣赏成果（建议：个别教育和随机活动）

1、饭后漱口时，教师注意引导幼儿体验漱口后，门腔清爽、
舒适的感觉。

师：漱完口了，你现在感觉嘴里怎么样呀？

2、照镜子让幼儿欣赏牙齿的清洁美，激发自豪感。

师：看看你的牙是怎样的？为什么会这么干净呢？



看着你这么干净的牙，你心里觉得怎么样？

3、幼儿漱完口，引导幼儿互相比一比谁的牙儿净。

四、行为巩固习惯（建议：集体、小组、个别交互进行）

1、小小检查员：每天班上选出5名表现较好的幼儿做“今日
的小小检查员”，监督幼儿的漱口情况。

2、翻牌：每次饭后能正确认真漱口的幼儿，可到红花园地翻
开自己的红花牌。

3、小金杯：一周之内，每一次都能坚持认真漱口的幼儿，经
过周末幼儿评选可以得到一枚小金杯。

教学反思

此次活动圆满结束！活动前我为幼儿创设了宽松自由的活动
氛围，让幼儿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轻松获得锻炼与提高。活
动过程中，幼儿表现的积极主动，都能用较完整的语言回答
老师提出的问题，并能主动与同伴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