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垃圾分类科学领域教案反思 科学领
域垃圾分类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
学习。

小班垃圾分类科学领域教案反思篇一

1、让小朋友了解人们处理垃圾的一些方法。

2、增强小朋友的环境意识。

3、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1、要求小朋友时时刻刻记住不能乱扔垃圾，要丢进垃圾箱里。

2、让小朋友去影响周围的人及家里的人，知道垃圾对人们的
危害。

1、大篮子一个

2、每个小朋友从家里带来报纸、易拉罐，纸盒子，玻璃瓶等
废物品。

1、通过谈话，引导小朋友说出垃圾就是不要的东西或者没用
的东西。



2、告诉小朋友不要的垃圾要扔进垃圾箱里，如果我们每天都
要扔掉一些垃圾，地球上的垃圾越来越多，就会对我闪闪的
健康造成影响。

3、让小朋友知道人们把垃圾放进垃圾桶然后一环卫工人把它
运到垃圾场，进行处理。

4、引导小朋友给垃圾分类：

（1）可回收的垃圾有哪些？如塑料袋等。

（2）不可回收的垃圾有哪些？台果皮，烟头等。

（3）有害垃圾：如电池，应该放进专用垃圾箱，这样能防止
污染环境。

5、教育小朋友平时要爱护环境，不随便乱扔垃圾，争做“环
保小卫士”

小班垃圾分类科学领域教案反思篇二

三个话题的畅聊结束后，整理了孩子的语言，发现他们对于
垃圾分类这个抽象概念还不十分理解，家长还不能有意识地
引导孩子关注生活中垃圾分类的现象。孩子们也较少关注小
区中垃圾驿站的垃圾桶，家中的垃圾多数情况下都是家长去
处理的，孩子参与较少生活体验不丰富。但他们知道要用一
定的容器才能作为垃圾桶，有初步的环保制作构思，但对于
具体的垃圾桶标识、具体制作步骤等等还缺乏经验。垃圾分
类实践经验中，对于餐厨垃圾比较熟悉，知道剩饭剩菜，果
皮等食物残渣是厨余垃圾。对于垃圾分类的其他类别没有更
多的经验。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小一班决定开展“我是垃圾
分类小能手”的亲子实践活动。希望调动家长资源，为孩子
积累日常生活经验，并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内容，让幼儿通
过亲身感知，具体操作，建立起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同时带



动家庭树立垃圾分类的环保意识。

第一阶段：经验准备

活动开展前两周面向家长宣传垃圾分类环保知识及意识，引
导让家长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环保教育，与班级形成教育合
力。

第二阶段：活动启动

活动开展第一周，在班级微信群动员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在家
利用废旧的纸箱制作四色垃圾桶。将制作的过程做成照片、
海报等形式，带来幼儿园与同伴分享。

第三阶段：活动深入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评选垃圾分类文明家庭。

请家长们每日在班级微信互动群上传孩子们在家中分类垃圾
的视频或照片(不做硬性规定)，班级每周评选一次垃圾分类
文明家庭，颁发电子奖状。将家长在班级发送的.视频在班级
一体机上进行播放，激发全体幼儿的环保意识。

第四阶段：成果展示

家长和孩子一起制作“我是垃圾分类小能手”的海报，带来
幼儿园和同伴分享在家进行垃圾分类的过程，并在幼儿园大
厅进行展示。

第五阶段：总结分享

开展班级“我是垃圾分类小能手”的总结活动，与幼儿一同
回顾班级特色实践活动开展的全过程，班级教师整理资料做
成微信文稿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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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学习中班《幼儿创意学习课程》第八册《美丽村》时，
孩子们开始关注身边的垃圾了，在与孩子们的谈话中我发现
他们有时会被街道上成堆的垃圾震惊，都在讨论垃圾从哪来
的？怎么样减少垃圾，使周围环境变得更美。我意识到让幼
儿懂得如何处理垃圾，减少垃圾的危害势在必行。可是孩子
们对垃圾分类没有清楚的概念，不知道将垃圾分类处理的意
义，所以我设计了《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这节社会活动，带
领幼儿认识垃圾分类标志，引导幼儿把垃圾分类放进垃圾箱，
以便回收再利用，希望能帮助幼儿从小培养正确的环保生活
态度，珍惜资源。

本次活动内容选自中班《幼儿创意学习课程》第八册《美丽
村》的一节社会领域活动。《纲要》提出："4—5岁幼儿社会
认知能力明显提高，有意行为开始发展，并具备了用简单语
句交流的能力。"我班幼儿知道垃圾不能随便扔，但是没有分
类投放垃圾的意识，不知道有些垃圾还可以回收再利用。本
册教材的主题目标是认识环保标志，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来保
护环境。学习垃圾分类，培养分类投放垃圾的习惯。本次活
动旨在通过培养幼儿进行垃圾分类的意识，了解垃圾分类的
意义，懂得保护环境从我做起。

如今生活垃圾越来越多，不仅影响自然环境，更是危害到人
们的健康。在幼儿周围的'环境中也会产生很多垃圾，但在幼
儿眼里却太过平常并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对垃圾的危害及如
何处理缺乏了解，因此需要加以引导。通过本次活动让幼儿
认识垃圾分类标志，并通过分类操作，从而使幼儿进一步感
知哪些垃圾是可以循环再利用的同时，更好地了解垃圾分类
的意义，从小培养幼儿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并能带动家庭、
带动身边的人为创建良好生活环境做出贡献。

我将垃圾分类作为本次活动的重点。将懂得保护环境，节约
资源作为本次活动的难点。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选择幼儿教育活动应该贴近
幼儿的生活，来源于生活"所以我将本次活动环节设计为：交
流分享，说说生活中的垃圾——问题思考，商讨垃圾处理方
法——辨析明理，懂得垃圾分类意义——实践操作，尝试进
行垃圾分类，从幼儿的生活入手，再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
活当中去，带动身边的人一起保护环境，节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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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随着资源的不断开发，资源
浪费的日益严重，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结合《指南》
精神，孩子从小要树立环保意识，中班孩子对如何保护环境
已有了一些了解，孩子们经常会说到：“我们要保持教室和
幼儿园环境的整洁”、“不乱扔垃圾”、“不乱采摘花草树
木”……但在日常生活中随手乱扔废纸、瓜果皮、塑料袋的
现象依然存在。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开始关注细节，引导幼儿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孩子从小懂得怎样去保护环境卫生。
相信这样的教育对幼儿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孩子将受益终身。

1、认识可回收、不可回收、厨余垃圾标记，知道乱扔垃圾会
污染环境，危害健康。（知识与技能）

2、学习将垃圾分类为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
（过程与方法）

3、体验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有初步的环保意识。（情感态
度价值观）

1、经验准备：知道垃圾要分类放到垃圾桶里。

2、物质准备：旧报纸、饮料瓶、废纸盒、废电池、果皮、枯
树叶、菜叶等；可回收垃圾箱、不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箱
标记图；ppt课件。



认识可回收、不可回收、厨余垃圾标记，知道乱扔垃圾会污
染环境，危害健康。

学习将垃圾分类为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

一、导入部分

出示鸟吃了垃圾致死的图片，引发讨论。

师：“你看到了什么？为什么小鸟死掉了？它的肚子里是什
么？猜一猜它为什么会死？”

二、基本部分

1、通过观看环境污染的图片，了解垃圾的危害。

师：你从图片上看到了什么？你的心情怎么样？

师：如果我们幼儿园也这样，你喜欢吗？为什么？

教师小结：原来垃圾不仅可以破坏土壤、污染水源，还会滋
生很多细菌病毒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爱护
环境，把垃圾放到垃圾桶里。

2、出示可回收、不可回收、厨余垃圾的标记，幼儿认识分类
标记。

（1）出示“垃圾桶”，让幼儿观察说说自己的发现。

教师：老师这儿有三个垃圾箱，请你们看看有什么不同？这
是什么标志？

（2）认识可回收、不可回收、厨余垃圾的标记

教师：我们的生活中有哪些垃圾是可回收的？（旧报纸、饮



料瓶、废纸盒、玻璃瓶）有哪些垃圾是不可回收的？（废电
池、枯树叶、严重污染的纸）

教师：有哪些垃圾是厨余垃圾呢？像小朋友们吃剩的苹果，
鱼骨头、菜叶，吃完的瓜壳果皮、吃剩下的饭菜都是厨余垃
圾。

教师小结：回收以后经过处理能在为我们用的就是可回收垃
圾，这样的'垃圾应该扔到回收垃圾箱中（纸制品、玻璃制品、
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纺织品等）；不可回收垃圾就是不能
再被人们重复利用的，如废电池、枯树叶、花、草、严重污
染的纸等。吃剩的苹果，鱼骨头、菜叶，吃完的瓜壳果皮、
吃剩下的饭菜都是厨余垃圾。

3、游戏：送垃圾宝宝回家

（2）幼儿操作，送垃圾回家

教师小结：小朋友们都知道了哪些垃圾是可回收、不可回收、
厨余垃圾了，以后我们都要按标志把垃圾扔进垃圾桶，我们
保护我们的环境，爱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三、结束部分

教师：现在请小朋友们和我一起出去看看幼儿园哪里有垃圾
我们一起去捡一检吧！

四、活动延伸

1、区角活动：把垃圾标志投放到生活区，方便孩子认识，并
在玩区角活动时进行垃圾分类。

2、家园共育：和爸爸妈妈一起把垃圾分类扔到相应的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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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够按照物体标记将相应的.物体归类摆放。

2、乐于参与数操作活动，锻炼动手能力。

已带领幼儿在园内捡拾过垃圾，垃圾筐若干，垃圾标记若干。

1、出示垃圾标记，引导幼儿观察认识。

师：今天，教师里来了很多小客人，看看他们是谁？他们的
名字叫xx标记。（幼儿先观察再练习讲述）

2、教师操作情境表演，激发幼儿活动兴趣。

3、幼儿尝试操作。

请两名幼儿上前看标记将可乐瓶和叶子放在贴有相应标记的
箩筐里，其余幼儿在一旁检查。（教师看操作情况给予指导）

4、幼儿独立操作，教师提醒幼儿看清楚标记再摆放垃圾。摆
放后幼儿以小组为单位检查操作结果。

5、延伸活动：带领幼儿到居民小区捡拾垃圾并按类摆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