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健康我很勇敢教案 中班健康
教案(汇总9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中班健康我很勇敢教案篇一

1.幼儿走各种类型的桥(不同高度和不同宽度的平衡木，不同
的间隔物)发展幼儿的平衡性和灵活性。

2.让幼儿判断走不同的桥，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3.能在集体面前大胆发言，积极想象，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4.能认真倾听同伴发言，且能独立地进行操作活动。

搭桥的各种材料

1.幼儿自由在铁索桥上玩耍。

2.幼儿听着音乐做热身运动：

由于天气开始转凉了，慢跑是这个活动最好的准备活动。因
此先让小朋友在操场上慢跑两圈左右。

1.探索过桥的方法

语言导入：这里有许多小桥，我们都去过过各种小桥，过小
桥时想想怎么样才能稳稳当当地过小桥。



2.幼儿第一次过桥交流：

你过桥时有没有碰到困难?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解决?怎么样才
能安全地过桥?

小结：双手要打开来保持身体平衡，走的`时候要眼睛注视前
方。

3.幼儿再次过桥

(1)幼儿尝试走不同类型的桥(高低，间隔，宽窄等)

(2)教师观察并鼓励幼儿走不同的桥。

4.幼儿合作搭桥，并尝试走自己搭的桥

语言导入：这里有一条河，河上什么也没有，我们要过河，
怎么办呢?我们自己找些好朋友来，搭一座能过的桥。

(1)启发提问：在河上可以搭什么样的桥呢?

(2)幼儿利用各种材料自己搭桥

(3)尝试走自己搭的桥(允许幼儿调整)

5.游戏：过桥打怪兽

每个幼儿手拿‘炮弹’选择一座能过的桥，过桥后对准怪兽
的头像打过去。然后从边上返回，拿第二个‘炮弹’，再过
桥去打怪兽。并鼓励幼儿过三次不同的桥，来打多种怪兽。

游戏：捡石头。刚才打怪兽留下许多石头我们一起来把地方
收拾干净，一、二、三数完以后幼儿马上开始收拾。拿不了
那么多就自己想办法。直到收拾完为止。



本次教学活动，能够根据教学目标开展，运用幼儿已有的生
活经验，通过启发感知。讲述与操作让幼儿积极主动参与活
动，逐步激发幼儿动手操作活动的兴趣及强烈的探索欲望。
发明创新方法，体验创造带来的快乐。动静结合，注意发挥
孩子的主体性，让幼儿思维活跃，培养良好的学习兴趣和创
新品质。

中班健康我很勇敢教案篇二

帮助幼儿学会分享。

录像机、木偶表演。

1、演一演

（1）看木偶表演。

小熊正在草地上放风筝，一不小心风筝挂在树上了，怎么也
拉不下来，急得小熊都快哭了。正在这时，小羊走过来了，
它对小熊说："别着急，我来帮助你。"只见它从草地上捡起
了一根很长的树枝，对着风筝用力往上一顶。哈哈！风筝飞
起来了，小熊真高兴，对小羊说：

"谢谢你，你真棒！"小羊说："不用谢，上次我的风筝也挂在
树上了，是爸爸教我这样做的？""哈哈！原来是这样！"他们
高兴地笑了。

讨论：小羊用什么方法帮助了小熊？它为什么会成功呢？

（2）看录像。

2、说一说

（1）小红不爱吃青菜，你有什么办法帮助她吗？



（2）洋洋不会拍皮球，你有什么办法帮助他吗？

（3）涛涛爱打架，别人都不愿理他，你有什么办法帮助他吗？

（4）有个小朋友不爱睡午觉。你会怎么帮他？

中班健康我很勇敢教案篇三

1.能手脚着地侧身爬，发展动作的灵敏性和协调能力。

2.知道螃蟹横着走，体验合作游戏的快乐。

3.鼓励幼儿敢于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

4.在理解故事的基础上，尝试续编故事。

1.场地上画上若干直线。

2.录音机、音乐磁带。

1.利用儿歌带幼儿做准备活动，充分活动身体。

小螃蟹，脾气大；(双手握拳上下挥舞动作及上下跳跃的动
作)

不直走，横着爬；(原地踏步，再向一侧移动)

动不动的吐泡泡；(双手握成球状做螃蟹的一对前爪，放在头
的两侧同时做蹲起的动作)

伸出两只大爪爪；(双手分别伸出食指和中指做钳子状，做体
侧运动)

快快把人夹。(四散跑开，教师做螃蟹妈妈追逐幼儿)



2.引导幼儿探索手脚着地侧爬的动作。

3.进行“小螃蟹赛跑”的游戏。

4.教师以“螃蟹妈妈累了，请你们给妈妈找点水草吃”的游
戏情境，要求幼儿朝指定的'方向爬，并将找到的水草挂在脖
子上，爬回来送给妈妈。

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但是对于小班来说，既要让他们
记住活动内容又要保证安全还要活动的井井有条是有一定的
困难。所以在设计本次活动时我始终都以语言来提示幼儿注
意安全。

中班健康我很勇敢教案篇四

1.了解身体里的“洞”，对“洞”的好奇，知道一些洞的用
处。

2.自主探索，合作解决问题。

3.萌发保护“洞”的意识。

4.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

5.培养幼儿勇敢、活泼的个性。

1.ppt“我们身体里的洞”。

2.简笔画“小娃娃”图、记号笔、五角星标记。

3.纸制背心、短裤。

(一)洞洞猜想。



1.出示ppt1：一个洞

这是什么洞?(下水道)

2.出示ppt2：许多洞

这些洞是怎样的?会是什么洞?(洗澡喷头上的洞，长得像莲蓬，
因此我们叫它“莲蓬头”)

3.出示ppt3：两个洞

这两个洞是什么?

(二)寻找身体里的“洞”，了解这些“洞”的本领。

1.找“洞”游戏：分组找身体里的“洞”，并记录，讲述自
己的发现，了解这些“洞”的本领。

2.自主阅读，发现身体里更多的“洞”，集体讲述“洞”的
本领。

(三)给“洞洞”分类，学习自我保护的方法。

1.把哪些“洞”藏起来，不被别人发现?哪些动要露在外面?
为什么?

2.哪些“洞”要藏起来，为什么?

3.娃娃藏“洞”。(为娃娃"穿"背心短裤)要藏起来的"洞洞"，
我们要特别地保护好它们，不能让别人看见，也不能让别人
摸。

4.教师小结。



活动延伸：

1、和同伴继续阅读图书，找身体里的“洞”。

2、钻洞游戏。

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和接受能力，抓住幼儿兴趣点以找找身体
里的"洞"，以及保护身体里的"洞"作为重点内容设计了四个
环节。第一环节为"洞洞猜想"第二环节为找洞洞，第三环节
为分类环节，让幼儿结合自己的已有经验将身体的"洞"分为
可以露和需要隐藏的两类，初步明白身体里一些洞洞的功能
及自我保护的重要性，掌握一些自我保护的方法。

中班健康我很勇敢教案篇五

1.学会纵跳技能，练习走平衡木。

2.进一步感受秋天丰收的快乐，体验合作喜悦。

平衡木、悬挂水果、拱型门、篮子、滑板。

1.劳动模仿操。

师幼进行劳动模仿运动，让幼儿进一步了解农民的劳动。

重点练习：摘果子(练习纵跳技能，跳时能屈膝，前脚掌蹬地，
轻轻落地)。

2.竞赛游戏“摘运秋天的水果”。

介绍游戏玩法：每组幼儿按顺序每人摘1个水果，通过小桥，
钻过门，送到篮子里，然后跑回拍第2位幼儿的手，第2位幼
儿继续进行。游戏2—3次。



3.合作游戏“水果运输员”。

(1)师幼一同整理场地。

(2)引导幼儿按照路线两两合作，齐心协力运送水果到目的地。

4.结束活动：师幼共跳丰收舞。

5.师幼共同整理场地，满载而归.

幼儿的潜力是很大的'，因为他们的模仿能力很强，有些东西
也许对于他们来说一开始会有难度，但是只要教师愿意多尝
试几次，并且通过个别学习能力较强的幼儿带动其他幼儿，
可以收到不错的效果。

中班健康我很勇敢教案篇六

１、能够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面对困难。

２、能够用完整连贯的语言,讲述自己开心或不开心的事情.
愿意用积极肯定的语言表达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

３、理解故事内容，理解积极肯定与消极否定这两种语言表
达所反映的'不同心态。

故事背景图、人物图片、幼儿照片等

１、出示人物图片，引出活动内容。

２、看图讲故事，通过提问帮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理解积
极肯定与消极否定这两种语言表达所反映的不同心态。

３、出示幼儿遇到困难时的照片，引导幼儿用完整连贯的语
言讲述自己遇到的不开心的事，调动其他幼儿的积极性，去



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学会用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

４、画表情，结束活动。

小朋友一起探讨。

中班健康我很勇敢教案篇七

1.知道漱口可以保护牙齿，养成饭后漱口的良好习惯。

2.学会漱口的基本方法，能在饭后自觉漱口。

3.培养幼儿在观察活动中探索学习的能力。

4.知道一些保持身体各部位整洁卫生的方法。

5.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1.活动前认识并了解牙齿的重要作用。

2.故事《小蛀虫旅行记》

3.饼干、水杯、小镜子每人一份、水盆4个。

一.了解刷牙、漱口的重要性。讲述故事《小蛀虫旅行记》，
导入活动。

师：小蛀虫为什么要到小明的牙齿里去做客?

师：小明这样做好不好?为什么?

小结：如果我们不刷牙，吃完东西不漱口，牙齿会被蛀虫弄
坏的，又疼又不好看。所以，小朋友一定不要像小明那样，
要做个讲卫生的好孩子。



二.观察自己及同伴的牙齿，并想办法解决问题让幼儿利用小
镜子观察自己及同伴的牙齿是什么样子的，是否也被小蛀虫
打了洞，说说应该怎样保护牙齿。

师：我们的牙齿变黑了，让虫蛀了，应该怎么办?

小结：牙齿有了小虫子也不要怕，要记得平时早晚一定要刷
牙，吃完东西后要及时漱口，还要少吃甜食，睡觉前不要吃
东西，小蛀虫就不会在我们的牙齿上安家了，我们的牙齿一
定会又干净又漂亮。

三.学习漱口的方法

1.让幼儿品尝准备好的饼干，吃完后让他们相互观察牙齿上
什么样子，好不好看，说说牙齿上有残渣自己是什么感觉。

2.动脑筋，想办法，说说嘴巴里有东西应该怎么做。

3.教师示范漱口的方法。儿歌：“手拿花花杯，喝口清清水。
抬起头，闭着嘴，咕噜咕噜吐出水。”

4.幼儿跟着教师边念儿歌边做漱口的动作。

5.幼儿手拿水杯练习漱口，学会漱口的正确方法。

小结：小朋友，我们只有坚持每天早晚刷牙，吃完东西漱口，
才会有健康漂亮的牙齿，这样吃东西才会很香，我们的身体
才会长得健健康康。

午餐及午点过后，继续引导孩子按正确的方法漱口。

1.本次活动，我主要运用了故事启迪法、观察法、亲身体验
法等教学方法，幼儿不仅知道了保护牙齿的重要性，并学会
了正确漱口的方法，有了初步的饭后漱口意识。整个活动，
我给幼儿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幼儿去观察、思考、



体验和表达。年龄小的孩子，记得快忘得快。午餐过后幼儿
能主动去喝水，有的却忘了漱口。在老师的`提醒下，他们才
想起来。我想经过一段时间，孩子们会慢慢养成饭后漱口好
习惯的。面对能力相对较弱的孩子，我没有急于求成，而是
借助家长的力量来配合完成。活动后我交代家长要在日常生
活中加强对幼儿行为习惯的监督。

2.通过亲身体验，多数孩子学会了漱口的方法，知道每天漱
口二至三次，牙齿才会变干净。在活动过程中好多幼儿还不
能主动把水吐到指定的位置，有的孩子干脆玩起水来。在这
个环节中我随机教育幼儿不能把水吐到地板上，要吐到指定
的位置，而且漱口时不能浪费水。几个年龄较小的孩子漱口
时还“咕噜”不起来，只好把任务留给家长去完成。

中班健康我很勇敢教案篇八

本班幼儿玩过体育活动“我们的身体本领”后，我立即抽取
了19名幼儿对他们的“脉搏跳动”、“呼吸”、“出汗”情
况进行了测试并进行了综合分析。通过对9名幼儿的测试情况
的分析，可以看出部分幼儿的“脉搏跳动”和“呼吸”情况
属于正常范围。但有14名幼儿的出汗量偏了些。

针对以上测试情况，我将“我们的身体本领”这个游戏的过
程作了以下调整：

我们的身体本领。

1、练习由高向下跳的技能。

2、培养勇敢、胆的意志品质。

3、教会幼儿在游戏过程中根据自身的需求调节运动量。

与幼儿人数相等的小椅子若干、沙地



幼儿随着音乐做游泳热身操：上肢运动、踢腿运动、体侧运
动、跳跃运动、全身运动等。

1、师：“运动员跳水时的动作是怎样的?我们在练习跳水时
应该注意些什么?”

幼儿交流从高处跳下的方法并互相学习。

2、师生共同探讨由高向下跳的动作技能：“在游泳池里我们
可以怎样进行跳水?”“我们的身体还可以做哪些动作?”

3、幼儿游戏教师巡回观察，对胆小有困难的孩子进行个别指
导。(提醒感觉热的小朋友适当地脱掉一些衣服，累的小朋友
休息一下)

1、放松运动：幼儿跟着音乐做自由放松动作。

2、幼儿唱着“我是小小运动员”的歌曲进教室。

中班健康我很勇敢教案篇九

1、让幼儿理解故事内容了解什么是膨化食品，知道少吃膨化
食品。

2、知道多吃膨化食品的害处，培养幼儿节约知道不随意乱花
钱。

3、初步了解健康的小常识。

4、能够将自己好的行为习惯传递给身边的人。

故事图片、食物：膨化食品

1、认识膨化食品。



（图片和实物）

（1）师：你们认识它们吗？请说出它们的名称。

幼儿：米饼、雪饼、师：（实物）这个是什么？

生：炒米，苞米花，猫耳朵……师：无论是正规厂家生产的"
米饼"、"炒米"，还是街边小贩爆出来的"猫耳朵"、"苞米花"，
我们把这些经过高温、高压后膨化出来的食品叫做膨化食品。

（2）讨论：说一说你吃过的膨化食品的名称、形状、颜色、
味道……，由幼儿自由发挥、描述，气氛越浓烈越好。教师
注意倾听，适当点拨记录。

（3）出示图片、讲故事：

如果你以前经常吃油炸的食品，以后还会继续吃吗？

教师归纳小结：膨化食品不仅味道好，而且很多都是用杂粮
制成的，如玉米、蚕豆、大豆，还有的是用马铃薯、红薯等
制成的。杂粮的营养价值原本也不算很高，也不太好吃，可
经过膨化之后，它们变得既好吃，又提高了营养价值，讨论：
这样的膨化食品多吃好不好。

师：膨化食品虽然很好，但前提是正规厂家生产的，符合国
家卫生、营养标准的，有营养学会监制或已达到国家免疫标
准，有免疫标识的。（教师边讲边出示一些膨化食品的'外包
装，用实物让孩子们认识，不过，膨化食品再好吃，再香甜，
再酥脆可口，我们都不能经常吃更不可以天天吃，顿顿吃了，
且不说浪费钱，造成我们大手大脚乱花钱的坏习惯，更主要
的是，绝大多数膨化食品中都有人工合成的食物添加剂、色
素、糖精、香精等等，这些东西如果长期被人摄入，对身体
有很大的危害的。此外，街头小贩爆的苞米花、炒米、猫耳
朵等食物，虽然没有什么"人工合成化学剂"，但它的"锅"、"



罐"却因在制作中含有金属铅，铅在高温、高压下会渗到食物
种去，所以经常吃或过多地吃了这些膨化食品，对人体也是
有害的。因为铅被人体摄入后，会在肝脏内沉淀下来，使人
慢慢地铅中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