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垃圾分类教案 大班社会领域垃
圾分类教案(实用8篇)

高三教案应当注重多元化的教学内容和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
小编为大家搜集了一些优秀的初二教案，可以帮助教师更好
地进行教学设计。

小班垃圾分类教案篇一

1、活动中的优点：

（1）活动来源于幼儿生活，又回归到幼儿生活。活动产生于
幼儿生活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对有关垃圾知识的了解及垃圾
分类标志的设计与运用，解决了遇到的问题，并在实际使用
时不断修正、巩固与完善。例如，幼儿每次扔垃圾都会看自
己设计的标志。有一次，我准备扔废纸，傅弘毅还提醒
我：“老师，纸要扔到可回收垃圾桶中。”说明垃圾分类的
意识已自然地植根于幼儿生活中。

（2）在目标和活动形式的确定上，符合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
活动的内容符合幼儿兴趣，同时又具有一定挑战性，有利于
幼儿动手动脑。

2、活动中的不足：

（1）进入垃圾桶标志设计的环节有点急，对垃圾桶标志的分
析不够深入，造成刚分组后孩子们不知如何人手，思路不够
清晰。

（2）活动在星期一进行，周末没有提示幼儿观察生活中的垃
圾问题，让幼儿对上周的活动有所遗忘，也为幼儿的设计带
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小班垃圾分类教案篇二

大班幼儿对自己身边的环境越来越了解和熟悉，能够感受到
人类和周边环境的密切联系，近日幼儿园中投放大量的分类
垃圾桶，通过幼儿入园活动时观察对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很感兴趣，曾有幼儿问我这个垃圾桶是装什么的等问题。并
且九月教育主题是《环保小达人》，孩子们经过一段时间环
保小达人的学习已经初步有了垃圾分类的意识，但垃圾桶的
类型和具体垃圾属于什么种类垃圾还不是很清晰。本次活动
在了解垃圾分类的基础上，以游戏的形式将周围的垃圾分类
投放垃圾桶，让幼儿把学到的垃圾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将垃
圾分类意识、环保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

小班垃圾分类教案篇三

随着社会上分类垃圾桶的出现，媒体对环保的宣传，幼儿对
这一事物产生了兴趣。针对环保是当今一大热点问题，为了
更好地利用资源，减少资源浪费，满足幼儿对环保知识的好
奇，进行垃圾分类的学习。使幼儿通过主动讨论、操作，知
道垃圾可以分为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并能在日常生
活中主动、自觉地进行垃圾分类，所以根据幼儿的需要开展
了活动《垃圾分类》。

一、活动内容：

?垃圾分类》

二、活动目标：

1、学习将垃圾分类为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

2、体验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知道乱扔垃圾会污染环境，危
害健康，有初步的环保意识。



三、活动准备：

1、布置脏乱的小熊家和洁净的小兔家

2、旧报纸、饮料瓶、废纸盒、废电池、果皮、枯树叶、菜叶
等。

3、可回收垃圾箱、不可回收垃圾箱各一个。毛巾架一个、毛
巾若干。

小班垃圾分类教案篇四

1、知道垃圾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之分，能给垃圾分类。

2、保护环境，养成不乱扔垃圾的好习惯。

3、喜欢并能动手制作陀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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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知道哪些垃圾是可回收哪些是不可回收

教学难点：独立制作出陀螺

剪好的废纸盒若干；彩笔、铅笔每人一支；ppt、挂图

（活动过程的表述不必详细到将教师、学生的所有对话、活
动逐字记录，但是应该把活动的主要环节很清楚地再现，即
开始环节、基本环节、结束环节、延伸环节。注：重点表述
基本环节）

（一）问题



1、师利用声音引起幼儿兴趣：

师模仿哭声后问：小朋友们猜一猜，是谁在哭？

幼儿自由想象、猜测。

2、师打开垃圾箱在哭的图片提问：小朋友猜猜它为什么哭？

师指名幼儿回答。

3、师再模仿笑声问：又是谁在笑呢？

幼儿回答后，师：是垃圾箱又笑了，它们为什么又笑了呢？

4、幼儿自由议论：师总结出垃圾箱哭、笑是因为垃圾也要分
类，如果不分类就会给地球造成麻烦甚至是危害。

（二）观看ppt，给垃圾分类

1、师：小朋友，你们知道垃圾该怎样分类吗？（鼓励幼儿大
胆发表意见）

2、师播放ppt，小结出垃圾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有害垃圾
三种。可回收的'垃圾有：废弃的纸张、如旧报纸、纸盒等，
饮料瓶、易拉罐等；不可回收的垃圾有：果皮、坏掉的食物，
做饭剩余的蔬菜根等；有害垃圾有废电池、灯管油漆桶等。

4、师指名幼儿给垃圾分类，及时表扬、鼓励幼儿。

5、师：如果我们随地扔垃圾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指名
幼儿表达自己的观点）

（三）变废为宝，制作陀螺

师发放废纸盒等材料，和幼儿一起做陀螺。师示范做陀螺后



巡回指导，重点照顾动手能力差的幼儿。

延伸活动：师幼一起去户外玩陀螺。

小班垃圾分类教案篇五

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个小朋友和他的妈妈一边吃东西一边丢
垃圾。旁边就是垃圾箱，我就立刻拣起垃圾丢进垃圾箱里，
我一下就想到我们班的孩子们，告诉他们这一行为是不对的，
让小朋友们了解乱扔垃圾的危害！了解垃圾是怎样处理的。

小班垃圾分类教案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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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垃圾分类教案篇七

1、了解垃圾分类的主要方法和垃圾的处理方式。



2、尝试进行垃圾分类，巩固认知。

3、知道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课件准备：垃圾分类相关图片18张、垃圾分类相关动画1段、
垃圾分类处理过程

材料准备：筷子、勺子等敲击工具

播放视频，激发对垃圾分类的兴趣

——你看到了什么？地球小人为什么哭？

小结：垃圾太多了，地球小人快被垃圾淹没了。

——垃圾就是没用的东西，就要被全部丢掉吗？（引出分类
回收的可能性）

出示垃圾分类图片，帮助幼儿理解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和主要
方法

1、出示图一

——你们看到了什么？地球小人做了什么事情？

——这些垃圾会被运到哪呢？会怎么处理它们呢？

小结:这些金属、玻璃、报纸都可以再回收利用，经过垃圾加
工厂重新变成变成新的纸、新的瓶子和罐子。

2、出示图二

——第二幅图里你看到了什么？地球小人身上的东西有什么
变化？



——这些垃圾会被运到哪呢？会怎么处理它们呢？

小结：剩饭剩菜、烂菜叶、苹果核、香蕉皮对于我们虽然没
有用，垃圾车会将它们送到猪圈和农场。小猪很喜欢吃，是
它们的美食。小花也喜欢，因为这些可以被加工成有用的肥
料，让花朵们长得更好，开得更鲜艳。

3、出示图三

——第三幅图里你看到了什么？地球小人身上的东西有什么
变化？（点击画面中的音频键）

——这些垃圾又将被怎么处理呢？

小结：电池、灯管、过期药品等都是有害的垃圾，我们要把
它分类出来。不然会对人体健康、自然环境造成很糟糕的影
响。垃圾车会这些垃圾送到填埋场埋掉或者送到焚烧厂焚烧
处理。

4、出示图四

——第四幅图里你看到了什么？地球小人表情有什么变化？
（点击画面中的音频键）

——这些垃圾要怎么处理？

小结：地图小人看起来很舒服，很放松。陶罐、烟头、灰尘
这些最后剩下的其他垃圾也被装进垃圾桶。其中可燃的被送
到焚化厂烧掉，烧完的残渣可以柏油马路的材料、人行道砖
的材料;不能燃烧的就送去填埋场埋在地底下。

操作课件内容，进行垃圾分类小游戏，帮助幼儿进一步了解
垃圾分类

1、教师引导幼儿观察垃圾桶的`特点，加深对分类垃圾桶的



认识

——这里有四个颜色的垃圾桶，分别装的是什么类型的垃圾
呢？

——绿色是厨余垃圾桶。上面有果核鱼骨作为标志。

——红色是有害垃圾桶。上面是叶子，代表生命与环境。下
面是一个错误叉标志代表有害，提醒不能对生命与环境造成
伤害。

——蓝色是可回收垃圾桶。上面的一个循环的三角形箭头代
表可循环利用。

——黄色是其它垃圾。图标上是三角形，两个箭头朝下。

（2）结合ppt的互动页面，引导幼儿与白板互动进行垃圾分
类，巩固认知。

（3）结合生活场景，引导幼儿进行垃圾分来。

引导幼儿做游戏《奇妙的声音》，实际感受垃圾回收的作用

1、教师鼓励引导幼儿挑选物品，并尝试各种方式让它发出好
听或有趣的声音。

——你选择了什么？你是怎样让它发出好听的声音的？

2、播放幼儿熟悉的音乐，全体幼儿一起表演。

温馨提示

教师可以准备一些筷子、勺子等工具用来作为敲击工具。



小班垃圾分类教案篇八

1、学习如何进行垃圾分类，懂得垃圾分类的常识。

准备：

不同色的塑料桶或唐瓷桶四个(红、绿、蓝、白)、分类标
签(金属、玻璃、塑料，有机物)、一袋准备扔掉的垃圾(纸盒、
玻璃瓶、塑料袋、果皮果壳、易拉罐等物)。

1、提议：垃圾分类很重要，可以把有用的垃圾回收，还可以
减轻垃圾场工作人员的劳动量，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今
天我们也来学一学垃圾分类吧。

2、出示一袋垃圾，通过提问引导幼儿分类。

(1)请小朋友按自己的想法把这袋垃圾里的物品进行分类，说
说分类的理由。教师根据其分类情况给予肯有或建议。引导
孩子们发现其中哪些是易燃的?(纸、果、壳、塑料)哪些是不
易燃的.?(玻璃瓶、易拉罐)易燃物中哪些是对土地无危害
的?(纸、果壳)哪些是有危害的?(塑料)，最后分出四种情况：
有机物、金属、玻璃、塑料。

(2)请幼儿把这些垃圾和分类标签对位。

(3)请幼儿议论哪些颜色的桶适合放哪类东西?教师引导幼儿
发现下面的对应关系：绿色――有机物；白色――塑料；蓝
色――玻璃；红色――金属。然后将分类签贴于桶上。

3、考查幼儿对分类知识的掌握。

教师提供若干物品，请幼儿说出应扔到哪里。大家做判断。

4、把垃圾分类桶放置固定角，提示幼儿这样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