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垃圾分类中班教案社会(优质9篇)
大班教案是在幼儿园大班进行教学活动时所编写的一份详细
计划，它是教师对教学内容、方法和评估等方面进行整合和
概括的产物。下面是一些经典的教案模板范文，供大家学习
和借鉴。

垃圾分类中班教案社会篇一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

2.培养把垃圾分类放进废物回收箱的习惯。

3.合作制作并装饰可回收垃圾箱，培养合作能力和创造性。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活动准备

1.事先在小塑料瓶上贴上五官和手脚。

2.妈妈和男孩手偶。

3.风车。

4.大纸箱。

5.不同的美工材料。

活动过程

1.老师出示小塑料瓶、妈妈和男孩手偶，讲故事《小塑料瓶



的命运》：

津津喝完果汁，就把空的小塑料瓶扔进了一个垃圾箱，（向
幼儿提问：“你喝完果汁后，怎样处理空塑料瓶？”）

小塑料瓶在垃圾箱里大声喊：“错了，错了，快救我出
来！”

津津妈妈听见了，就走过去看是怎么回事。小塑料瓶对妈妈
说：“我还有用呢，可是津津却把我扔到了‘不可回收垃圾
箱’里了，请把我放进‘可回收垃圾箱’吧！”妈妈
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呀！津津，快来把小塑料瓶放
进‘可回收垃圾箱’，这样小塑料瓶就可以被回收，变成有
用的东西了。”津津便把小塑料瓶重新放进了“可回收垃圾
箱”里。

小塑料瓶说：“幸好小朋友把我放到“可回收垃圾箱”里了，
否则我就会被送到垃圾处理场，永远被埋在地底下了。”
（向幼儿提问：“什么是垃圾处理场？”）

这时候，小塑料瓶看见可回收垃圾箱里还有许多其他大大小
小的瓶子，它们七嘴八舌地正在猜测自己将来会被重新制造
成什么。有的说自己会变成一张地毯，有的说自己会变成滑
梯，垃圾箱里一下子变得十分热闹。小塑料瓶心想：“我又
会变成什么呢？”

过了几天，大大小小的瓶子都被运到一个工厂里，在那里重
新加工，小朋友，你猜小塑料瓶最后变成了什么？原来，小
塑料瓶变成了津津新买回来的风车！

2.展示幼儿带来的废纸、塑料瓶、铝罐、充电电池，提议在
班上举行“垃圾分类大行动”，帮助塑料瓶、铝罐、废纸、
充电电池找个合适的家。请幼儿想想可以用什么来收集垃圾。



3.请幼儿分组利用四个大纸箱制作可回收垃圾箱，制作前与
幼儿讨论：

每个垃圾箱分别用来收集什么垃圾？

怎样能让人明白那是收集什么垃圾的垃圾箱？

这些垃圾是可回收的，还是不可回收的？什么样的标志表
示“可回收垃圾”？

4.鼓励幼儿发挥创意，各组利用不同的美工材料装饰自己制
作的垃圾箱。

5.请幼儿将带来的各种物品分类放进自制的垃圾箱里。

6.将垃圾箱放在活动室门口，收集幼儿园的各类废品。本主
题结束时，老师可以和幼儿将收集来的各种废品集中进行处
理，如：卖给废品回收站，或利用一些废品做手工活动。

活动评价

能与同伴合作制作可回收垃圾箱。

有分类投放各类垃圾的意识和习惯。

能正确地将废纸、塑料瓶、铝罐和充电电池分类，并放进分
类垃圾箱。

活动建议

向幼儿介绍不同国家和地区处理可回收垃圾的方法，如：在
中国香港，社区和路边都设有不同颜色的废物回收箱，用来
分类收集不同种类的可回收垃圾，其中黄色回收箱收集铝制
饮料罐，蓝色回收箱收集废纸，咖啡色回收箱收集塑料制品，
还有专门的回收箱收集废旧的充电电池。



要特别注意幼儿的卫生和安全。

活动反思

幼儿通过探索实践活动了解了哪些是可回收的物品，培养了
幼儿认真观察、归纳分类的能力活动延伸将教育从课内拓展
到课外，起到了家园共育的作用，也让幼儿体验了垃圾回收
带来的乐趣。

垃圾分类中班教案社会篇二

1、理解故事内容，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

2、培养把垃圾分类放进废物回收箱的习惯。

3、合作制作并装饰可回收垃圾箱，培养合作能力和创造性。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活动准备

1、事先在小塑料瓶上贴上五官和手脚。

2、妈妈和男孩手偶。

3、风车。

4、大纸箱。

5、不同的美工材料。

活动过程



1、老师出示小塑料瓶、妈妈和男孩手偶，讲故事《小塑料瓶
的命运》：

津津喝完果汁，就把空的小塑料瓶扔进了一个垃圾箱，（向
幼儿提问：“你喝完果汁后，怎样处理空塑料瓶？”）

小塑料瓶在垃圾箱里大声喊：“错了，错了，快救我出
来！”

津津妈妈听见了，就走过去看是怎么回事。小塑料瓶对妈妈
说：“我还有用呢，可是津津却把我扔到了‘不可回收垃圾
箱’里了，请把我放进‘可回收垃圾箱’吧！”妈妈
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呀！津津，快来把小塑料瓶放
进‘可回收垃圾箱’，这样小塑料瓶就可以被回收，变成有
用的东西了。”津津便把小塑料瓶重新放进了“可回收垃圾
箱”里。

小塑料瓶说：“幸好小朋友把我放到“可回收垃圾箱”里了，
否则我就会被送到垃圾处理场，永远被埋在地底下了。”
（向幼儿提问：“什么是垃圾处理场？”）

这时候，小塑料瓶看见可回收垃圾箱里还有许多其他大大小
小的瓶子，它们七嘴八舌地正在猜测自己将来会被重新制造
成什么。有的说自己会变成一张地毯，有的说自己会变成滑
梯，垃圾箱里一下子变得十分热闹。小塑料瓶心想：“我又
会变成什么呢？”

过了几天，大大小小的瓶子都被运到一个工厂里，在那里重
新加工，小朋友，你猜小塑料瓶最后变成了什么？原来，小
塑料瓶变成了津津新买回来的风车！

2、展示幼儿带来的废纸、塑料瓶、铝罐、充电电池，提议在
班上举行“垃圾分类大行动”，帮助塑料瓶、铝罐、废纸、
充电电池找个合适的家。请幼儿想想可以用什么来收集垃圾。



3、请幼儿分组利用四个大纸箱制作可回收垃圾箱，制作前与
幼儿讨论：

每个垃圾箱分别用来收集什么垃圾？

怎样能让人明白那是收集什么垃圾的垃圾箱？

这些垃圾是可回收的，还是不可回收的？什么样的标志表
示“可回收垃圾”？

4、鼓励幼儿发挥创意，各组利用不同的美工材料装饰自己制
作的垃圾箱。

5、请幼儿将带来的各种物品分类放进自制的垃圾箱里。

6、将垃圾箱放在活动室门口，收集幼儿园的各类废品。本主
题结束时，老师可以和幼儿将收集来的各种废品集中进行处
理，如：卖给废品回收站，或利用一些废品做手工活动。

垃圾分类中班教案社会篇三

1、认识可回收、不可回收标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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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不马虎的好习惯。

4、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活动准备】

1、前期经验准备，初步了解可回收垃圾的用途



2、头饰小鱼、可回收垃圾箱、不可回收垃圾箱各一个、教
学ppt

3、旧报纸、饮料瓶、废纸盒、废电池、果皮、枯树叶、菜叶
等。

教学重点：

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的认识

教学难点：

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的分类

【活动过程】

一、故事图片导入。

二、教师出示可回收、不可回收的标记。引导幼儿学习分类。

(出示可回收标记)，提问：什么叫可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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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不可回
收标记)，提问：为什么叫不可回收?有哪些垃圾是不可回收
的?(废电池、果皮、枯树叶、菜叶)

三、考一考(教学ppt)垃圾的分类，通过ppt的展示让幼儿加
深了解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

游戏《帮小鱼整理家》

集体检查，进一步加深幼儿对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垃圾的了解。

四、观看ppt图片，了解环境污染的危害，进一步加深幼儿的
环保意识。



垃圾分类中班教案社会篇四

1、认识可回收、不可回收标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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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不马虎的好习惯。

4、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活动准备】

1、前期经验准备，初步了解可回收垃圾的用途。

2、头饰小鱼、可回收垃圾箱、不可回收垃圾箱各一个、教
学ppt。

3、旧报纸、饮料瓶、废纸盒、废电池、果皮、枯树叶、菜叶
等。

教学重点：

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的认识

教学难点：

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的分类

【活动过程】

一、故事图片导入。

二、教师出示可回收、不可回收的标记。引导幼儿学习分类。



（出示可回收标记），提问：什么叫可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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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示不可回收标记），提问：为什么叫不可回收？有哪些垃圾
是不可回收的？（废电池、果皮、枯树叶、菜叶）

三、考一考（教学ppt）垃圾的分类，通过ppt的展示让幼儿加
深了解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

游戏《帮小鱼整理家》

集体检查，进一步加深幼儿对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垃圾的了解。

四、观看ppt图片，了解环境污染的危害，进一步加深幼儿的
环保意识。

课后延伸：

组成"环保小分队"，检查幼儿园的垃圾分类情况。

教学反思：

在本次活动孩子们都是积极的参与到活动来，一开始我神秘
的出示以后各孩子们生活中的垃圾袋，从里边出示一些常见
的垃圾，将孩子带到垃圾的情境中，又用游戏法，请小朋友
尝试根据u盘中的垃圾分类游戏，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了解生活
中的垃圾，再到体验垃圾分类，作为导入环节，从本次课孩
子们的表现看是比较好的。

垃圾分类中班教案社会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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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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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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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过程：1.教师带领幼儿观察小熊家和小兔家，请幼儿说
说自己的感受，比较两个小动物家的不同。激发幼儿收拾垃
圾的欲望。

2.教师介绍垃圾箱，幼儿清理垃圾，放入垃圾箱。教师观察
幼儿分类投放情况。在操作中学习正确分类。

3.根据幼儿投放垃圾的情况，提问：

(1)你为什么要将这个垃圾放在绿(红)色的垃圾箱里？

(2)什么叫可回收？

(3)为什么不可回收？

4．升华幼儿经验，讨论乱扔垃圾的危害，知道不仅不乱扔垃
圾，还要少制造垃圾。树立初步的环保意识。



5．教师小结。

6．延伸：介绍垃圾分类的图片，让幼儿在课外连线。

垃圾分类中班教案社会篇六

1.认识可回收、不可回收标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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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前期经验准备，初步了解可回收垃圾的用途

2、头饰小鱼、可回收垃圾箱、不可回收垃圾箱各一个、教
学ppt

3.旧报纸、饮料瓶、废纸盒、废电池、果皮、枯树叶、菜叶
等。

：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的认识

：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的分类

【

一、故事图片导入。

二、教师出示可回收、不可回收的标记。引导幼儿学习分类。

(出示可回收标记)，提问：什么叫可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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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不可
回收标记)，提问：为什么叫不可回收?有哪些垃圾是不可回
收的?(废电池、果皮、枯树叶、菜叶)



三、考一考(教学ppt)--垃圾的分类，通过ppt的展示让幼儿加
深了解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

--游戏《帮小鱼整理家》

集体检查，进一步加深幼儿对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垃圾的了解。

四、观看ppt图片，了解环境污染的危害，进一步加深幼儿的
环保意识。

课后延伸：组成"环保小分队"，检查幼儿园的垃圾分类情况。

垃圾分类中班教案社会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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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从小要树立环保意识，中班幼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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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幼儿从小懂得怎样去保护环境卫生。

1.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认识垃圾分类的标志和颜色。

2.学习垃圾分类的方法，尝试按标志给垃圾进行分类。

3.在生活中树立初步的环保意识，用行动保护环境。

4.教育幼儿养成做事认真，不马虎的好习惯。

5.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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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

1.重点：认识可回收、不可回收、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标记，
知道乱扔垃圾会污染环境，危害健康。

2.难点：将垃圾进行分类。

(一)谈话导入，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小结：大量的垃圾如果不及时分类处理，会造成严重的垃圾
污染，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带来很大危害。有些垃
圾经过再处理后，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可再利用，有些垃圾
对人体和环境会造成危害，则是有害垃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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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这儿有四个垃圾箱，请你们看看有什么不同?这是
什么标志?

2.认识垃圾分类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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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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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垃圾一般是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
废纸、纸巾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及尘土、食品袋(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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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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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垃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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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学习垃圾分类儿歌

教师：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念一念垃圾分类儿歌吧!

小朋友，讲文明，垃圾分类要分清。

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颜色，

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

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就是它，

灰色大桶装其他，废布旧物来安家。

垃圾分类要牢记，文明行为我做起!

(五)了解手机扫码识别垃圾

教师：告诉你们哦，在手机支付宝上拍照或者输入文字就能
快速识别垃圾哦!回家告诉爸爸妈妈，扫码试一试吧!

教师小结：我们每个人都是垃圾的制造者，同时也都是垃圾



的受害者，但我们更

应当成为垃圾的治理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垃圾分类尽一
份力!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一起建设我们绿
色美好家园!

(六)活动延伸：亲子设计宣传海报

教师：小朋友，回家还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设计垃圾分类的
宣传海报哦!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我们要一起保护它!

活动反思：

“垃圾”是环保教育中首选的教育资源，教师抓住了垃圾
的“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帮助幼儿体验垃圾对环境的影
响，对培养幼儿初步的环保意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可
见，周围生活中的资源，我们加以巧妙利用都能成为幼儿园
的教育资源，生活处处是教育。

垃圾分类中班教案社会篇八

1、认识垃圾箱上垃圾分类的标记，学习垃圾分类的.知识，
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

2、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知道垃圾分类可以保护环境。

3、萌生初步的环保意识。

小卡片、垃圾桶图。

一、谈话导入，揭示课题。

1、出示图片，引入话题。



2、出示“整洁优美环境图”和“脏乱差环境图”，学生观察
并交流。

（1）小组交流讨论：这两幅图有什么区别？

（2）学生交流：这些垃圾哪里来的？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3、出示学校垃圾箱上相关板贴，交流含义。

师：同学们，这是在学校的垃圾桶，同学们把各种各样的垃
圾都放到一个垃圾桶里合适么？

（1）学生交流。

（2）揭示课题：《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二、小组讨论，垃圾分类。

1、小组讨论，生活中我们怎么给垃圾分类？

2、观看短片，区分垃圾分类。

区分“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
圾”。

3、讨论垃圾分类。

（1）出示卡片：废纸、果皮、塑料袋、剩饭、废旧报纸、树
叶、口香糖。

（2）小组讨论。

（3）学生上台分类版贴。

4、交流补充，认识垃圾分类。



（1）还有哪些垃圾是可回收垃圾？

（2）还有哪些垃圾是不可回收垃圾？

三、活动延伸，深入了解。

1、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家里会产生哪些垃圾？

小组合作讨论，并写在卡片上面。

2、讨论卡片上面的垃圾属于何种分类？并贴到黑板上面。

3、集体讨论。

4、全班总结，集体畅想。

5、发起号召，在保证树上贴上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保证书。

垃圾分类中班教案社会篇九

1、认识可回收、不可回收标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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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引导幼儿初步掌握日常生活中的垃圾分类。

4、遵守社会行为规则，不做“禁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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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电池回收垃圾箱各一
个。

1、教师带领幼儿观察小熊家和小兔家，请幼儿说说自己的感
受，比较两个小动物家的不同。激发幼儿收拾垃圾的欲望。

2、教师出示可回收、不可回收的标记。引导幼儿学习分类。

（出示可回收标记），提问：什么叫可回收？我们的生活中
有哪些垃圾是可回收的？

（出示不可回收标记），提问：为什么叫不可回收？有哪些
垃圾是不可回收的？

3、帮助小熊整理垃圾。

4、集体检查，进一步加深幼儿对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垃圾的了
解。

5、组成“环保小分队”，检查幼儿园的垃圾分类情况。

“垃圾”是环保教育中首选的教育资源，教师抓住了垃圾
的“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帮助幼儿体验垃圾对环境的影
响，对培养幼儿初步的环保意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可
见，周围生活中的资源，我们加以巧妙利用都能成为幼儿园
的教育资源，生活处处是教育。

小百科：垃圾是不被需要或无用的固体、流体物质。在人口
密集的大城市，垃圾处理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常见的做
法是收集后送往堆填区进行填埋处理，或是用焚化炉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