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健康教育计划大班 幼儿园
大班健康教育工作计划(精选5篇)

计划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步骤和时
间安排。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帮助我们更好
地组织和管理时间、资源和任务。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
作计划书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幼儿园健康教育计划大班篇一

体育锻炼是增强幼儿体质，促进幼儿生长发育有最效的方法。
我们将严格遵守《幼儿园教育纲要》要求，保证幼儿每天有
体育活动，把出操时间与日常体育锻炼相结合，为各班级规
定出操路线、出操时间，要求各班级在规定时间内按规定路
线到达集合地点，积极熟悉疏散路线。

活动时间规定为有组织的体育锻炼或者体育游戏，要有教案、
有计划、有活动效果记录，各年级组每月确定一项体育锻炼
项目，月底进行评比，学期末根据《国发体质测定标准手册
（幼儿部分）》对幼儿体质进行测量，并把成绩记入幼儿成
长档案。

根据《幼儿园工作规程》对卫生消毒工作的要求，制定严格
的卫生消毒制度，并按制度、按规定、按程序对幼儿各类用
品进行相应的清洁消毒、杀菌；幼儿物品专用并定期消毒。
可洗玩具、桌面、地面及幼儿能触摸到的地方都要用84消毒
液每天擦拭一遍，活动室、寝室定时通风，每天在幼儿离园
之后用紫外线灯照射消毒半小时；幼儿的水杯、餐具用蒸汽
消毒等。

建立每日巡查制度，规定每日、每周必做必查必填的内容，
实行量化管理，定时检查评比；与防疫站联系，定期筛查幼
儿预防接种情况，督促幼儿接种各种疫苗，建立有效免疫屏



障。如发生疑似传染病疫情，立即向疾病控制中心和上级主
管部门报告，以便及时调查处理。

工作中严把食品质量关，积极预防肠道传染病、食物中毒事
故的发生。把好进货关，各类食品严格遵守食品索证制度，
食品留样制度，保证所购食品均符合卫生要求。把好保管关，
保管员认真负责及时检查，防止食物腐烂变质及过期失效。
把好入口关，教师提饭及分饭过程中，仔细辨别饭菜质量是
否合格，不得让变质食品进入幼儿口中。各类人员严格认真
执行，各负其责，层层把关，使工作更加细致化、合理化，
保证幼儿的饮食安全。

幼儿入园后，每学期有计划地对他们进行身高、体重、视力
等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以便对每个孩子进行评价、分析，
了解每个幼儿的身体情况，相关资料汇入幼儿健康档案。

每学期开展健康快车、育儿知识宣传栏，把每个季节常见疾
病的预防及治疗措施，及时传达给家长。还有各年龄阶段幼
儿适宜的运动，幼儿感冒期间的饮食等育儿知识。

除开宣传栏等，我们还将在各种育儿报刊中看到最新育儿知
识复印发给各班张贴，与家长共同成长。

结合5月３１日“世界无烟日”，开展创建“无吸烟单位”活
动，在公共区域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标志，组织开展吸烟有
害身体健康宣传活动，在全园师生中形成浓厚的`禁烟氛围。

幼儿园健康教育计划大班篇二

时间匆匆，转眼一年又过去了，大班也过去了一半，大班幼
儿已经具有简单的安全知识和初步自我保护能力，但大班幼
儿随年龄增长，活动量也越来越大，存在于生活中的安全隐
患也越来越多，所以就需要教师不断地提醒和督促，在新学
期里为了让幼儿健康快乐的成长我们必须加强幼儿安全自我



保护意识，因此我制定了一下安全计划。

首先，我在思想上必须树立“安全”意识，做到工作到位，
时刻注意孩子活动情况，眼不离开幼儿，并采取一系列措施，
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一).培养幼儿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让幼儿了解安全保健知识，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要求幼儿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学会饭前洗手，饭后洗脸，不随地吐痰，
讲究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有一定的独立生活能
力，教育幼儿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在日常生活中教幼儿遵
循一定的行为规范。遵守社会公德，爱护公物，做一个健康、
快乐的幼儿。

(二).培养幼儿的交通安全意识。

1.教育幼儿认识交通安全标志，，尤其乘车幼儿注意乘车安
全。

2.教育幼儿不在公路乱跑、打闹。不在公路旁玩耍。不随便
坐别人的车辆。不跟陌生的人走。

(三).培养幼儿防火、防电、防地震等安全意识。

1.防火安全。教育幼儿不玩火，不燃放烟花爆竹，了解火警
电话(119)。掌握火灾发生时正确的自救方法。

2.用电安全，教育幼儿不要乱动电器设备。教室内电源插排、
保温桶锁好并定期检查。打雷时不在电线下和大树下玩。

3.防地震安全。教育幼儿发生地震时，不要慌，不要急，找
安全的地方躲藏。

(四).其它安全方面。



1、教育幼儿上下楼梯时，靠右走，不要大声喧哗，不要追逐
打闹。防止幼儿从楼梯上摔伤，踏伤。教育幼儿玩大型玩具
时要排队，有制序，不拥挤，一个挨一个玩。

2、教师应加强课间巡视，加强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使幼儿
形成较强的自我防护意识。首先，让幼儿做到课间不追赶、
不爬高、不作危险动作、不玩危险物品，不乱吃东西，不将
异物塞入耳、鼻、口内。其次，教育有团结友爱，不打人，
互相帮助，遇到不安全的情况及时向老师汇报。

3、离园接送时，一定要把孩子亲手交给家长，与家长交流时，
老师必须时刻有只眼睛在看小朋友，如有陌生人来接，要问
清是幼儿的什么人?防止陌生人接走幼儿。

4、幼儿离园后，教师要再次检查活动室、寝室、盥洗室，要
拔掉电器插头，关掉电源，关闭锁好门窗后才能离开。

在幼儿成长过程中，安全是工作重点，在新学期我们将进一
步抓好安全工作保证其他工作顺利进行，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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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健康教育计划大班篇三

1、对全体孩子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使孩子不断正确认识自我，
增强调控自我、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培养孩子健全的
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

2、对少数有心理困扰或心理障碍的孩子，给予科学有效的.
心理咨询和辅导，使他们尽快摆脱障碍，调节自我，提高心
理健康水平，增强发展自我的能力。

3、要以面向全体孩子为主，个别辅导为辅，让心理健康教育
真正进人课堂，在课堂教学中要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教学方式，



主要是通过活动让孩子获得心理体验来改变自己的观念。

1、加强高素质教师群体的培养;

2、为了更好的上好心理健康教育课，加强集体备课工作;

3、实施心理健康教育课，以面向全体孩子为主，个别辅导为
辅。

4、创建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形成以心理健康工作室、各班班
主任为主的以广大家长、全体教师为辅的心理健康教育网络，
为孩子的身心健康做出努力。

1、每学期对教师进行三次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培训。(形式
不限，听讲座，看录像，观摩心理教育辅导课等等)

2、上好健康教育课。教师备好心理健康教育课教案，并组织
听课。

3、组建教师心理咨询志愿者队伍。

1、教会孩子掌握几种放松心情的好方法。

2、设立师生互动交流版面。让孩子随时有表达和宣泄自己情
感的地方。

与家长多沟通;针对部分家长组织一些培训。(形式不限，听
讲座，看录像，观摩心理教育辅导课等等)

2—3月

1、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布置;

2、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计划安排;



3、班主任心理健康内容的相关培训;

吴庭华

4—6月

1、小班年级组心理健康讲座

2、中班年级组的心理健康讲座;

3、大班年级组的心理健康讲座;

谢烽

9—10月

1、对个别特殊生进行心理疏导，并做好个案研究;

2、班主任心理健康内容的相关培训;

常云霞

11—12月

1、教师心理健康讲座;

2、家长心理健康讲座;

幼儿园健康教育计划大班篇四

一、健康教育的好处

青少年处于人生的生命准备时期，做好这一代人的健康教育
工作，能够使他们从小理解系统的健康教育，提高学生知识
水平，构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自



我保健意识和潜力，预防各种常见病、多发病，乃至成人病，
能够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良好的基础，影响终身健康。青
少年时期在人的一生中是理解潜力最强、可塑性最大的时期，
也是构成各种行为模式的时期。这种行为模式一经构成，就
不容易改变。

二、学校健康教育的原则

1、整体性原则

学校卫生服务学校卫生服务是直接关系到学生健康状况的活
动，是整个学校卫生规划不可缺少的部分。包括学生生长发
育监测、健康检查、牙齿检查、视听检查、免疫接种和传染
病管理、常见病预防和身体缺陷纠正、突发性疾病紧急服务、
意外事故应急措施、心理咨询以及为伤残学生带给必要的服
务等。

2、延伸性原则

3、科学性原则

以科学思想为指导，以事实为依据，做到，但是度渲染，不
有意夸大事实，不造成学生的恐惧感（2016最新街道年度工
作计划）。

4、实践性原则

中学生喜欢钻研科学原理，爱动手做实验。可在教育过程中
增加讨论和行学小实验等资料。青春早期，男女少年都爱结
交同性小伙伴。可利用伙伴活动进行教育。教育方式要生动
活泼，引导兴趣。无论哪个年龄，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是
那些采取生动教育方法的知识资料。

三、健康教育的目标



1、提高学生卫生科学知识水平透过课堂内外的教育方式向学
生传授卫生科学知识是学校健康教育的主要形式，其目的是
将儿童青少年的行为引向正确的方向。

2、提高学生生长发育水平学生的生长发育水平与生活环境有
密切关系。膳食服务、体育教育（包括体育课、设备和课外
活动）以及学校卫生环境和家庭环境等均可影响儿童青少年
的生长发育。

3、降低常见病的发病率、学生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对外界
环境的适应潜力及对某些致病微生物的免疫潜力较差，往往
由于不良的学习生活条件及某些不利的因素影响，易患一些
常见的疾病。

4、透过健康教育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去发展学生智力
和个性品质。

5、透过学习卫生知识及周围环境影响而逐步构成的，一旦构
成要想改变就比较困难。为此务必抓紧生命早期这一有利时
期，让学生运用卫生科学知识，逐步构成良好的卫生行为和
习惯。

6、培养学生自我保健潜力。透过健康教育促使学生产生和构
成各种有益于自身、社会和人类的健康行为，抑制各种不健
康的行为，增强自我保健的潜力。

四、健康教育的措施

（一）健康教育工作组织机构：

1、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邱景波



副组长：杨萍、王树森

成员：程武、马光明、王健雄、赵亮、胡单鑫、郑飞、汤洪
燕、杨宇、各年级组长各班主任

（二）领导小组成员分工

邱景波：全面负责全校健康教育工作；

王树森：负责学生健康教育工作实施过程的领导、检查和协
调；

汤洪燕：负责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负责全
校学生健康教育的具体落实、检查和指导；指导学生健康教
育工作资料的收集建档工作。

赵亮：负责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对健康教
育硬件项目带给保障；对健康教育的校内外环境以及家属院
环境进行优化。

王健雄：负责食堂工作人员的健康教育工作，保证学生的饮
食健康。

马光明：为健康教育带给音像资料的保证；有计划的播放健
康教育（法制、安全、禁毒、预防艾滋病、青春期教育等）
专题影片;为健康教育讲座和活动带给课时保证；并选派教师
配合进行健康教育；指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渗透健康教育知
识，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并作到有安排、
有落实、有总结。

程武：引导师生关注学校健康教育活动的全过程，探讨学校
健康教育有效实施的方式方法，为健康教育活动带给科研支
持；为教师总结健康教育成果带给有力的支持。



杨宇：负责师生生理健康、疾病预防、控烟、禁毒等的宣传
教育工作以及材料的整理，为宣传带给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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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健康教育计划大班篇五

工作计划网发布幼儿园大班健康教育计划结尾例文，更多幼
儿园大班健康教育计划结尾例文相关信息请访问工作计划网
工作计划频道。

当今社会，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所以父母对孩子都是
百依百顺，从而形成了孩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那
么，对于幼儿园的孩子来说，必须从小做起，养成他们良好
的生活习惯，懂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还要加强自我保健的
能力，提高身心健康水平。教师为他们提供良好的保育和教
育则有利于幼儿形成有益终身的健康行为方式。

首先：在幼儿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必须丰富幼儿的健康知识，
教给幼儿促进和保持健康的方法行为，从而使幼儿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和体育锻炼习惯。可以用丰富的知识、
动作和行为练习、讲解示范、体育游戏，训练行为，培养习
惯等方式进行。

最后：在培养幼儿健康行为过程中，要集体与个别教育相结
合。先针对群体进行教育，改变整个群体的行为卫生习惯，
来影响个体行为的形成，“大家都这样，我也要这样”。再
针对个别特殊幼儿多提醒、多关心、多指导，使整体幼儿获
得较全面的健康教育。

经过两年半的幼儿园生活，幼儿大致上养成了良好的`生活卫
生习惯。因此制定以下计划：

（一）、总目标：



1、会听信号变速跑或改变方向跑，在20至30米距离内快跑，
在200至300米距离内走跑交替，跑时上体稍前倾，两手半握
拳。曲肘在体侧，前后自然摆动，前脚掌着地。

2、跳跃姿势正确：曲膝摆臂，四肢协调，用力蹬地轻轻落地，
保持平衡。

3、能保持自身动作平衡，会两臂侧平举，单腿站立5至10秒
钟，能在有间隔的物体上行走。

4、喜欢投掷。会两人相距2至4米抛接球，原地变换形式的拍
球。边走边拍球，边跑边拍球，能肩上挥臂投掷，投准（3米
左右）。

5、能协调灵敏地钻爬和攀登障碍物。

6、会听口令立正，稍息，看齐，向左（右）转、原地踏步，
立定，便步走，齐步走，跑部走，左（右）转弯走，会听信
号左右分队走。

（二）、具体措施：

1、动作与行为练习，让幼儿对已经学过的基本动作与基本技
能，健康行为与生活技能等进行反复练习。

2、见解示范。具体而形象地向幼儿讲解粗浅的健康知识，并
结合身体动作或实物、模型加以示范。

3、情境表演。就特定的生活情景加以表现，然后让幼儿思考
分析情境中所涉及的健康教育问题。

（三）、逐月目标：

二月、三月：



1、发展幼儿侧步走的能力及动作的协调性。

2、进行球的各种玩法。

四月：

1、学习助跑跨跳。

2、练习头顶沙袋走平行线。发展平衡能力。

五月：

练习侧身向右传球，发展幼儿身体的灵活性及合作能力。

六月：

1、学习侧身钻过直径60厘米的竹圈。

2、练习立定跳远的动作。

3、继续教幼儿上挥臂投掷的动作，提高幼儿投掷的准确性。

（四）、课程安排：

详见各主题安排。

二：心理健康

总目标：心理健康是适应社会环境的要求，心理健康的孩子
应该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勇敢坚强，敢于维护自己的正当
利益，我们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培养：

二、三月：

1、培养幼儿的愉快的情绪。



2、培养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

四月：培养幼儿抗挫折能力。

五月：培养幼儿自信心。

六月：培养幼儿的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