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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蓓蕾幼教集团全国爱耳日活动方案
关注儿童听力健康

一、前言

中国有听力语言残疾人为残疾人总数的首位。为了降低耳聋

发生率，控制新生聋儿数量的增长，预防工作尤为重要。针对中

国耳聋发生率高、数量多、危害大，预防工作薄弱的现实，卫生

部、教育部、民政部等 10部委局共同确定每年的 3 月 3 日为中

国爱耳日。 2016年 1月 19日，经研究决定， 2016年 3月 3号第

17个全国爱耳日的宣传教育主题为“关注儿童听力健康”。

安徽蓓蕾幼教遵从“为了孩子的一切”的原则，有义务也有

责任将这一天，作为一个主题，将保护幼儿耳朵、听力等知识传

授于每位幼儿、家长、教师。据调查表明如果每年“爱耳日”活

动能够坚持实施， 每年仅 7岁以下儿童药物中毒性耳聋至少可以

减少 1-2 万名。为了每个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蓓蕾幼教不会放弃

每次孩子成长的机会。

二、活动总目的

1、知道爱耳日的存在、了解怎样保护耳朵等。



4 

2、知道耳朵的作用和保护耳朵的方法， 会用耳朵辨别不同的

声音。

   3 、懂得耳朵对人的重要性，养成保护耳朵的良好习惯。

4、热爱自己的耳朵，培养助残爱心。

三、活动主题：关注儿童听力健康

四、主办单位： 安徽蓓蕾幼教集团中心办公室

五、组织形式： 集体活动、说教

六、活动时间： 2016年 3月 3 日

七、活动地点： 蓓蕾幼教集团各幼儿园

八、参与人员： 以各分园为单位，全园参与

九、活动执行划分：

前期

1、物品准备（横幅、爱耳日展板、视频、音频、面具、耳

朵模型等由园长负责）

中期

1、照相摄像（各园长负责）

2、现场秩序（园所保安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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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理收集（各园所物品回收、记录归档交由各园长）

5、突发事件（与总负责人中心办公室联系，协调解决）

后期

1、活动总结（各园园长）

2、结束宣传（宣传部翟部长通过幼儿园网站、 APP、微信宣

传）

十、活动流程：

1、各园老师将提前准备制作好的“全国爱耳日”展板，放到大

厅向家长及幼儿宣传爱耳日。

2、班级老师教学爱耳保护操。

3、各班级根据本班幼儿年龄特点，对幼儿进行“全国爱耳日”的教

育活动。（有详细的活动教案）

4、各班老师请小朋友回到家中和父母一起做耳朵保护操。

十一、蓓蕾幼教集团全国爱耳日班级活动教案 ：

活动教案一（大班） ：《我的耳朵》

一、活动目标：

1、使幼儿了解耳朵的作用和主要构成部分的名称。

2、重点认识鼓膜，知道如何保护它。

3、懂得保护耳朵的重要性，培养幼儿正确、文明的听、说习惯。

二、活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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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模型或图片一组 (外耳廓、外耳道、鼓膜、半规管 )，气球，

白色透明塑料瓶和各色彩纸人手一份。

三、活动过程：

引入

1、放录音听优美的音乐和幼儿吵闹时的录音：“感觉怎么样 ?是

谁把这种感觉告诉你的 ?”→引出耳朵。

2、“耳朵是干什么用的呢 ?”(听声音的 )出示耳朵的外轮廓。

课程开始

1、“小朋友好，我就是耳朵，严格的说应该是耳朵的外轮廓，是

耳朵中唯一露在外面的东西。现在请小朋友用手捏一捏自己的耳朵，

感觉它是什么样的 ?请告诉我。”

2、帮助幼儿认识外耳廓是由软骨支撑着的，不软也不硬。

3、实验游戏：帮助幼儿体验外轮廓聚拢着声音的作用。请幼儿分

别用手挡在耳朵的前后，感觉听到的声音有什么不同 (挡在前面的听

不清，挡在后面的听得清 )。

4、“声音是怎样传到里面去的呢 ?”出示外耳道与耳郭对接， “声

音就是从这里传进去的，它向一条直直的道路，叫外耳道。” (耳道

里有细微的茸毛，阻挡灰尘侵入，形成耳屎 ) 

5、“声音走进去后会碰到谁呢 ?”出示鼓膜放入耳道，帮助幼儿

认识鼓膜。

6、实验游戏：利用气球，让幼儿用嘴巴凑近气球说话，感知气球

的震动 (说话时气流通过空气的传播撞在气球上，产生了气球的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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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鼓膜是耳朵里一块像气球皮一样有弹性的膜，当声音传到鼓膜

上的时候，就会带动鼓膜的震动 (就像小朋友对着气球说话时气球会

震动一样 )，在大脑的帮助下就听到传来的声音了。声音小，鼓膜的

震动就大小，反之就大。

7、“鼓膜是像气球皮一样的东西，如果我们用尖尖的东西刺它会

怎么样 ?”实验：刺破气球。

教育幼儿要爱护鼓膜，不要随便用东西掏耳朵眼儿，不能把小东

西塞进耳朵里。

8、“如果我们突然用很大的声音把耳道塞的满满的又会怎么样 ?”

实验：气球吹得太满会爆炸。“那么，我 们应该怎样保护鼓膜呢 ?”

教育幼儿平时不要大喊大叫， 不要对着别人的耳朵大声说话， 遇到猛

烈的声音时要捂住耳朵，张开嘴巴，减少鼓膜的压力。

9、“现在小朋友知道了耳朵是怎样听声音的，但是你们知道耳朵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吧 ? ( 平衡的作用 )”尝试半规管 (三根弯曲的

小管 ) 与模型相接。“它是怎样帮助我们保 持平衡的呢 ?”

实验：通过透明瓶子里水的流动帮助幼儿理解。“三根小管里装

着水一样的液体， 当我们的身体位置发生改变时， 这些小管里的液体

就会流动，我们的大脑根据这些液体的流动 来判断我们位置的改变

并保持平衡的。”

10、实验游戏：幼儿原地旋转 3―5圈停下。“为什么我们已经停

下了还会有晕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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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实验游戏：指导幼儿往瓶子中放入各色纸片，然后旋转瓶子，

看里面的纸片会怎样 ?停下后，纸片还会怎样 ? (瓶子停下后，纸片还

在旋转。 )每个人的平衡能力都不一样，但平衡能力是可以通过锻炼

来提高的，例如：飞行员、舞蹈演员等。小朋友平常玩儿的走独木桥、

过小河的游戏就是在锻炼和提高我们的平衡能力。

结束部分，教师进行总结：

(1) 耳朵的作用。

(2) 爱护耳朵，保护鼓膜。平时不大喊大叫，耳朵喜欢听轻声美妙

的声音。

(3) 多参加户外运动，在体育活动中提高平衡的能力。

活动教案二（中班） ：《保护耳朵》

一、活动目标：

1、知道耳朵的功能，会用耳朵辨别不同的声音。

2、懂的耳朵对人的重要性，了解保护耳朵的办法。

二、活动准备：

下载各种声音录音、小鼓、废旧的纸、水、杯子、钢琴、黄豆、

耳帽、鞭炮、掏耳勺等。

三、活动过程：

导入活动

1、通过猜谜语引出活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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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小朋友，今天老师要给大家猜一个谜语，看看谁最聪明，能

最先猜出谜底，谁猜出来， 就举手告诉老师好不好？左边一座山，右

边一座山，用手摸得着，用眼看不见是什么呀？

师：小朋友们，我们已经知道刚才老师谜语的答案是耳朵了，现

在请小朋友们摸一摸自己的小耳朵， 再看看别人的耳朵， 说说小耳朵

长的什么样？像什么呀？

师：小朋友们说的真好，象我们平时写的数字 3，那你们知道我

们的小耳朵有什么用处吗？接下来， 老师要带领大家做一个游戏， 做

完这个游戏后，小朋友们就知道我们的小耳朵有什么用了。

2、游戏“小耳朵真有用”

师：现在，请小朋友们把眼睛闭上，看看你们能不能猜到老师接

下来要干什么？好不好呀！

（幼儿们闭上眼睛后，取出事先准备好的各种声音，以及敲打发

出的声音，看幼儿们能不能听出都是什么发出了声音， 初步了解耳朵

的用处。）

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老师刚才干什么了吗 ? 

师：咦，奇怪，你们不是都闭着眼睛吗，怎么还知道我干了些什

么呀？

师：哦，原来是用耳朵听的呀，小朋友们可真聪明。那现在请小

朋友们，闭上眼睛后，再把耳朵捂住，看还能不能猜出老师接下来要

干什么。（这次取出准备好的废纸、水、杯子，看幼儿们还能不能听

出撕纸和倒水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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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小朋友们，这次你们知道老师干什么了吗？

师：刚才你们还能猜出老师干了什么，这次为什么不知道了呢？

师：哦，原来是这样，因为耳朵听不见了，所以你们猜不到了，

那你们说我们的小耳朵是不是非常有用呀！

师：嗯，我们的小耳朵可以帮我们听见各种不同的声音，其实我

们身体上的每个器官都有非常大的作用， 像眼睛可以看东西、 鼻子可

以闻香味、耳朵可以听声音，嘴巴可以吃东西等等，

3、游戏：“捉迷藏”

师 ：小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好吗？

介绍游戏规则，带领幼儿们玩游戏。

师：小朋友们，一会我请一位小朋友到前面来蒙上眼睛，你们围

成一个圈，把他围在中间，一面转圈，一面说儿歌，等儿歌说完了就

不许再动了，要呆在原地让他来捉你们， 捉到你以后你就大声地对他

说一句话，让他听听你的声音，咱们看他能不能猜出你是谁好吗 ? 

通过游戏让幼儿知道耳朵除了能听见声音， 还有分辨声音的功能。

师：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做完了好玩的游戏了，你们现在知道我

们的耳朵有什么用了吗？

4、和幼儿讨论各种保护耳朵的办法

教师拿出掏耳勺掏耳朵， 然后提问：小朋友们，老师现在干嘛呢？

师：嗯，是的，老师在给自己掏耳朵。那小朋友们平时可以自己

掏耳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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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对了，老师是成年人，能自己掏耳朵，可小朋友们还太小，

千万可不能自己随便的掏耳朵，要找爸爸妈妈爸爸帮忙知道吗？

教师拿出黄豆提问：小朋友们这是什么呀？

师：嗯，对了是黄豆，那我现在想把这颗黄豆塞进耳朵里行吗？

师：小朋友们说的很对，我们千万不能把这些小东西放进我们的

耳朵里或是鼻子里， 那样做是很危险的， 会伤害到我们的耳朵和鼻子

的。

继续拿出准备的鞭炮和耳帽，让幼儿知道在遇到放鞭炮等强烈的

噪音时要张大嘴巴，捂住耳朵，以免让噪音伤害到耳朵，天气还冷时

还要戴耳帽、围巾等，保护好耳朵，不要被冻伤。

结束部分：

师：小朋友们，刚才老师带领大家玩了好玩的游戏，你们玩得高

兴吗？

师：我们今天还认识了我们的小耳朵，知道了小耳朵对我们的重

要性，并且还学会了以后应该怎样保护我们的耳朵，是不是呀？

师：听，外面是什么声音，那么热闹 !请小朋友们跟老师到外面去

听听、去感受一下大自然中的各种声音吧。

活动教案三（小班）：《耳朵真有用》

一、活动目标：

1、使幼儿知道每个人都有两只耳朵，耳朵可以听声音，懂得保护

耳朵的重要性。

2、通过操作使幼儿知道动物也有耳朵，耳朵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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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游戏使幼儿养成认真倾听的习惯

二、活动准备：

1、下载人和动物若干声音

2、娃娃图两张（哭、笑），动物图片若干，耳朵图片若干

三、活动过程：

1、导入活动

（1）出示图片（一）

师：小朋友们竖起你们的小耳朵听，谁在哭（录音）

（2）师：你们知道这个小姐姐为什么哭吗？

幼：她的耳朵没了。

师：刚才我捡到了几只耳朵（出示人和动物的耳朵若干）小朋友

们想一想哪一种耳朵是小姐姐的， 谁愿意来帮小姐姐找耳朵并且把耳

朵安回她原来的地方？

（3）请个别幼儿在视频展示台上操作

（评析：以“哭声”导入使幼儿主动用耳朵听，激起幼儿同情心

及探索欲望。）

2、引导幼儿初步认识人的耳朵

（1）师：某某小朋友为小姐姐找到了耳朵，一共找了几只耳朵？

你们有几只耳朵？

幼：2只耳朵。

（2）师：现在请小朋友们看看旁边小伙伴的耳朵的样子，再摸摸

自己或小伙伴的耳朵。谁能告诉我你的耳朵是长在哪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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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a 用手指耳朵：长在这里。

  b ：耳朵长在头发上。

  c ：耳朵长在头上。

师拨开自己的头发：耳朵是长在头上的，它是长在头的两旁边，

一边一只耳朵。

（3）师：小姐姐没有了耳朵为什么很伤心？耳朵有什么用？

幼儿结伴讨论后请个别幼儿回答。

幼 a：耳朵可以听声音。

  b ：耳朵是用来听话的。

  C ：耳朵可以听故事。

  d ：耳朵可以听音乐。

  e ：眼镜是架在耳朵上的。

（评析：认识人耳是本活动的重点，以幼儿熟悉的自己和伙伴的

耳朵入手，视觉与触觉感知相结合，不仅让幼儿感知了人耳特征，还

使幼儿较全面地了解了耳朵的作用。）

3、引导幼儿讨论如何保护耳朵

（1）师：每个人都有两只耳朵，耳朵可以使我们听故事、听声

音 ...... 说明我们的耳朵很有用，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耳朵呢？

（2）幼儿结伴讨论

幼 a：不能对着耳朵大叫。

  b ：不能往耳朵里塞草。

  c ：洗澡时不能把水弄到耳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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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听到很响的声音要捂住耳朵。

  e ：别人放鞭炮时要跑到旁边去。

（3）师生共同小结

  a ）不随便挖耳朵

  b ）不随便往耳朵里塞东西

  c ）不对着耳朵大声喊叫或说话

  d ）听到很响的声音人要走开或张大嘴巴

  e ）当有水进入耳朵时，请大人用棉球把耳朵擦干净；如果左耳

进水就抬起右腿，把头偏向左侧，用手拍右耳，使水从左耳流出来

（4）师：如果不保护耳朵，耳朵会怎么样呢？

幼 a：耳朵会受伤

  b ：耳朵会听不见声音

  c ：耳朵会聋

教师肯定了幼儿的回答，并补充介绍：如果不保护耳朵就可能会

使耳朵的内部一些部位受伤，耳膜如果破了就会听不见声音。

（评析：给幼儿提供充分表达、表现的机会，迁移幼儿的尝试经

验，是总结提升幼儿经验的重要过程。 “先试后导”充分发挥了幼儿

的主动性、积极性及教师的主导作用。）

4、使幼儿了解动物们也有耳朵，它们的耳朵是不一样的

（1）出示图（二）

师：小姐姐真高兴，谢谢小朋友们帮她找回了耳朵，她还画了许

多小动物图片送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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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小朋友看一看桌上有什么动物图片？这些小动物有耳朵

吗？粗心的小姐姐把小动物的耳朵混在了一起， 你们能帮小动物找到

自己的耳朵吗？

（3）幼儿操作

（4）展示幼儿操作结果

请个别幼儿在视频展示台上操作，教师引导幼儿边操作边用完整

的语言表达：“我帮 xx 找到了两只耳朵”。

（幼儿已有动物耳朵特征的经验， 能在这一过程中迁移已有经验，

充分体现了自主选择、主动参与、互助合作，锻炼幼儿思维的敏捷性

和记忆的准确性。）

活动延伸：听力常规保护、耳朵保护操。 （教师和家长都应

当把关于如何保护耳朵的知识熟记并教育幼儿）

听力保养

一、避噪音

人倘若长时间接触机器轰鸣、 车辆喧闹、 人声喧哗等各种噪音， 会使原本开始衰退的听

觉更容易疲劳，听力急剧减退，甚至引发噪音性耳聋。因此，尽量避免或减少噪声的干扰，

是老年人保护听力的首要一条。

二、戒挖掏

经常用耳勺、火柴棒掏耳朵，容易碰伤耳道，引起感染、发炎，还可能弄坏耳膜。耳道

奇痒难受时，可以用棉签沾少许酒精或甘油轻擦耳道，亦可内服维生素 B、C 和鱼肝油。

三、慎用药

尽量避免应用耳毒性药物，如庆大霉素、链霉素、卡那霉素、新霉素等，因为老年人解

毒排泄功能低，应用这些药物容易引起耳中毒而损害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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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按摩

按摩耳垂前后的翳风穴 (在耳垂与耳后高骨之间的凹陷处 )，和听会穴 (在耳屏前下方， 下

颌关节突后缘之凹陷处 )，可以增加内耳的血液循环，有保护听力的作用。宜每日早晚各按

摩一次，每次 5~10 分钟，长期坚持下去即可见效。

五、熄肝火

如经常处于急躁、 恼怒的状态中， 会导致植物神经失去正常的调节功能， 使内耳器官发

生缺血、水肿和听觉神经营养障碍， 这样就可能出现听力锐减或暴发耳聋。 因此，要尽量使

自己保持轻松愉快的良好心境。

耳部保健操

第一式：

1.双食指指端在两耳甲腔内沿顺时针方向按摩 16 次，再同样按摩两耳甲艇和两三角窝

各 16 次。 2.以双食指指端从两三角窝起沿逆时针方向按摩 16 次，再同样按摩两耳甲艇和

两耳甲腔各 16 次。此式有温补气血、脏腑及健身的效果。

第二式：

以食指桡侧和拇指罗纹面分别置于耳轮上部的前、后侧，沿耳轮由上而下揉捏 8 次，

再由下而上揉捏 8 次。此式有防治耳壳冻疮、增强听力的功效。

第三式：

以两手的中指和食指分别置于两耳根之前、 后侧上下来回地擦耳根 16 次。此式有聪耳、

消除面部皱纹、美容等作用。

第四式：

闭紧两眼，以两食指罗纹面按双耳屏，盖紧 5 秘钟后，突然松开双食指，重复 3 次。

此式有增进听力、防治耳鸣之效。

第五式：

两手紧盖双耳， 双中指同置于枕部， 双食指骑于双中指上，再以双食指同时滑下， 有节

奏地弹敲枕部 16 次。然后，置于枕印的手指不动，两手掌快速而有节奏地一松一盖两耳，

操作 16 次。此式可益脑清神，消除疲劳，有增强记忆力和听力、防治耳鸣和耳聋的作用。

第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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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紧嘴，以两食指置于双外耳道口内， 轻轻转动两食指 3 次，边转边紧闭双外耳道。 3～

5 秒后，突然松开两食指。重复 3 次。此式有防治耳鸣、耳聋，增进听力的功效。

第七式：

两手掌轻贴于两耳上，沿顺时针、逆时针方向，缓缓摩揉两耳壳各 16 次。此式有助听

防聋、促进面部血液循环作用。

第八式：

以两食指桡侧及拇指罗纹面，分捏住两耳轮中部、上部及耳垂部，向外、向上、向下提

拉耳朵各 16 次。此式有健身、消皱、保颜的作用，对小孩受惊吓有镇静疗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