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元旦亲子游戏总结 幼儿园元旦亲
子游戏活动方案(模板5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有助于我们寻找工作
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掌握并运用这些规律，是时候写一
份总结了。优秀的总结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
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总结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元旦亲子游戏总结篇一

线上活动时间：_年5月10—7月10日

现场活动时间：_年1月1日

活动地点：福田中心城广场

第一阶段：网络报名

跟帖报名，上传亲子照片

报名参加6月20日现场活动，爬行比赛、才艺表演及家庭游戏。

注：(1)宝宝爬行比赛限报名30个宝宝(参赛宝宝年龄需为0-
-1岁

3)家庭游戏限20个家庭参加(参赛宝宝年龄需为3—6岁

第二阶段：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评选流程：

1、报名，并在上传高清照片(仅限亲子照、家庭照及宝宝照



片，不限张数

2、筛选积分根据投票数作为计分标准，一个ip一天只能投10
票

3、6月18日12点投票截止，统计得分，得出比赛结果，公布
得奖名单

第三阶段：现场活动

1、现场举行0-1岁组爬行比赛

2、现场举行6岁以内宝宝才艺表演

3、家庭游戏

名称：大珠小珠落纸篓

道具：塑料纸篓6只，乒乓球100只，相距2米划两条白线。

4、贵族天使儿童摄影现场亲子走秀活动

游戏规则：

1)孩子手拿纸篓与家长面对面站在两条线外。家长将5只乒乓
球分别抛入篓中，进球多的一队为胜。

2)孩子可以前后左右转动身体接球，但不可过线。

3)比赛以进球数量的多少评出前三名，并派发家庭礼物。

5、颁奖



元旦亲子游戏总结篇二

：全体幼儿、家长、老师

1、来园活动（各班教室）

2、生活活动

3、新年心愿包活动

准备：红信封、纸、蜡笔、记号笔

玩法：各班家长和孩子共同在纸上画或写新年心愿，再装入
红信封袋内。

4、亲子运动会

准备：场地布置、主持人一名、音乐（新年好）

过程：

1)律动“新年好”

2)亲子运动游戏

a.放鞭炮

准备：每班自制炮竹一个

玩法：分小班组，托班组。每班出6对家长和孩子。将幼儿和
家长分成一一对应，面对面排。开始由幼儿手捧“爆竹”由
起点跑向自己的家长，当家长接过“爆竹”后，双手上举，
口中喊道“砰啪”，就算送到一个。然后孩子再将“爆竹”
运回给下一名幼儿手中，看哪对先放完。



b.运彩球

准备：彩色的球、圈

玩法：适用于小班幼儿，每班10名幼儿，分两对面站立，用
圈赶彩球行进走，走至对面交给另一位幼儿，依次往返接力。

c.剥桔子：

准备：小桔子50只，椅子3个，垃圾筐每班5对家长和孩子

玩法：幼儿从起点跑到终点拿一个桔子，跑回来剥掉皮给家
长吃，第二个幼儿继续，以此类推，看哪队最快为胜。

d.抢气球游戏：

准备：凳子或椅子；各色气球；拴气球的绳子。

玩法：老师或主持人发出指令，复习颜色。如果说红色就要
跑到拴有红色气球的椅子旁，用力把气球坐爆。分组比赛，
小组第一晋级下一轮，直到轮完初赛，最后小组第一之间进
行决赛，分出获胜者。请几位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听主持人
发令，按照规则进行。

e.开火车：

准备：起跑处标志

玩法：由家长或老师（6——8人）组成一列火车，蹲着行进
走，以先到的一列火车为胜。（必须下蹲走）

f.袋鼠跳

准备：大袋子四个，可以用面粉包装袋之类的，要大一些



玩法：一名小朋友与自己的爸爸或妈妈组成一组，每次游戏
找四组为一单位，小朋友与家长面对面站立，中间距离约30～
50米。游戏开始后，小朋友要拿起放在地上的大袋子，跑向
自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接到袋子后，要马上套住自己的
双腿，跳回孩子的起始位置，以速度定输赢。

g.揪尾巴

准备：纸尾巴若干条。

玩法：一家三口组成一条牛。爸爸为牛头，妈妈的手搭在爸
爸的肩上为牛身，孩子紧贴妈妈身后做牛尾，孩子裤腰上别
上牛尾巴。在一定范围场地内，几个家庭展开揪尾巴比赛。
最后看哪个牛头揪到的尾巴多，哪个家庭就获胜。

h.赶双球

准备：一大一小皮球为一对，共若干对；网球拍若干副。

玩法：适用于大班的游戏。一家三口为一组，爸爸站在终点
线，由妈妈和孩子在起点处各持一网球拍赶球（妈妈赶大球，
孩子赶小球），要求两球同时到达终点，然后再由爸爸一人
持双球拍把两球同时赶回起点。

i.踩气球：

准备：气球

玩法：家长脚上挂气球，背上背幼儿，音乐响，去踩别人气
球的同时又要保护好自己的气球不被别人踩，音乐停，气球
没被踩坏的家长和幼儿获胜。



元旦亲子游戏总结篇三

道具：大小相同的纸皮若干块。

玩法：每次请三位家长和幼儿参加，幼儿从起点踩着纸皮到
终点后将纸皮交给家长，家长踩着纸皮再回到起点，谁最快
到达为胜。

2、赶小鸭

玩法：幼儿分成十人一组，站在起跑线后，各组前的起跑线
上各放一个大纸球。排头幼儿手拿一个球拍。游戏开始，排
头幼儿快速推球走向终点。如果球滚出去了，必须捡回原处
继续推滚。绕过终点目标后再推球回到本组，把球拍交给下
一个幼儿。比比哪组先完成。

3、采珍珠

道具：篮子三只，波波球若干(由负责人员准备)

玩法：家长用绳子将篮子捆在腰间，幼儿拿小球。两人相
距1—2米，幼儿向篮子里投小球，家长用篮子接投来的球。
在规定的时间内谁接得多为胜，由此分等级。

4、夹皮球

道具：大小相等的皮球三只，铃鼓一只(由负责人员准备)

玩法：把幼儿分成人数相等的三组，开始时让幼儿夹着皮球
从起点跳到终点，然后将皮球交给家长，家长夹着皮球跳回
起点，谁先到为第一。后到的为第二名及参与奖。

5、气球游戏



玩法：由家长先将气球吹起来之后，幼儿夹气气球到定点返
回为胜，可获一张奖票。

规则：(1)、必须家长与幼儿共同参与。(2)、必须两组以上
方可进行。

元旦亲子游戏总结篇四

活动时间：

_月_日

活动地点：

幼儿园二楼多功能厅

活动形式：

亲子同乐活动

主持人：__

参加活动班级：

_班；_班；_班

活动目的：

1、通过亲子迎新年活动增进家园的联系，促进家长与教师之
间、幼儿与幼儿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增进彼此的感情。

2、让幼儿感受新年的欢乐和喜悦。

活动准备：



1、录音机、音乐磁带《__》、《__》、《__》、的士高音乐。

活动流程：

一、主持人开场白：

(亲爱的爸爸妈妈，小朋友们，大家新年好！因为您的孩子，
我们走到了一起，形成了托班年段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仿佛
就在昨天，我们从您手中接过哭闹的宝贝，宝贝们一天天的
长大了，能干了，我们都为宝贝们的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今天我们托班年段的全体家庭相聚在
这里，举行“宝宝一家亲”亲子同乐活动，共同迎接新年的
到来，让我们共同唱响《__》)

宣布迎新年亲子活动开始。

二、师幼家长表演：开开心心做体操

三、家长才艺展示

四、放《__》歌曲。幼儿同唱“新年好”

一首动听的歌，一份真诚的祝福，好听的一曲《__》道出了
浓浓的过年情。

五、亲子游戏

我们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表演的可真好啊！我们给他们鼓鼓
掌，爸爸妈妈想不想来体会一下游戏的快乐呢？接下来让我
们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亲子游戏环节，感受游戏带给我们的
快乐！

1、叠叠乐(每组6个家庭，游戏进行2次)(蓝色12个)(每班4
个)



主持人：抬花轿的游戏真好玩啊！接下来我们宝宝要和爸爸
妈妈做第二个游戏，这个游戏的名称叫“叠叠乐”。这个游
戏是这样玩的……，下面，请蓝色爱心的家庭出来。

游戏准备：易拉罐18个(3个_6组)

游戏规则：

6个家庭(一个孩子和一个大人)，站在起跑线后，在对面终点
处安排6个仓库“易拉罐”。

发出指令后，每组的宝宝从起点爬向终点，拿到一个易拉罐
后直线跑步返回，并和家长一起把易拉罐垒高，反复进行，
直到将易拉罐全部拿回。以速度最快的一组为胜。(注意：每
次宝宝去仓库只能取一个易拉罐)

2、抬花轿(每班四个家庭参加，游戏进行一次)(绿色12个)

主持人：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坐过花轿啊？今天，请爸爸
妈妈为我们搭一顶花轿，抬我们去玩好不好？下面这个游戏
就是“抬花轿”……请粉绿色爱心家庭的走出来！

游戏准备：床单3条

游戏规则：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接力比赛，3个家庭(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
站在起跑线后。

发出指令后，每组的第一个家庭抬着花轿出发，到终点后返
回起点，第二个家庭出发，依次进行，速度快的一组为胜！



元旦亲子游戏总结篇五

准备：各色气球十个放在离起跑线十米处的桌子上。

玩法：家长站在气球边，幼儿站在起跑处，发令后幼儿跑向
家长，家长将气球吹起和幼儿一起跑回终点，下一个幼儿出
发。

规则：气球必须由家长吹好用线扎好，一个幼儿只能拿一个
气球。

2、小松鼠拉松果

准备：松果(用十个纸球代替)，塑料篮(有一根绳)。

玩法：场地的两端各放两只筐，其中一筐放松果。幼儿手拉
筐走到场地另一端，将松果放进一筐内，然后拿起筐快速返
回起点将筐交给下一位幼儿直到拉完十个，先拉完为声胜。

3、棍子夹球

玩法：家长与幼儿共同拿两根棍子，在两根棍子的中间放上
一个皮球，途中不掉，较快的那一组就获胜。

规则：(1)、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2)、
不能用手扶球。

4、二人二足

玩法：家长与幼儿穿上二人二足鞋，两组以上在规定的地段
进行比赛，哪组最先到达终点，哪组就获胜，并可以获得一
张奖票。

规则：(1)、必须家长与幼儿共同参与。(2)、必须两组以上



方可进行。

5、踩汽球

玩法：家长与幼儿有一只脚绑在一起，两组以上在规定的地
段进行比赛，然后大家互相踩，在规定时间内没有被踩跛汽
球那组为胜。

规则：(1)、必须家长与幼儿共同参与。(2)、必须两组以上
方可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