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户外活动轮胎教案及反思 幼儿
园小班户外活动总结(优秀9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班户外活动轮胎教案及反思篇一

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得到相应的锻炼，培养孩子们的合作能力、
创造能力。在户外活动器械制作方面，尽量选择环保的、不
尖锐锋利的、没有危险性的材料。利用安全的无棱角的器来
发展幼儿的上、下肢力量和身体协调等多种素质，激发幼儿
的练习兴趣。更主要的是能很好的培养幼儿在活动中的合作
能力，为以后的合作活动打下基础。

在户外活动中，幼儿应当有充分的自主选择玩具和玩法的权
利。所以在每次准备活动材料时，我们都会请孩子们和我们
一起准备、一起收集、共同制作，让他们体会其中的喜悦，
增加他们对体育器材的兴趣，学会珍惜体育器材。

小班户外活动轮胎教案及反思篇二

练习四散跑，锻炼敏捷、躲闪的能力

训练幼儿的绘画能力。

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在一块平坦的场地上画出一个大圆，供幼儿游戏。

准备活动：



动一动我是小兔，跳一跳;我是小鸟，飞一飞;我是汽车，快
快跑！

介绍游戏规则：

幼儿四散站在场地上，游戏开始大家四散跑开，边跑边说"跑
跑追追，跑跑追追，叫到谁，谁来追。"说完，教师任意叫一
名幼儿"某某，你来追。"被叫的幼儿马上去追拍在场的'幼儿，
拍到2--3个幼儿后，游戏可重新开始。逐一被拍到的幼儿要
站到场外，暂时停止游戏。

3.幼儿游戏：边说儿歌边游戏跑跑追追，跑跑追追，叫到谁，
谁来追。

4.放松运动：身体骨碌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骨碌骨碌一，
骨碌骨碌二，骨碌骨碌三，骨碌骨碌四，我和你做游戏。

小班户外活动轮胎教案及反思篇三

1.学习弹跳的方法，练习跳的动作

2.喜欢参加户外活动，并能遵守游戏规则

1.在室外平整的场地上，用垫子作为荷叶

2.根据幼儿的弹跳能力适当改变圆圈和圆圈之间的距离

3.青蛙图片

一、热身活动导入

1．师：宝宝们，今天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请宝宝们看一
下它是谁。（出示青蛙图片）



2．师：今天青蛙宝宝要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小朋友们高
兴吗？不过在玩之前，先请小朋友们和老师玩一个好玩的小
游戏，游戏的名称叫"小青蛙"，请小朋友跟着我一起做（边
念儿歌边做动作）"我是一只小青蛙，抓虫本领大手儿伸一伸，
腿儿蹬一蹬，蹲下找一找小虫，跳起来-------------吃掉它！
"

二、进行游戏

1.请幼儿分成男孩一排，女孩一排。

2.教师示范一次如何跳荷叶，再带领幼儿进行游戏。

3.师：青蛙哥哥和青蛙姐姐们，今天我们要到河对面去抓害
虫；可是，要到对岸我们必须要从荷叶上跳过去，那荷叶在
哪呢？这些垫子就是荷叶，小朋友们要跟着老师一起跳过去。
宝宝们，跳到河对岸每个青蛙宝宝抓一个害虫，而且要边跳
边念儿歌哦！现在我们一起跳吧。"小青蛙要抓虫，跳一跳，
呱呱呱，呱呱呱，抓到了！小青蛙要回家，跳一跳，呱呱呱，
呱呱呱，回到家了！"

4.教师再次带领幼儿进行"小青蛙跳荷叶"的游戏。

三、增加游戏难度

1.师：宝宝们，今天表现的都很棒，每个小朋友都抓到了害
虫，我们表扬一下自己吧！不过现在老师要加大这个游戏的
难度咯，因为老师想看看那只小青蛙还能跳得更远。

2.把荷叶距离拉大加大游戏难度，教师带幼儿再跳一次荷叶。

四、放松活动

1.师：宝宝们，今天我们玩了什么游戏呀？



2.师：每个青蛙宝宝都抓到害虫了，很开心吧，哪现在我们
一起坐上小火车到别的地方去看看那里还有害虫吧！

小班户外活动轮胎教案及反思篇四

幼儿园的体育活动与体育游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逻辑上
是包含关系。两者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它们的目标是相同的，
都是为了提高幼儿对身体锻炼的兴趣，促进幼儿身体的健康
发展，都是为了发展幼儿的基本动作，让幼儿掌握各种基本
动作的技能、技巧。两者的区别表现为在锻炼幼儿身体、促
进身体各机能发展以及增进健康等方面的侧重点不同。

在自编自玩体育游戏《好玩的球》的过程中促进幼儿主动发
展。

我班小朋友对皮球特别感兴趣，因此从幼儿的兴趣、发展需
要和生活经验出发，我们生成了这一活动。

游戏玩法是幼儿游戏的主要动力。以往都是老师教授，全体
幼儿机械的按同一个玩法游戏。这次，我们把游戏的主动权
交给了孩子。放手让幼儿去想如何玩，都可以怎样玩，在幼
儿自主的活动中，其个性的发展才是充分的、最和谐的。幼
儿不仅从中得到了快乐，探索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很
大的提高。

小班户外活动轮胎教案及反思篇五

1、学习沙包的多种玩法。

2、通过玩沙包，让幼儿重点练习单手肩上回臂投物。

3、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从活动中感受和同伴一起玩
耍的乐趣。



沙包人手一个，大灰狼的图片挂在场地的上方。

一、开始部分

组织幼儿随音乐做准备活动

二、进行部分

1、幼儿与老师一起“玩沙包”。

（1）双臂张开，头顶沙包走。

（2）双脚夹沙包跳。

（3）双膝夹沙包跳。

（4）把沙包放在背上爬。

2、出示已挂好的大灰狼的图片，激发幼儿打大灰狼的兴趣。

3、教师讲解，示范投掷方法（正面投）。

4、组织幼儿反复练习。

三、游戏：追沙包。

教师将幼儿分成两组，一组幼儿用力将沙包投出，另一组幼
儿待沙包落地后，迅速跑去捡沙包，捡到沙包第一个跑回来
者为胜，从中培养幼儿的注意力及练习定向跑。

四、活动结束

教师组织幼儿做放松运动。

五、活动总结



教师总结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表扬和鼓励在活动中表现积
极的`幼儿。并鼓励能力相对较弱的幼儿，使其增强自信心，
争取在下次活动中表现的更好。

小班户外活动轮胎教案及反思篇六

练习拖拉着玩具四散走和跑，发展幼儿走和跑的能力、

塑料小盒子若干，用线串成"一列货车"；"青草""萝卜""蘑
菇""青菜"若干；"山洞"和独木桥若干；椅子做的小兔家4个
（椅子上分别贴着白、黑、黄、灰小兔画）

1、教师启发

2、游戏"小小送货员"

教师讲解：

"小兔子来电话了，要我们送些吃的东西给他们、我们送货员
们可以在仓库里选它们喜欢的食物，给他们送去、送的时候
不能撞到其他的货车、"

3、游戏结束

教师："小小送货员们，你们今天真好，送了许多东西给小兔
子，每个小兔子都打电话来谢谢你们了、下面我们开着"货
车"回家吧（回教室）

小班户外活动轮胎教案及反思篇七

1、认识春游中的户外安全提示标志，了解安全标志的作用。

2、能够在安全标志的.提示下注意自己的活动安全。



能看懂户外安全标志，并了解安全标志所要提醒我们的事。

1、《小兔去春游》故事和ppt。

2、各种户外安全标志图

一、互动交流，激发兴趣

与幼儿共同回忆前不久开展的春游活动经历，再次体验春游
时的愉快心情。提问：

1、前几天我们去了哪里春游？

2、你看到了什么最开心？

小结：我们最喜欢去春游，大家高高兴兴地去，平平安安地
回来，没有人受伤，真开心！

小结：小兔去春游的时候，因为它看懂了安全标志，小朋友
们也提醒了小兔避开危险，保护好自己，所以小兔能和大家
一样高高兴兴去春游，平平安安回来，小兔谢谢大家了！

三、游戏：快速认标志（复习巩固对安全标志的认识）

老师在教室空地上安放三个安全标志牌，幼儿跟着音乐和老
师一起走走，音乐停，教师说出一种标志，孩子听明白以后
迅速找到标志前站好，最快找到的孩子为胜。

小班户外活动轮胎教案及反思篇八

1、知道哪些是危险的事，懂得要远离它。

2、积细安全生活的经验，增过自我保护的`意识



安全flash、图片、记录表格

1、讨论导入：

师：什么是运动安全？

2、播放安全flash，并讨论：在户外时，我们要注意哪些运动
安全？

（1）户外活动时及时让幼儿知道哪些是危险的事，并学习远
离危险的方法：如奔跑时应学会躲闪，否则相互碰撞容易发
生危险。活动中，如发现鞋带散了，应有时系好。

（2）户外活动时，要注意房屋、场地、玩具、用具使用的。
安全，避免砸伤、摔伤等事故发生。

（3）所有幼儿的活动均应在教师视线范围内，对于玩攀爬等
大型玩具的幼儿，带班教师距幼儿不得超过2米，对特别调皮
好动的幼儿，教师要格外关注，及时干预其具有潜在危险的
举动。

（4）户外活动以有组织的集体游戏为主，注意动静交替，教
师既要参与其中又要关注全体，时刻观察幼儿的活动情况，
避免幼儿之间冲突及其它意外发生。

3、请幼儿表演正确的户外运动作法。

4、带班教师要教会幼儿各类玩具的正确玩法，避免因玩法不
当造成意外事故。并请幼儿上来演示正确的作法，如幼儿操
作不当，教师应告知正确作法。

1、评价

2、总结



小班户外活动轮胎教案及反思篇九

1、培养幼儿的快跑，平衡和动作的协调性。

2、增强了幼儿的自信心和勇气。提高了幼儿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

3、发展走、跑、跳等基本动作及动作的灵敏性、协调性。

4、培养幼儿对体育运动的兴趣爱好。

5、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皮球若干

教师带幼儿到户外地场，指导做简单的热身动作。并和幼儿
一起布置好场地。

1、游戏导入

小朋友，我们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玩球，今天我们就和皮球来
赛跑，看谁跑得快!!好不好?(幼儿回答，好)。

2、教师首先说明游戏的规则和过程，并和一名幼儿一起模
拟(我和皮球来赛跑)的玩法，其他幼儿认真看。

3、幼儿开始游戏游戏

幼儿四散站在场地上，把皮球滚出去，同时向着皮球滚出去
的方向快跑，跑到球的前面接住皮球，再继续滚，继续追，
游戏反复进行。

幼儿交替游戏，每个幼儿都参与到游戏中去。

4、游戏结束



师生共同收拾场地，带回教室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