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娱乐活动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
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大班娱乐活动教案篇一

初步懂得保持安静并喜爱安静的环境

学习轻轻走路、轻轻说话、轻放物品

重点难点

重点：懂得保持安静并喜爱安静的'环境

难点：能大胆地讲述自己的想法

活动准备

请大班幼儿排练好“我叫轻轻”的情境表演，磁带、录音机

【活动过程】

一、区角自由活动，教师注意观察幼儿的活动情况

分散活动后集中谈话：小朋友，你们刚才是怎么玩的，玩后
是怎么整理的?(教师有意识地请活动中喜欢奔跑、大声喊叫
以及玩具很重地扔进玩具箱的孩子来说说。)

师：今天，我们班来了几位小客人，大家听一听他们是怎么
介绍自己的。



二、幼儿观看情景表演

小猫出场：我叫轻轻，瞧我走路多轻，老鼠一下子就被我抓
住。

小羊出场：我叫轻轻，玩具玩过了，轻轻放回去。

小兔们出场：我们叫轻轻，大家在一起，不吵不闹做游戏。

小朋友出场：我叫轻轻，每次回家我都轻轻敲门，妈妈说我
有礼貌。

三、讨论

1．刚才你们看到了谁?他们叫什么名字?

2．他们为什么都叫轻轻?

3．轻轻走路，轻轻说话，轻轻放玩具，轻轻敲门好不好?为
什么?

四、行为练习

1．请幼儿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角色表演“我叫轻轻”。

2．游戏“老猫睡觉醒不了”。

教师扮老猫，幼儿扮小老鼠。老猫背对着小老鼠睡觉，小老
鼠们自由活动，有的搬椅子、有的喝水、有的看书、有的画
画，有的整理玩具。如果发出较大声音，老猫转身去抓小老
鼠。

五、结束

在“轻轻”的歌曲声中边做动作边离开活动室。



【延伸活动】

“我叫轻轻”的磁带、录音机放在音乐区，让他们反复欣赏，
提醒幼儿动作轻、说话轻。

【活动评析】

一、设计意图

小班幼儿自控能力差，在日常生活中会不由自主地起哄，再
加上孩子间的互相模仿，导致活动室里充满了噪声。通过此
活动，有意识地渗透环境经验，让幼儿懂得要保持环境的安
静，并产生对安静环境的喜爱。活动通过幼儿自由玩――看
表演――讨论――自由表演的过程，使幼儿比较出嘈杂环境
和安静环境给人带来的不同感受，从心底里产生对噪声的厌
恶和安静环境的喜爱。

二、效果分析

幼儿活动的内容是幼儿亲身经历的，幼儿很容易接受，并乐
意参与到活动中。从一开始的活动到最后环节的活动相比较，
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开始的自由活动是闹闹的、乱乱的，最
后的活动安安静静、有秩序的，从这次活动中感受到让幼儿
亲自参与活动和发现问题，远比教师单一说教的效果要好得
多。

大班娱乐活动教案篇二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感冒的典型特征。

2、掌握预防感冒的一些方法。



3、树立保护身体健康的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4、鼓励幼儿大胆说话和积极应答。

5、培养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快速应答能力。

重点难点：

重点：了解感冒的具体症状以及掌握预防感冒的一些方法。

难点：在游戏中运用自己了解到的方法。

活动准备：

经验准备：幼儿有感冒的经历。

物质准备：

1、手偶乔治玩具，音乐《洗手歌》

2、预防感冒小知识的ppt，健康小贴士主题墙。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6分钟)

1、教师戴手偶讲故事：乔治感冒了，激发幼儿谈论的兴
趣。(3分钟)

提问1：小朋友们，故事里的乔治怎么了呀?他为什么会不舒
服呢?

提问2：你们是怎么发现的?(感冒的特征)

2、自由讨论(3分钟)谈论自己感冒的经历，了解感冒的症



状(出示ppt)。

教师小结：感冒的症状(鼻子不透气、流鼻涕、嗓子痛、头痛、
咳嗽、打喷嚏、有时候会发烧)

(二)基本部分(6分钟)

1、自由讨论：怎样才能预防感冒?

(1)幼儿谈论预防感冒的一些方法。

(2)出示ppt，了解预防感冒的方法。

2、教师小结：总结预防感冒的方法

(1)勤洗手，洗澡，注意卫生

(2)尽量避免与感冒患者接触

(3)少去人员密集的地方，特别是室内

(4)加强体育锻炼

(5)均衡饮食

(6)充足的睡眠

活动延伸：

1、制作健康小贴士宣传画：

通过今天的活动，你们对付病菌的办法肯定更多了。可是，
许多小朋友还不知道这些好方法，请你将这些办法画出来，
我们制作成健康小贴士的宣传画，让更多的人能够健健康康
的过冬天。



2、将健康小贴士张贴在醒目处，让更多的幼儿了解预防流感
的好方法。

附故事：

有一天乔治一个人去森林里玩，他正玩得高兴时，突然下起
了大雨，乔治没有伞，他只好淋着雨匆忙的跑回了家里。晚
上，乔治觉得很不舒服，浑身酸痛，鼻子也堵得慌，乔治缩
成一团，在床上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睡不着。讨厌的鼻涕怎
么也止不住!乔治不停的吸着鼻涕，还忍不住打起喷嚏，因为
鼻子不通气，他趴在床上张开大嘴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看
来，乔治生病了!乔治的妈妈摸摸乔治的额头，说道：”天呀，
乔治你的额头好烫呀。“于是，乔治妈妈赶紧请了杰克医生
来给乔治看病，杰克医生赶紧给乔治打了针，吃了药。过了
几天，乔治又活蹦乱跳的了。

大班娱乐活动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了解老北京的特色叫卖吆喝，体验生活，从中学会怎样做人。

活动准备：

自制：糖葫芦(山楂、草莓、橘子瓣、山药等)，相声小品
《卖冰糖葫芦》视频。

活动过程：

一、甜甜糖葫芦。

1、播放歌曲片段《冰糖葫芦》，通过歌词回忆提问，引出今
天的活动，并出示自制山楂串葫芦。



2、谈话引导幼儿回想自己吃过或见过的糖葫芦。(小朋友们
还记得糖葫芦除了山楂做的，还有什么样的吗?橘子瓣、山
药……)

3、根据幼儿回忆，出示其他品种的糖葫芦，草莓、橘子瓣、
山药(豆)等。

二、相声小品《卖冰糖葫芦》

1、教师扮演卖冰糖葫芦的人，唱买糖葫芦，引出相声小品
《买冰糖葫芦》，幼儿观看欣赏。

(我吆喝的像卖糖葫芦的吗?不像、像。那接下来请小朋友欣
赏一段相声小品《买冰糖葫芦》，你们注意观察小品中买糖
葫芦的是怎么做的。)

2、幼儿欣赏小品后提问：

小品中都有谁?卖糖葫芦的是怎么吆喝的?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情?小姑娘是怎样做的?

3、讨论：小姑娘那样做对不对?她为什么要那样做?

假如你是卖糖葫芦的，你会怎么做呢?

三、我来演幼儿学习吆喝唱卖糖葫芦，模仿小品中人物的语
气对话，并进行分角色表演。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卖冰糖葫芦嘞，又好吃又好看又便
宜的冰糖葫芦嘞“。)

延伸活动：

制作糖葫芦串。



小品简略内容：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卖冰糖葫芦嘞，又好吃又好看又便
宜的冰糖葫芦嘞“卖糖葫芦的喊。妈妈给了小姑娘一元钱，
小姑娘边唱边跳出门了。碰到一个叫卖糖葫芦的，他想买，
糖葫芦一元一支，小姑娘还价五毛，卖糖葫芦的不卖。一会
又来一时髦女郎，卖糖葫芦的急忙揽生意，时髦女郎给十元
买一串，找9元，时髦女郎尝过糖葫芦后说酸，就随手扔掉了。
卖糖葫芦的四处看没人注意捡起来又重新卖，小姑娘发现后
用1元钱买下后扔进了垃圾桶。

设计思路：我班主题活动为”我爱北京“，老北京吆喝是北
京的一大特色，通过欣赏相声小品活动，可以让幼儿体验感
受叫卖吆喝的艺术特色，对北京有另一面的认识。另一方面
是学会做事、做人。

大班娱乐活动教案篇四

通过给幼儿猜谜语，用讨论、说、看、亲身体验，使幼儿由
感受到体验，由浅入深；由理解、认同、到实践。对眼睛在
自己和他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有了较深刻的体会。学习了正
确的用眼常识，了解了不良的用眼习惯对眼睛的损坏，达到
了教学目标。

活动目标

1、指导幼儿认识眼睛的重要作用和保护眼睛的方法。

2、懂得爱护眼睛。

3、培养幼儿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

重点难点



1、怎样保护眼睛

2、如何培养幼儿良好用眼卫生习惯。

活动准备：

教学课件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用一则生动的谜语引入活动主题：上面毛，下面毛，中间
有颗黑葡萄。白天躲在草丛里，晚上急忙盖被子。（眼睛）

2、说说是怎么猜出来的：你怎么知道的？

3、引导认识眼睛的重要性：我们的眼睛重要吗？为什么重要？

4、体验失去眼睛后的不便：这么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了会怎
么样呢？

5、请幼儿用手遮住眼睛，说说感受。

二、引导幼儿初步认识眼睛的作用

眼睛可真了不起，但他也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受到伤害。

1、观看教学课件。提问：这个小朋友为什么要揉眼睛？她的
眼睛怎么了？

2、讨论：眼睛为什么会生病？（脏手揉眼睛，擦眼睛，看书
或看电视太疲劳，坐姿不端正）

3、播放教学课件引导幼儿判断哪些图是正确的，那些图是错



的，为什么？

三、讨论怎么样保护视力？

结束语：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让我们从现在起养成爱护眼睛
的好习惯，让每一个人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大班娱乐活动教案篇五

目标：

1.能控制自己的动作，轻轻地走。

2.提高遵守规则的意识。

准备：在日常生活中提醒幼儿走路要轻轻的。

猫头饰若干

过程：

1、请幼儿戴上头饰扮演“小猫”教师以猫妈妈的形象带领幼
儿模仿小猫走得动作，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

2、请幼儿蹲在活动场地的四周，“老猫”蹲在场地的中间，
创设游戏情境：

“老猫累了，他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小猫们还没玩够，
还想走到外面去玩，可是他们又不想让走路的声音把老猫吵
醒，所以他们必须轻轻的走出去，走的`时候脚要轻轻的落地。
”

3、“老猫”带“小猫”一起说儿歌《老猫睡觉醒不了》。说
完儿歌，老猫闭着眼睛装睡，小猫轻轻地走到场地四周藏起



来。

“老猫”估计小猫藏好以后睁开眼睛站起来说：老猫睡醒四
处看，不见小猫怎么办?然后喵、喵地四处寻找小猫，把小猫
全部找到后游戏结束。幼儿熟悉游戏后请幼儿轮流扮演老猫。

4、游戏进行3~4次以后，幼儿练习踮起脚跟用脚尖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