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创新游戏设计 小班户外游戏活
动教案(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班创新游戏设计篇一

小班的孩子很喜欢参加户外活动，但动作还不协调，很容易
摔跤。为了锻炼孩子身体的平衡本事和协调本事，我设计了
一节户外活动《好玩的球》。想经过本次活动，让每个孩子
都能够得到锻炼和发展，让每个孩子学习到新的玩法，感受
游戏的欢乐。

1、学习拍球，抛接球，滚球，踢静止球等多种球的玩法，发
展幼儿的综合运动技能。

2、培养幼儿对玩球和体育活动的兴趣，发展幼儿的自主性和
创造性。

3、培养幼儿合作意识，提高幼儿合作本事。

平整宽阔的场地，彩色的小皮球。

一、和幼儿一齐做准备活动，边唱儿歌边活动四肢

春天天气真好，（双手高高举起，左右摇摆。）

花儿都开了，（两手张开放在下巴下，像两片小叶子）



杨柳树枝对着我们弯弯腰，（做弯腰动作）

蝴蝶姑娘飞来了，蜜蜂嗡嗡叫。（张开双臂学蝴蝶飞。）

小白兔儿一跳一跳又一跳。（学小白兔跳）

二、导入

1、以儿歌《大皮球》导入，激发幼儿活动兴趣。

大皮球

妈妈买个皮球，

上头画个小猴，

我来拍拍皮球，

小猴翻个跟斗。

请每个小朋友自选一个皮球，说说自我的皮球是什么颜色有
什么图案自我拍一拍皮球。

三、教师示范几种球的玩法，指导幼儿自由玩球。

1、追球

两名幼儿一只球，甲幼儿为滚球人将球滚出，乙幼儿为追球
人，当甲幼儿将球滚出后，乙立刻向前去追球，追到球后交
换主角。注意球要挨地滚动。

2、反弹球

两名幼儿一只球，一人将球往地上用力拍，球往上反弹时，
对方立即去接住球。然后交换主角，继续玩。



3、滚球过门

两人一球，一幼儿两腿开立做球门，另一幼儿距三米处，对
准球门滚出球，进球为胜，交换主角，继续进行。

4、我来拍，你来接

两名幼儿一只球，幼儿甲边拍球边说：“一二三四五，请你
来接住。”当说到“住”时把球抛给幼儿乙，幼儿乙之后球
后，边拍球边说：“一二三四五，请你来接住。”将球再抛
给甲。

幼儿回家后，能够和爸爸妈妈一齐玩皮球，并把自我学习的
新玩法表演给爸爸妈妈看，请爸爸妈妈也表演几种新玩法。

小班创新游戏设计篇二

1、认识、区别绿色、黄色，能一一对应找到相同的颜色。

2、体验妈妈和孩子的亲情。

准备

1、纸板胸饰一份（正面是绿树叶，反面是黄树叶）。

2、一筐树叶，有绿、黄两种颜色。

过程

1、树叶宝宝找朋友。

请幼儿闭上眼睛，从教师的筐里抽取一片树叶。

你是什么颜色的树叶宝宝？



请相同颜色的树叶宝宝坐在一起，把树叶放在椅凳下。

2、树叶妈妈找孩子。

教师扮演大树，伤心地说：“我是树叶妈妈，秋天到了，我
的宝宝们一片一片地往下掉，都飞走了。我真想他们，谁能
帮我找到我的树叶宝宝呢？”

引发幼儿讨论：怎样帮助树叶妈妈找回孩子？

请幼儿每人从椅凳下拿起树叶看一看，自己是什么颜色的树
叶宝宝，自己的妈妈在哪里。

教师挂上绿树叶（黄树叶）胸饰，说：“我的绿（黄）树叶
宝宝在哪里？”这时，绿（黄）树叶宝宝就上前抱抱妈妈，
说：“妈妈，妈妈，我在这里！”

3、游戏：大风来了。

绿树叶宝宝的小手拉在一起，黄树叶宝宝的小手也拉在了一
起：树叶妈妈带孩子们去散步，边走边念：“绿树叶宝宝，
黄树叶宝宝，树叶妈妈爱宝宝。”

当听到“大风来了”的信号时，绿树叶宝宝、黄树叶宝宝分
别抱住自己的树叶妈妈，树叶妈妈与孩子们继续玩耍。

建议

1、在玩“大风来了”的游戏时，可请配班教师扮其中一种颜
色的树叶妈妈，让绿、黄树叶宝宝分别拥抱与自己颜色相同
的树叶妈妈。树叶妈妈交换颜色后，游戏可再次进行。

2、游戏时，总有些孩子找不到树叶妈妈，因此，树叶妈妈应
随机运用鼓励的语言和神情去暗示他们，引导他们进入角色，
缓解其紧张的心理状态。



3、益智区幼儿自主操作《树叶妈妈和孩子》。

小班创新游戏设计篇三

一、活动名称：

小乌龟来运球(亲子游戏)

二、活动目标：

1、通过亲子活动，萌发关心长辈的情感，增进与长辈之间的
感情。

2、锻炼幼儿向前爬行的能力。

三、活动准备

1、幼儿经验准备（略）

3、教师站位、配合准备：

(1)、助教事先安排好场地，将场地布置好。

(2)、主班老师带领幼儿到场地。

(3)、主班老师在前面引导幼儿及家长，助教老师在后面组织
幼儿常规。

(4)、游戏开始后，助教在鼓前等待家长和幼儿来敲鼓，并监
督是否由宝宝敲鼓及那对的家庭以最快的速度来到终点。

四、活动过程：

1、引导幼儿进行小动物模仿操(热身活动)。



2、引导幼儿练习向前爬行的动作。

(1)引题：看，今天老师请了爸爸妈妈来幼儿园跟小朋友做一
个游戏，游戏的名字叫做《小乌龟来运球》。小朋友们想不
想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玩这个游戏呢?玩游戏前我们小乌龟们要
先学本领了。

(2)指导幼儿掌握向前爬行的动作，重点指导幼儿手脚协调向
前爬行。

3、讲解游戏规则和要求

(1)游戏规则：

a、幼儿分成两组，家长和幼儿同时开始，幼儿爬行通过山洞，
家长在山洞另一头等幼儿钻出来，一起走到对面的球筐，每
个人去取回一个球，然后往回走。回来把球放到球筐后，由
幼儿来敲鼓。哪个先到把鼓敲响的的那一队为胜。

b、胜的一对可以得到小红点为奖励。

(2)游戏要求：

a、小朋友一定要向前爬行通过山洞，家长只要从山洞旁边走
到另外一头等待幼儿钻出来。然后每人抱一个球走回来，家
长不能帮助幼儿把球一起抱回来。

b、走到终点时，先把球放到球筐里再敲鼓，应该由宝宝敲鼓，
家长敲鼓的不算。

4、开始游戏，可以重复玩本次游戏。师重点指导幼儿掌握向
前爬行的动作。

5、结束本次活动，并评价本次活动。



6、分组自选游戏活动，鼓励幼儿选择喜欢的游戏材料进行游
戏。

7、播放收玩具的音乐和轻柔的音乐，组织幼儿收放好玩具，
并做放松的动作。

小班创新游戏设计篇四

1.让幼儿知道游戏的名称,激发幼儿的兴趣,在教师的鼓励下
能参与建构游戏活动。

2.让幼儿对建构材料感兴趣，感知特征，熟悉材料操作方法。

3.通过老师的鼓励、帮助，初步学习插、搭高、拼的技能。

4.遵守游戏规则，掌握游戏的玩法。

5.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6.乐意参与表演活动，并坚持到底。

积塑、插塑，带幼儿熟悉幼儿园的环境以及房子图片。

1、导入

小朋友们,今天老师要请大家来当小小建筑师,帮幼儿园盖房
子。

2、观察示意图，引导幼儿说出外型特征

(1)、幼儿园有哪些房子?他们是什么形状的?

(2)、围墙是什么样的?高不高?



(3)、幼儿园的楼房它是几层的?宽吗

(4)、我们要建幼儿园的哪几个部分?

3、教师示范搭建房子的技能和方法

老师按顺序搭出房子的形状，墙可以用正方形、长方形搭建，
屋顶可以用三角形盖顶。

4、提出建构要求

(1)、要搭出房子的主要结构,可以自由选择材料按意愿自由
建构。

(2)、游戏时要爱护玩具,掉到地上要及时捡起来,不要把别人
搭建的房子碰倒。

(3)、要正确收放材料(轻拿轻放、按标记归类摆放)

5、幼儿活动,教师指导

(1)、对搭建能力低的幼儿,可引导其模仿教师或看房子图片
进行建构。

(2)、引导他们从搭平面房子过渡到搭立体房子。

6、欣赏作品

你们觉得哪个房子搭的最漂亮?为什么觉得它漂亮?

7、评价总结

我们今天搭了什么?你是用什么材料来搭的?你还会搭哪些和
老师不一样的.房子?



表扬能大胆建构、大胆创造的幼儿。

8、自然结束。

三角形和正方形我们之前都有学习过，所以孩子在绘画上没
有很大的悬殊。但是小班孩子的小肌肉还没有发展的很好，
所以直线还不能画的很直。特别是房子的身体，都是下面很
大的。所以在绘画直线上还需要加强练习。总体来说，孩子
们画的房子都有一定的模样所在了。

小班创新游戏设计篇五

小红帽是一个家喻户晓，比较经典的故事，流传给了一代又
一代的孩子们。我班小朋友在家中也听过家长讲述过这个故
事。在全班集体教学活动中当大家再次接触到这个故事以后，
被其中的故事情节所吸引，对故事中的人物和内容十分感兴
趣，常常在语言区域活动的时候进行讲述，还伴有自己想象
的动作和表情。有的孩子向我提出了为他们提供材料，让他
们可以制作表演的道具、服装进行表演等等，于是开展了表
演游戏《小红帽》。

1、在理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能够用故事中的语言创造性的
表演。

2、在教师的引导下，鼓励幼儿自主分配角色，学会合作表演。

3、激发幼儿表演的兴趣。

4、借助图文并茂，以图为主的形式，培养孩子仔细阅读的习
惯，激发阅读兴趣。

5、通过教师大声读，幼儿动情读、参与演，让幼儿感知故事。

1、幼儿已经会完整地讲述故事。



2、狼的头饰、草地、大树、沙发床。

3、各种表演道具（丝巾、纸、塑料、纸盘、胶水）

一、幼儿与老师共同布置场景和制作道具

1．回忆故事内容，进行讨论。

提问：故事中有谁？每个角色的服装怎样进行设计？

故事中有那些场景？怎样进行布置？

2．分组制作分为服饰组和场景组，共同制作。

3．幼儿合作摆放场景。

二、幼儿进行表演

1．讨论四个角色的动作和表情，并集体练习。

2．幼儿自主分配角色。

3．在老师的帮助下幼儿穿好表演服装。

4．幼儿表演，教师观察指导。

要求幼儿能够用语言及动作进行创造性的表演。

三、结束评价

鼓励幼儿自主进行评价，说说同伴语言及动作哪些具有创造
性的表现？有什么不足之处？

四、活动延伸



1、你们还听了哪些故事？你最感兴趣的故事是什么？

2、集体讨论并确定下一次表演游戏的内容。请幼儿回去完整
讲述故事以便下次表演游戏。

基本完成了本节课预设的教育教学目标，幼儿对老师的提问
积极响应，与老师的互动很好。老师的有些引导还不够到位，
要多让幼儿表达，以后上课要多注意对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
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