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游戏活动教案反思(优秀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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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
喜欢!

大班游戏活动教案反思篇一

1、复习有关汉字。

2、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及综合分析能力。

3、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4、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应经学习了知
识。

5、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1、棋盘一张。

2、25张用硬纸片做的'棋子（稍小于棋盘格子），分别写有
汉字。其中水果类5张，如：梨、苹果、桃、杏、西瓜；干果
类5张，如栗子、核桃、枣、花生、榛子；蔬菜类5张，如白
菜、土豆、茄子、辣椒、黄瓜；农作物5张，如玉米、小麦、
高梁、水稻、大豆。另外5张不写字。

1、将棋子字朝下，打乱摆放在棋盘的粗格子里，4位幼儿分
别站在棋盘的一方，每人认一类棋子。（如甲找水果、乙找
干果、丙找蔬菜、丁找农作物）。

2、幼儿轮流翻棋子，翻时不能让其他幼儿看见棋子上的字，
翻到自己要找的棋子后，就把字翻过来，正面朝上放在自己



一侧的格子里；如翻不到自己要找的棋子，（老师、）仍放
回原处，记住下次不去翻它。反复轮流翻棋，谁最先找够自
己5枚棋子，谁为胜。

1、为提高游戏难度，可将5枚空棋子写上不属于上述四类的
其它汉字摆在棋盘中。

2、根据游戏需要，也可在棋子上写其它类物品的名称，如家
禽类、植物类、文具类、乐器类等。

孩子们各自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活动区活动，我来到了益智区
看到了李浩、陈泽涵、包昱昂、彤彤四个小朋友在玩翻翻棋，
我站在一边观察孩子，只见他们有序的专注的翻着自己的棋
子，不一会包昱昂赢了，他非常高兴，不一会包昱昂有些坐
不住了，边说话边下座位左顾右盼，影响着其他幼儿下棋。

分析：

通过观察我介入到孩子们中间，参与孩子们游戏。包昱昂对
游戏的成功感到很高兴和自豪，以至于影响以后游戏的情绪，
再加上游戏本身对幼儿没有一定的挑战性，幼儿不感兴趣。
于是我对幼儿说：“谁赢了？”“包昱昂。”“其他小朋友
要加油了！”在我的鼓励下浩浩又赢了。我说：“第一局包
昱昂赢了，第二局浩浩赢了，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记住今天
谁赢了几局？你又和谁下棋呢？”在大家的争议中，我们选
定了用纸写下来进行记录。于是我请浩浩将自己的方法介绍
给大家。下棋记录表就这样产生了。

措施：

孩子们拿起笔记录了自己与同伴的名字、下棋的时间、输赢
结果。的确，下棋记录表调动了孩子们的——积极性，也为
孩子们创造了同伴交往合作的机会，也为孩子们将来上小学
制定合理计划打下了基础。



在活动区活动中，我运用了王老师讲的如何观察幼儿？如何
进行主观判断？如何帮助幼儿等。活动中，通过注意观察幼
儿，发现幼儿从有兴趣到游戏的不专心，通过观察我介入后，
巧妙地帮助幼儿解决问题，激发幼儿的兴趣，调整游戏的内
容，使游戏内容更加有挑战性，同时运用同伴的交流增长了
幼儿的经验，使幼儿真正获得发展。

大班游戏活动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教幼儿初步学习拍皮球。

2、提高幼儿的运动技能，培养幼儿对球类活动的兴趣。

3、在拍球过程中让幼儿初步感受到手掌拍的力量和球的关系
使幼儿手眼协调。

活动准备：

幼儿人手一个球。

活动过程：

1.新学队列：成体操队形散开。

教师指导下，全体学生反复练习，逐步熟悉队形散开、集合
方法。

不同形象走。

徒手操：

1、手腕和脚腕活动、膝关节运动、正压腿。



2、教师边示范边讲解拍球动作。要求：用手向下拍一次球后，
用双手接住球。幼儿分散练习，教师巡视。

3、教师教幼儿连续拍球：用手将球拍下，当球弹起后，再接
着一下一下地拍。幼儿练习。

4、单手拍球，边走边拍，要注意节奏。

5、双手交替拍球。

6、手拍小皮球，我们绕圈走。

7、游戏"看谁拍得多"。

8、结束。表扬学拍球认真的幼儿，带领幼儿将球送入筐中。

多元价值分析：

1、拍皮球是民间游戏的一种，孩子们对拍皮球非常感兴趣，
皮球除了"拍"以外还有很多玩法，这就为幼儿提供了想象力、
创造力。

2、拍皮球锻炼了幼儿控制手掌用力程度，能培养孩子手、眼
的协调能力以及动作的敏捷性，促进节奏感的发展，提高运
动能力，增强幼儿的体能，发展了幼儿动作的协调性。

大班游戏活动教案反思篇三

1、喜欢玩大型玩具。

2、学习解决在游戏中发生的问题。

3、能相互谦让，不拥挤，推攘同伴。



4、喜欢参与游戏，体验。

5、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提醒幼儿适当脱减衣服。

一、提出要求。

1、请幼儿自己说要求

2、安全要求

二、幼儿游戏玩法：一个跟着一个上去玩再滑下来。

规则：不能推挤，不能抢，违反规则就取消玩的'资格。

三、做安静游戏并小结。

大班游戏活动教案反思篇四

发展幼儿腿部力量及动作的灵敏性，协调性，准确性，提高
平衡本事。

踢绳毽

1、踢绳毽（毽子上头拴一根绳子 手持绳端，用脚的内侧，
外侧或两脚交替踢毽。

2、一踢一接毽子（鸡毛毽 用手托毽子，轻轻上抛，用一脚
内侧踢毽子，再用手接住。反复练习抛，踢，接的动作，还
能够用手，脚，面，抬平大腿等处接毽子。

3、连续踢毽子，用左（右 叫内侧，或外侧连续踢毽子，使
毽子不落地，也能够用左右脚交替连续的踢毽子。



4、团体踢毽子，两人，三人或多人围成圈，交替或轮流踢毽
子，使毽子不落地。

1按照规定动作及要求踢毽子。

2踢毽子过程中，如果未踢中或未接住毽子，使毽子落地则为
失败。

3记数比赛时，从踢中次数最多的一队为胜。

1年龄小的幼儿，以踢绳毽为主。

2先让幼儿个人掌握简单的，不一样的绳毽子方法，然后再变
换花样或进行比赛。

3因地制宜制作各种不一样的毽子，进行踢绳毽子游戏活动。

大班游戏活动教案反思篇五

发展幼儿听信号快速变换方向的本事。

1、教师先向幼儿介绍游戏的名称及玩法。

名称：《小白兔钻山洞》

1、将参加游戏的人，分成人数相等的三个活两个小组，第一
组和第二组幼儿，每个人手拉手举起来，组成一个山洞。第
三组的幼儿就能扮小白兔。

2、游戏开始后，教师将小白兔集合在一齐，手拉手边跳边唱。
一二组扮山洞的幼儿也随着唱歌，一会儿教师突然喊：“狼
来了！狼来了！”小白兔们就一齐竞相钻山洞，一个洞只能
钻一个人，最终有没有钻到洞的人，就要表演一个节目。就
这样，第一组和第二组的'幼儿相互调换，游戏继续进行。



3、教师带领幼儿进行游戏，并注意安全。

4、游戏结束后，教师做活动总结。

大班游戏活动教案反思篇六

1．积极运用拼接组合的双色板创造性地进行走、跑、跳等各
种动作练习。

2．能主动与同伴一起探索双色板的各种连接方法，设计不同
的运动方式。乐意与人合作，敢于挑战自我，体验成功和合
作的愉悦。

1．场地四角分别放置若干双色板、平衡木和箭头及标线。

2．红蓝双色板60块(每块大约长40厘米，宽20厘米)，走、跑、
跳、爬等运动标志，擦汗用的小毛巾等。

3．展示板，记录用的双色板标志。

一、热身运动 1．幼儿随着强节奏音乐手持双色板跑进场地。
2．幼儿跳双色板健身操。

二、探索在双色板上进行运动

1．引导幼儿探索在红蓝双色板上可进行的运动，并分散练习。

(1)说一说：这块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讨论：在这块板上能做什么运动?

(3)请幼儿找空地分散活动，可以单独活动，也可以与同伴合
作活动。

(4)引导幼儿用语言和动作交流自己在板上做了什么运动。



2．引导幼儿以不同方式连接双色板，并据此设计不同的运动
方式。

(1)出示展示板，和幼儿讨论双色板的不同连接方法，共同设
定在板上进行的运动方式并贴上相应的运动标志。

(2)鼓励幼儿以小组为单位，按照讨论结果连接双色板并进行
对应的运动，要求幼儿每练习一种运动就在展示板上贴上相
应的运动标志。

(3)鼓励幼儿把双色板连接成不同的路段，进行走、跑、跳、
爬等各种动作练习。

(4)简单小结，鼓励幼儿大胆尝试每种运动方式。

三、练习通过每组连接的双色板路段，并尝试通过富有挑战
性的障碍物

(1)设置“危险”路段，引导幼儿大胆尝试，练习走30～40厘
米高的平衡木。

(2)鼓励幼儿大胆通过障碍，并不断提高动作练习的难度。

四、放松运动

(1)幼儿互相表达成功的喜悦，做放松运动。

(2)教师和幼儿一起收拾双色板，结束活动。

大班游戏活动教案反思篇七

1、喜欢参加体育活动，体验与同伴共同游戏的快乐。

2、探索滚球、躲避球的方法。



3、能用眼跟踪、观察物体运动方向的同时，提高快速躲闪的
能力。

【活动准备】

1、知识准备：幼儿已玩过教师手持多个“火球”滚向他们，
幼儿灵活躲闪，不被球击中。

【活动过程】

玩法一：全体幼儿站在场地中间，教师手持火球滚向幼儿。
幼儿躲闪灵活，不被击中。球的数量逐渐增多。

规则：被球击中者停止游戏一次。

注意事项：奔跑时注意安全，避免碰撞。

评析：这是一个师生互动的游戏。这个游戏基本保持了原
来“打野鸭”的方法。但是难度上有变化。

一、是球的数量有所增加，教师手上的球从一个到多个滚向
幼儿。

二、是滚球的方向在不断变化。教师在圆圈上，不断变化滚
球的方向，幼儿也跟着跑动躲球。

玩法二：幼儿分两队，一队幼儿站在边线上滚火球，另一队
幼儿依次排开站在圆圈上，躲避正面滚来的火球，想出各种
躲避火球的方法。

规则：

1、只能在圆圈内躲避火球，如果离开圆圈就算犯规。

2、提醒幼儿只能用球滚同伴的脚，不能抛击同伴脚以上的身



体部位。

评析：这个玩法注重了幼儿间的互动。幼儿在相互滚球与躲
避过程中，要动脑筋玩，随着球滚过来的方向，左右跑动，
上下跳动，前后奔跑等，活动的运动量大，幼儿身体的敏捷
性得到提高。

玩法三：幼儿分三队，一队幼儿站在圈内，两对幼儿迎面站
立在边线上，持球的一队先将火球滚向圈中的幼儿，对面一
队幼儿接到火球后再立刻滚出，幼儿滚球速度又快又慢，躲
球的幼儿需不断判断火球滚来的方向迅速躲避。被球击中的
幼儿与滚球者交换位置，游戏继续进行。

规则：

1、滚球的幼儿接到球后，迅速把球滚向圈中幼儿。

2、被球击中的幼儿须与滚球者交换位置。

评析：幼儿由两队变为三队。由于两边幼儿滚球的速度快慢
不一，这就需要躲避火球的幼儿对不同方向向先后滚来的火
球迅速作出判断，从而不断变换自己的身体方向灵活的躲避。

玩法四：幼儿分三队，一队幼儿站在前面的起跑线上，两队
幼儿在其侧面迎面站立。听到指令，起跑线上的幼儿迅速向
前面跑动，躲避从两侧面滚来的火球，以速度最快，不碰到
火球者为胜。躲球的幼儿与滚球者交换位置，游戏继续进行。

规则：

1、奔跑时注意安全，不互相碰撞。

2、被球击中者停止游戏一次。

评析：这个玩法难度很大。幼儿要从躲避正面的火球变为躲



避两侧面的火球。两侧幼儿同时不断将球滚向中间跑动中的
幼儿，求得数量越来越多，火力越来越猛，幼儿需迅速判断
时机，快速冲向终点，从而成功地躲避火球，这对幼儿来说
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既要鼓励幼儿大胆、勇敢、又要鼓励幼
儿反映迅速，身体随着球滚动的方向的改变而改变。

大班游戏活动教案反思篇八

这是xx实验幼儿园的一次优秀教学展示活动。执教老师是著
名的中国福利会幼儿园的园长施渫非老师。这次活动的内容
是大班体育活动《疯狂的椅子》。活动目的是通过“挑战椅
子”的游戏，来发展孩子的跳跃、平衡、协调等方面的能力；
同时培养孩子创新、勇于挑战、坚持到底的意识和能力。

整个活动生动而又充满挑战。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环节三游戏
“挑战椅子”。施老师在游戏前引导孩子们尝试有各种各样
的方法来玩椅子，然后让幼儿们来挑战它们。

1.在场地上放一张桌子，让孩子们尝试站在桌子上往下跳；

2.在两张并排的桌子上放了一把小椅子，让孩子们尝试从高
处往下跳；

3.在原有的基础了，小椅子正放，要求孩子跳过椅子背；

孩子们呢？刚开始会有些害怕，游戏1、2基本还敢于尝试；
但最后游戏3加大难度了，他们就有点退缩；还出现了小伙伴
之间“谦让”的现象。你让我，我让你的。有些孩子甚至豁
出去了，大声嚷着：“闭着眼睛跳过去就好了”。呵呵，这
当然是不可取的喽！

看到孩子们出现这样的情况，施老师开始张开他坚实的臂膀，
我以为他会辅助孩子跳下去。结果他却站到一旁，用肢体和
言语让孩子们自己跳下去，并示意孩子们，老师会保护你们



的。随后，在听课老师自发的加油声中，有孩子愿意尝试
了??随后，有更多的孩子们都有了勇气去挑战。当他们挑战
成功后，我们又再一次的自发鼓掌去鼓励这帮勇敢的孩子。

活动延伸环节，施老师还用了多种花样来玩桌椅。最后
的“撤桌子”游戏，也十分有新意。两张桌子上站十多个小
朋友，最后剩八个，四个??这又培养了孩子齐心协力和同伴
间的合作能力。

整个活动在欢笑声和掌声中结束。

在的潜力。有时候，你觉得孩子完成不了的技能。其实，只
是你过于想保护他们，自己先否定他们了而已。或许，下一
次，让他们自己做好准备去尝试，去突破！他们真的能做到
也不一定。所以，必要的时候，给孩子一些挑战。让他们在
挑战中进一步提高！

大班游戏活动教案反思篇九

《纲要》指出：教育内容的选择，既要贴近幼儿的生活来选
择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和问题，又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和视野。
“椅子”陪伴着大班幼儿，即将走过三个春秋，是幼儿每天
活动都离不开的工具。平时，孩子们喜欢有意无意地玩些椅
子游戏，如把椅子当马骑、当摇椅、当独木桥等等，但这些
游戏往往因安全问题而被限制。为了满足孩子好奇、好玩的
心理，我引导他们用椅子开展游戏，激发孩子的创新思维，
体验游戏的快乐。

1．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体验身体运动的乐趣。

2．探索椅子的多种玩法，提高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活性。

探索椅子的多种玩法，提高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活性。



探索椅子的多种玩法。

椅子、奖牌、音乐。

1．幼儿带椅子列队准备。

2．幼儿听音乐，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椅子操。

1．幼儿第一次探索：自由探索椅子玩法。

（1）教师引导，“椅子的用处可真大，让我们想想椅子有哪
些有趣的玩法呢？请你试试看。”

（2）幼儿自主探索，教师进行随机鼓励指导。

（3）交流分享：请幼儿讲解示范自己尝试的游戏玩法。

2．幼儿第二次探索：合作探索椅子玩法。

（1）教师引导，“小朋友们的办法真奇妙！请你和小伙伴再
一起试试看，椅子还有哪些更有趣的玩法。”

（2）幼儿第二次探索，教师进行随机鼓励指导

（3）交流分享：请幼儿讲解示范和小伙伴一起尝试的游戏玩
法。

3. 幼儿第三次探索：进一步合作探索椅子玩法

（1）教师引导，“请你和小伙伴用别人的方法玩一玩，还可
以继续去发现新的玩法。”

（2）幼儿第三次探索，教师进行随机鼓励指导

（3）幼儿分组搭超级独木桥并尝试通过。



（4）比赛：超级独木桥。

1．为幼儿颁发奖牌，师生分享成功的快乐。

2．幼儿听音乐做放松动作，整理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