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主游戏教研活动记录教研内容 幼儿园
自主游戏活动方案(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自主游戏教研活动记录教研内容篇一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的环保意识也在不断的提高，那么作
为幼儿教师我们是否也该对幼儿进行一些简单的环保意识呢。

活动目标：

1、通过撕、揉、捏、团报纸，发展幼儿的小肌肉动作。

2、培养幼儿初步的环保意识。

3、进一步体验游戏活动的快乐。

4、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5、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通过报纸游戏加强幼儿们的环保意识

活动准备：

废报纸若干，10╳10cm左右的小方布块每人一块，皮筋若干。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组织幼儿：

1、师生一起做手指游戏。

2、游戏“小小脑袋藏起来”。

（二）撕报纸：

教师讲解、示范方法，引导孩子将报纸撕碎。告诉幼儿报纸
不能随便乱扔。

（三）团纸球：引导幼儿将碎纸屑全部揉抓在手里，要求地
面干净无纸屑。

（四）玩纸球：将纸球用方布包起来，启发幼儿用多种方法
玩纸球。

（五）带幼儿到户外玩游戏，自然结束本节课

教学反思

1、应该对幼儿们进行分组游戏

2、在游戏中应该邀请小朋友和老师一起游戏

自主游戏教研活动记录教研内容篇二

自主游戏分享活动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游戏形式，是通过自
发组织游戏分享会，让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分享自己喜爱的游
戏，发现更多有趣的游戏，同时也可以提高自己的游戏水平。
最近我参加了一次自主游戏分享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我收
获颇丰，对自主游戏分享活动有了更深的了解。



第二段：收获与体会

在这次自主游戏分享活动中，我首先收获到了许多有趣的游
戏。大家各自带来了自己喜欢的游戏，有VR游戏、桌游、主
机游戏等等。通过大家的分享，我不仅了解到了一些我之前
没有接触过的游戏，还发现了自己喜欢的新游戏类型。同时，
我也从其他人的分享中学到了许多有关游戏的技巧和攻略，
这对我提升游戏水平有着积极的影响。

第三段：交流与互动

自主游戏分享活动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交流与互动。在
活动中，大家不仅分享了自己的游戏，还互相交流了游戏的
心得和体会。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游戏中的难关如何破解，一
起展示自己的游戏技巧，还可以相互借鉴和学习。这种交流
和互动让我感到很愉快，不仅加深了我对游戏的理解，还培
养了我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能力。

第四段：开拓思维与视野

参加自主游戏分享活动还让我拓宽了我的思维和视野。在活
动中，我发现不同人玩同一个游戏的方式和策略是完全不同
的。有些人注重快速通关，有些人追求完美收集，还有些人
更喜欢探索游戏背后的故事。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我开始思
考游戏的多样性及其给人带来的不同体验。从而更加开阔了
我的思维和视野，对游戏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第五段：自主游戏分享活动的价值

自主游戏分享活动具有重要的教育和娱乐价值。通过分享和
交流，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游戏的魅力，提高自己的游戏水
平，开阔自己的视野。同时，这种活动还可以促进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和互动，培养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能力。此外，自
主游戏分享活动还可以促进游戏产业的发展，让更多人了解



和喜欢游戏，推动游戏行业的繁荣。

总结：

通过这次自主游戏分享活动，我深刻体验到了游戏的魅力和
互动带来的快乐。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各
种游戏分享活动，并将所收获的知识和经验分享给更多的人。
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自主游戏分享活动中，
一起探索游戏的乐趣，提高游戏水平，丰富自己的生活。

自主游戏教研活动记录教研内容篇三

自主游戏分享活动是一种鼓励孩子们自主游戏、分享游戏经
验的活动，能够培养孩子们的独立思考和合作精神。在参与
这个活动后，我深深感受到了它带给我的收获和启迪。以下
是我对这个活动的心得体会。

首先，自主游戏分享活动让我体验到了自由选择的乐趣。这
个活动给了我们自由选择游戏的机会和权利。在活动开始前，
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各种不同的游戏，然后让我们自由选择自
己感兴趣的游戏。这样的自由选择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因为
我能够选择我自己喜欢的游戏，而不是被迫去做自己并不喜
欢的事情。这种自主选择的乐趣让我更加热爱这个活动，也
让我更加主动地参与其中。

其次，自主游戏分享活动促进了我的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在这个活动中，没有老师来指导我们怎样玩游戏，我们需要
自己摸索和探索。在游戏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新的玩法和
策略，并与同学们分享交流。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我不仅丰
富了自己的游戏经验，还学会了如何有效地传达自己的想法
和观点。这种自主学习的过程让我在沟通和表达能力上得到
了提升，也让我更加有信心去尝试新的游戏和探索未知的世
界。



另外，自主游戏分享活动激发了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
游戏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尝试和创造新的玩法，以解决问
题或者达到游戏的目标。这让我意识到，创造力和想象力是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活动中，我看到了许多同学们独特的创
意和想法，这进一步激发了我思考和创造的欲望。通过这个
活动，我明白了创造力和想象力是我们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也是我们未来面临挑战时最重要的资本。

此外，自主游戏分享活动加强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在活
动中，我们需要和同学们合作完成一些游戏任务，这需要我
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和配合。在游戏过程中，我学会了有效的
沟通和协作，也学会了尊重和包容他人的意见。通过与队友
们的合作，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只有当每
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优势，各尽所能时，我们才能够取得更好
的成绩和更大的成功。

最后，自主游戏分享活动让我体会到了游戏的快乐和愉悦。
游戏是一种快乐的享受，它能够让我们暂时摆脱烦恼和压力，
享受纯粹的欢乐。在游戏中，我感受到了无尽的乐趣和刺激，
忘记了一切烦恼和困扰。游戏不仅能让我们放松心情，也能
培养我们的耐心和毅力。通过这个活动，我更加理解了游戏
的意义和价值，也更加感恩能够有机会参与到这个活动中。

总而言之，自主游戏分享活动是一种富有意义和价值的活动。
它不仅让我们体验到了自由选择的乐趣，还促进了我们的自
主学习、创造力、想象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的提升。同时，游
戏也带给我们快乐和愉悦。通过这个活动，我深深感受到了
游戏的魅力和教育意义，也更加珍惜了自己的成长机会。我
相信，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各种游戏中，
并用游戏的智慧和乐趣去面对挑战和困难。

自主游戏教研活动记录教研内容篇四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积极的参与意识和在集体中的配合能力。

2、增强了幼儿敢于战胜自己自信心和勇气，进一步学会了集
体合作。

3、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应经学习了知
识。

4、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
一起游戏。

5、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活动准备：

1、哨子一个，小红旗两个

2、音乐《一起加油》

活动过程：

教师带幼儿到户外操场，指导做简单的热身动作。蹲下，起
来，慢跑，扭腰等。

1、教师首先说明游戏的规则和过程，并和部分幼儿一起模拟
掩饰过隧道的清景。其他幼儿认真看。

老师问，隧道里面黑乎乎的，你们怕不怕？（幼儿回答，不
怕）你们想不想参加这个游戏啊？（幼儿回答，想）下面我
们一起看看谁是一个小勇士好不好？?（幼儿回答，好）此时
幼儿以急不可待的想参加到游戏中去。

2、游戏分组

将全班幼儿分成两个小组，每个小组的一半幼儿站成两排，



按顺序每两个幼儿手抓手，举过头顶，身子稍微向前倾斜，
两队之间便有了一个长长的洞，这就是隧道的模拟，另一半
幼儿要弯着腰快速的从隧道中过去，看看那个小组最先完成，
就发给他们一个小红旗。让后幼儿换角色进行游戏。

3、开始游戏

幼儿准备好以后，哨声一响，游戏就开始。在音乐的配合下，
幼儿紧张而忙碌起来，当隧道的小朋友努力的支撑着，并嘴
里一起喊着加油！过隧道的幼儿紧张的，有序的，匆匆的穿
越隧道，小眼睛还不是看看另一组的小朋友，害怕被他们争
了先。

4、一轮完成后，幼儿换角色进行游戏。

自主游戏教研活动记录教研内容篇五

调查目的： 了解幼儿园游戏活动的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
调查时间： 2016年10月15日~11月1日 调查地点： 春苗幼儿
园 调查对象：

全园教师 调查方法：

访问法、谈话法 调 查 人： 张淑琴

游戏是儿童主要的活动，能给幼儿带来愉悦的情绪体验，可
以促进儿童身体、认知、社会性、情绪情感等各方面的发展，
对儿童健康、和谐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游戏是幼儿最基本的活动方式，是获得发展的最
佳途径，也是幼儿学习的基本方式。教育家罗素曾经说
过：“热爱游戏是幼小动物—不论是人类还是其他动物最显
著的易于识别的特征。对于儿童来说，这种爱好是与通过装
扮而带来的无穷乐趣形影相随的，游戏与装扮在儿童时期乃



是生命攸关的需要，若要孩子幸福、健康，就必须为他提供
玩耍和装扮的机会。

通过对幼儿园老师进行调查，了解到幼儿园游戏的现状和存
在的一些问题。

体育游戏、角色游戏、建构游戏、音乐游戏、小型结构游戏。

幼儿常玩的过家家游戏除了具有帮助幼儿了解、熟悉现实世
界、认识不同社会角色的作用之外，还能因幼儿将自己的经
历、感情、生活中的重要他人或幻想中的人物投射到玩具等
物品上，帮助幼儿通过认同某一个角色，从而达到心理状态
的平衡。例如玩“在医院里”的游戏，有助于害怕上医院看
病的孩子表达出对医生、医疗器械、疾病与死亡的恐惧。在
游戏治疗中，我们让幼儿扮演医生，而由教师（或家长、玩
偶）代表看病的孩子，表现出孩子的害怕与需求。比如在幼
儿扮演医生不停地给洋娃娃打针时，教师可在旁边替洋娃娃
说：“哎哟，好痛啊，你把我弄痛了，我不要来这里，我要
走！我要回家！”在这个游戏里，孩子被赋予医生的力量，
并在成人的协助下把作为患者的弱势角色投射到洋娃娃身上，
获得控制感。这类游戏不仅能重现幼儿的经历，而且可以释
放他们的恐惧，在一个安全的氛围下实现玩伴间的相互认同、
支持。

教师还可利用各种玩偶和房间模型，和幼儿一起玩“家庭
剧”的游戏，一方面通过幼儿摆放房间物品的格局，了解幼
儿的心理世界，了解他对家庭的认识，一方面在下一步的游
戏中引导幼儿（或象征幼儿的那个玩偶）在房间内经历某些
事情，实现心理成长。

幼儿通常很早就会在生活中表现出对电话的浓厚兴趣，每当
家里的电话铃声响起，他们往往会抢着去接听。接打电话，
对孩子来说，意味着能像成人一样做事。幼儿在游戏中使用
玩具电话，可以模拟出假想情境下与另一个幻想角色的对话，



幼儿既可以作他自己，也可以模拟生活中的某一角色，如妈
妈、医生、朋友、已离开（包括去世）的亲友。这时，教师
或家长可以配合幼儿的想象，扮演他想像的那个人与之对话。
在电话中，幼儿往往会和自己生活中重要的人说话，从而表
露出自己的情绪体验、生活经历。在使用电话时，幼儿会获
得这样的体验：当我不想讲话时，我只要把电话听筒放下就
行了——我是可以控制与人交互的活动的。这是一种对幼儿
的心理健康非常有意义的控制感。幼儿利用各种材料制作的
美术作品，以其天真浪漫的反传统的不拘一格的表现手法，
展示了他们善于思维、乐于创造的一面。

游戏是幼儿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在游戏中，幼儿广泛地运用
着已有的知识经验，这有助于巩固加深幼儿的知识。幼儿在
游戏中要使用多种多样的玩具和材料，并进行探索性试验，
从而认识和掌握各种物体的性能和用途，了解事物之间的相
互作用和因果关系，获得初步的自然科技常识。

运用实物和动作的游戏，可发展幼儿的感知觉，这对幼儿有
重要的意义。在游戏中，可以发展幼儿的思维和语言，如当
幼儿确定游戏的名称时，就已经把游戏过程中反映的那些内
容和特点，以及自身获得的印象和观念概括在游戏的名称中。
在游戏中，幼儿要运用语言来表现游戏的情节和内容，交流
思想，商讨各种办法，因而能促进语言的发展。游戏对想象
力的发展有特殊的作用。在游戏中，幼儿要想象出游戏的情
节，发展和补充游戏的内容，创造性地反映所感兴趣的部分，
以游戏材料、甚至以想象来代替真实物品。游戏是在想象的
状态中进行的，没有想象就没有游戏的创造性。因此，游戏
有力地促进了想象力的发展。在游戏中，还发展了注意力和
记忆力。

首先，幼儿通过扮演角色，学习着各种角色的优良行为。幼
儿常喜欢扮演的角色有妈妈、老师、医生、警察、售货员等。
扮演角色本身就包含着行为的榜样。幼儿要模仿这些角色的
劳动态度、言行、相互间的关系，体验他们的思想感情，并



要根据角色的行为来调节自己的行为，从而受到潜移默化的
影响。

其次，游戏有助于培养幼儿的意志、性格。游戏大都是集体
的、有规则的。在游戏中，幼儿为了达到游戏目的，就要约
束自己、克服困难、坚持工作，这有利于培养幼儿积极主动、
勇于克服困难的优良品质，锻炼控制自己的能力，促进自我
调节与随意性行为的发展。通过游戏，还可以针对幼儿性格
的特点，进行个别教育。游戏是幼儿最喜爱的活动，在游戏
中可以调动幼儿的积极性。

教师是幼儿园游戏活动的组织者、观察者、指导者、评价者，
在儿童游戏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要想充分发挥教师在游戏
活动中的作用，教师还需要认真探究对儿童游戏的指导策略。

观察是理解儿童游戏行为的关键，是有效指导幼儿游戏的前
提。观察为评价游戏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为预设游戏提
供了可参考的资料。

(2)帮助儿童掌握作品的内容、情节和人物形象特点；（3）
帮助儿童组织游戏；（4）始终关心和支持儿童的游戏。

（2）玩具选择应符合儿童身心发展水平；（3）玩具要符合
卫生要求：无毒、色彩鲜艳、不易脱落、不易损坏；（4）游
戏材料应由幼儿自己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