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和纸杯玩游戏教学反思中班(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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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和纸杯玩游戏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活动目标：

1.体验在变洞洞游戏中的乐趣，愿意探索用多种方法解决问
题。

2.了解“围集”的概念，运用身体的不同部位连接洞洞。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幼儿对身体各部位已经有一定了解。

2.材料准备：报纸球15个左右、音乐碟片。

活动过程：

1.游戏：“请你跟我这样做”

(1)教师用身体各部位变大象，变茶壶……

(2)教师用手掌变出一个洞洞，引导幼儿思考：这像什么?(水
杯、望远镜)引导幼儿说这是一个小洞洞。

(3)请幼儿寻找身体上有哪些洞洞。(鼻孔、肚脐、耳孔)



(4)教师引导幼儿用身体的其他部位来变洞洞。

2.变洞洞游戏

(1)男女幼儿分组变洞洞。教师：看谁的洞洞最结实，可以让
好朋友的报纸球钻过去。

(2)请小朋友想办法，变出大一些的洞洞，让你的好朋友钻过
去。

(3)请大家动脑筋和好朋友合作，变出能让老师钻过去的大洞。

(4)教师钻过的“洞洞”就跟在老师身后变成小火车，直到大
家围成一个圆圈。

3.延伸活动

大家试一试，除了用我们自己的身体变洞洞，还有什么能帮
助我们一起变洞洞?(墙壁、桌子、板凳)

活动反思：

探索用多种方法解决问题是这个活动的重点之一，我设计了
能让每个孩子很快进入角色的导入游戏“变魔术”，将每一
次探索和难度的提升渗透到孩子们感兴趣的游戏中;而掌握洞
的正确概念，并能够用各种肢体语言准确地表现出来是这个
活动的另一个重点.我借助的则是让小小报纸球穿过的游戏。

环节变洞洞。当我发现一个孩子将手臂放在耳边变出了洞，
和别人变得不一样时，马上招呼其他幼儿来看看他是怎么变
的，于是所有的孩子都将手臂放在耳边变出了洞。我在旁边
不断地提醒：动动你的小脑筋.能想出和别人不一样的方法
吗?有一个孩子用双手交叉变成了洞，我马上朝他点了点头，
又用手指了指他的腿.说：“你能再试试吗?”孩子马上心领



神会，用脚变出了洞洞。在西宁，在我们讨论到变出不一样
的方法时.我注意让孩子示范的机会多一些.不再只示范一位
孩子的动作，每当看到一名孩子用身体的各部位变化有所不
同时，马上表扬，这下子孩子们的注意力都转移到设计不同
的动作让小纸球穿过了。

环节玩洞洞。孩子们变出了洞洞，都等着我用纸球来“检
验”洞洞是否结实.我赶紧请孩子们分成两组，男孩子和女孩
子面对面，当一组变洞洞的时候另一组就把手中的报纸球从
洞洞里扔过去，我做过示范后孩子们就非常投入地玩了起来。

在两次活动后我进行了分析，总的来说，这个活动来源于幼
儿生活，设计层层递进，活动中幼儿始终处于自主积极的状
态，与老师配合默契。随着教师预设情景的不断深入，孩子
们由游离于目标之外到对活动本身产生较高的兴趣，从不熟
悉老师到愿意和老师一同想各种办法，贯彻了《幼儿园教育
指导纲要(试行)》中一再强调的让幼儿在自由探索、相互学
习中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和纸杯玩游戏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活动目标：

1.体验共同游戏的乐趣，感受成功的喜悦。

2.感知材料的特征、性质，并能根据物体的外形特征学会正
确选择和使用不同类型的建构材料，围绕主题进行建构。

3.让幼儿学会分工合作，爱护建构材料和建构成果。

活动准备：

1.各种花片、插塑



2.活动前，带幼儿到社区的街道参观

活动过程：

一.师生谈话，引入活动：

师：平时，我们上学、放学经过社区时，你们看到了什么?”
让幼儿说一说街道中有什么，如：房子、花圃等)

二.组织幼儿讨论：

1.师：街道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该选择什么材料来建
构呢?

2.幼儿分组讨论，学习根据物体的'外形特征正确选择和使用
不同类型的建构材料进行建构。

3.请个别幼儿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4.教师小结，如：房子很高，要用大一点的插塑来建构，如
炮筒;游乐器械就可以用童乐高来建构，等等。

三.幼儿建构，教师指导

1.幼儿自由分组，选择自己喜欢的物体进行建构。

2.教师巡视幼儿的游戏情况，鼓励幼儿积极主动地参与游戏。

3.指导幼儿根据物体的外形特征正确选择和使用不同类型的
建构材料进行建构。

4.让幼儿将搭好的物体摆放到指定的地方。

四.教师讲评、结束



1.幼儿自评、互评游戏情况。

2.教师根据幼儿选择建构材料进行建构的情况进行小结，提
出不足之处，提出一次游戏的要求，结束。

活动反思：

当孩子想得到老师帮助时，老师并没有马上告之方法，而让
他们自己想办法，经过一番努力，孩子们终于想出了解决办
法，体验到了成功的乐趣。

和纸杯玩游戏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活动目标：

1、让幼儿踩着板凳上走，发展幼儿身体的平衡性及动作的灵
活性。

2、学会跨越障碍跑，能用跨跳的方式跳过不同的距离。

活动准备：

板凳(每人一把)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引起兴趣，带幼儿做准备活动。(听音乐做律动
活动腰、膝、踝关节。)

1、听音乐，幼儿进入活动室。

2、整理队伍(稍息、立正、成体操队型散开)

3、提问：你知道世界跨栏冠军是谁吗?



蒙眼走路这样的'活动不仅能促进幼儿身体平衡、协调，而且
能培养幼儿勇敢的意志品质。为了让----刘翔。

二、出示板凳，教师示范跨越的动作要领并请幼儿尝试;引导
幼儿探索板凳的各种玩法。

1、教师把活动器材-板凳介绍给幼儿“激发幼儿活动的兴趣。
板凳是用来坐的，可今天我们要用板凳做各种有趣的活动。

2、老师示范用跨跳的方式跳过板凳，把幼儿分两队练习。

3、将板凳增加到两个，让幼儿自由探索尝试如何跳过板凳。

4、请幼儿示范跳过板凳。

活动反思：

大班幼儿已有一定的平衡、钻爬、跨越的能力，对于一些简
单的体育游戏，他们的兴趣已经逐步减弱，他们更喜欢一些
有难度、有挑战的体育游戏。而我觉得规则游戏正好符合孩
子们的需求，结合《指南》健康领域目标具有一定的平衡、
协调能力下的年龄特点和教育建议以及孩子们的兴趣点，我
设计了《勇往直前》这个游戏。游戏更有挑战性和趣味性，
在游戏中我增添了孩子们平时熟悉的栏杆、拱形门、弯路，
让孩子在过障碍的过程中运送珠子，通过互相配合，想办法
解决问题，体验运送珠子成功后快乐。在游戏过程中，我觉
得用语言指挥的小朋友也是特别的重要，他必须表达清楚，
与同伴进行沟通交流，才能与同伴把珠子运送到终点。在交
流与沟通的过程中，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倾听能力都得到
了运用和发展。

和纸杯玩游戏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本次活动备受幼儿喜欢，在制作活动中，幼儿能始终保持饱



满的情绪和极大的兴趣。在实践活动中，幼儿的'发散思维能
力更是得到升华。

1、本次活动的良好成效。

《纲要》指出，老师应该为幼儿提供观察，操作。试验的机
会，支持鼓励幼儿动手动脑，大胆探索。在活动中我把能力
强的和能力弱的幼儿分成一组，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和材料，
让幼儿自己去操作，去探索，结果每个幼儿在活动中都处于
积极的状态，就连平时很调皮的孩子也一直非常认真地在活
动。

在活动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孩子的智慧是无穷的。在利用牙
签尖穿线的时候，由于牙签尖太细了，不容易把线穿过。结
果有个别幼儿发现把牙签反过来，用粗的这头更容易把线穿
过，而且他们还把这经验传给了其他小朋友。

在制作活动和实践活动中，从孩子们的笑脸上我能看出他们
体会到了合作的愉快和成功的乐趣。

2、本次活动的不足

在准备材料时，我应该多准备一些长短不一，质地不一，粗
细不一的线，让幼儿去探索线的长短、质地、粗细对声音的
传递有没有影响。这样更能充分发挥幼儿的探索欲望。动，
就算看透其中的玄机，也别说透，当孩子尝试失败后，他更
愿意接受老师的引导。

和纸杯玩游戏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目标：

丰富幼儿的词汇，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和词语表达能力。



重难点：

通过观察图片，培养幼儿说反义词的能力。

准备：

课件图片、录音机

过程：

课前预备时间(10分钟)：组织幼儿听音乐：《采蘑菇》、
《找朋友》、《丢手绢》

一、开始部分：(1-3分钟)

二、基本部分：(4-14分钟)

活动一：看图认物

1、出示全图或书本，请小朋友们说一说(3-5分钟)

(1)、小朋友们下面的图中都看到了什么?

(2)、你们谁知道，快把看到的告诉大家吧!

2、指导观察：说说图上都有谁?你还发现了什

么?(幼儿说师简结)

活动二：观察与实践

1、出示图一指导幼儿观察图片

(1)、通过观察你发现了什么?



(2)、看看下面的每幅图，你能用相反的词说一说吗?

2、幼儿说一说(教师可依图片做手势帮助幼儿理解)

3、出示提示语：大象大(高)、老鼠小(矮)，小朋友们说对了
吗?

4、明确：大象大(高)、老鼠小(矮)。(板书：大--小)

强调大(高)和小(矮)是表示意思相反的词。

过渡语：小朋友真细心请用小眼睛再看看图二(课件出示)

5、图上都有谁，你发现了什么?

(1)、幼儿说后出示提示语：长颈鹿高(大)、小马矮(小)，小
朋友们说对了吗?

(2)、明确：长颈鹿高(大)、小马矮(小)并板书：高--矮(表
示意思相反的词)

(3)、请幼儿互做表示大和小的动作(师对做的好的幼儿进行
鼓励)

6、出示图三：谈话引导

(1)、图上都有谁?手里各拿着什么?

(2)、你的小眼睛发现了什么，能用相反的词说一说图片上的
内容吗?

(3)、幼儿说后出示问题提示：水杯(热)、雪糕(冷、凉)，小
朋友们说对了吗?

(4)、明确：水杯(热)、雪糕(冷、凉)，并板书：热--



冷(凉)(表示意思相反的词)

7、小结：出示半全图

(1)、依图结合板书强调：大--小高--矮

热--冷是表示意思相反的词。

(2)、请幼儿说一说生活中的大--小、高--矮、热--冷实物，
说明这些现象都是相对的。

(3)、请幼儿做表示大--小、高--矮、热--冷的动作。

轻松一刻(游艺活动：唱一唱、演一演。)

1、导语：刚才大家说的真不错，老师发现有些小朋友已经有
些累了，下面我们来轻松一下。

2、幼儿集体边唱儿歌《蝴蝶、蝴蝶你找谁》边做动作表演。

3、过渡语：蝴蝶在花丛中发现丢失了红玫瑰，那么通过以上
的学习，看看下图你又会发现些什么?(出示图片)

1、谈话诱导

(1)、小眼睛看一看，下面的图片，你能用相反的词说一说
吗?

(2)、比一比看谁说的准、讲的好?

2、幼儿说后出示问题提示：(对说的好的进行表扬)

(1)、小兔跑的快、乌龟爬的慢。

(2)、黑熊胖(力气大)、小猴瘦(力气小)。



(3)、蛇的身体长、虫的身体短。

胖--瘦长--短是表示意思相反的词。

4、请幼儿做：快--慢、胖--瘦、长--短的动作，说一说快--
慢、胖--瘦、长--短的实物，说明这些现象都是相对的。

1、出示图片：依图进行总结说明大--小、高--矮、热--冷、
快--慢、胖--瘦

长--短这些都是表示意思相反的词，这些词都是相对的。

2、游戏对口令做手势(如：大对小大象大老鼠小等)

七、板书设计：

大--小快--慢

高--矮胖--瘦

热--冷长--短

活动反思：

1、幼儿对相反的事物有一定的了解并能在相反中找出规律，
知道一些简单的反义词。也能在日学生活中找出一些相反的
事物。

2、授完这一节课时小孩求知欲得到一定的满足。而且对边的
事总怀着好奇心

3、存在不足之处有个别小孩理解不到位。授课时语言不够生
动，支体语言不够贴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