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梦想的演讲稿汇编(通用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通过记录心得
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
己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
助。

幼儿园游戏活动心得体会篇一

明天是六一儿童节，今天学校举办了一个亲子活动。我和妈
妈参加的是二人三足接力赛。练习的时候妈妈说：“先把有
绳子绑住了的腿伸出去，在伸另一条腿。喊“一”的时候同
时迈出被绑了绳子的腿，喊“二”的时候，就同时迈出另一
条没有绑绳子的腿”。就这样练了几布路，我们居然都可以
跑的“飞起来”了。

比赛正式开始的时候，我和妈妈排在第五对，站在我们前面
的是李雨微和她妈妈，站在我们后面的是余琪和她妈妈，站
在余琪后面的是彭岳和他妈妈……我们前面的几对父子或者
母女，他们没有带绑带，就直接用个红领巾帮着腿，有的还
直接用彩带绑着腿。这样他们走起来的时候，腿很僵硬，走
的很慢。这时候，妈妈对我们前面的一对母女——李雨微和
她妈妈说：“你们有没有带剪刀，可以把我们的绑带剪断了，
给你们一半，我们只需要绑绳的一半就可以了。”可是大家
都没有带剪刀。

过了好久，终于轮到我们了。在我们前面的李雨微和她妈妈
绕那个柱子准备掉头的时候，妈妈提醒我：“做好准备，我
数一的时候，就迈出被绑了绳子的腿！”

李雨微和她妈妈快要到达我们面前的时候，妈妈喊：“一”！



我们两个人像箭一样的迈出去了，“一二，一二，一
二……”不一会儿，我们就绕过了柱子。绕柱子的时候，我
的右眼角瞟到了祁老师站在那里，我仿佛听到他在说：“不
用慌，跑的很快！”

两人三足的游戏很快就结束了。我们班虽然没有得第一名，
但是我们玩的很开心。同时，在这个游戏里，我们深深的体
会到了团结的力量，感叹齐心协力的重要性！

幼儿园游戏活动心得体会篇二

xxxx年5月9日在县教育局的组织下，我们有幸参加了由省研
究院吴海虹老师和琼台附属幼儿园丁莉园长主讲的《幼儿游
戏和幼儿阅读技能》的专题培训。通过此次的培训，又一次
的让我们吸收了不同的新鲜知识。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在
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

上午是由吴老师的讲座《幼儿游戏》，开头时，吴老师就指
出：游戏是幼儿教师的基本功，如果一位幼儿教师不会组织
游戏，那就不是一位合格的幼儿教师，因为游戏是幼儿最基
本的活动。现实中，大家都知道游戏是幼儿园最基本的活动，
不要小学化，可是真正的让我们组织起游戏来，确是很多幼
儿教师需要努力学习的。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幼儿教师要提高
《游戏》意识，吴老师说过贯彻《指南》首先得要从游戏做
起。游戏分为两大类：

1、儿童自由自发的游戏，常见于我们的区域活动。

2、是老师设计的游戏，常见与集体游戏。吴老师对游戏的解
读，让我们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玩，就是儿童最喜欢的方式，在玩的过程中会获得知识、技
能、情感等。区域游戏的解读时，吴老师提到了一个问
题：“在平时儿童真的可以自由的玩吗?”想着老师的问题，



联系自己的经验，虽然平时都说让孩子自由的玩，可是，一
但孩子真正玩的时候，总会收到各种的阻碍，老师经常会说，
这个东西要这样玩，不是这样玩的，而且孩子在玩的时候也
总会因为安全问题，受到老师定的一些规则的限制，让孩子
们总是小心翼翼的玩，花样变少了，创意也没显出来。所以，
我发现我们自己现存的不足是，不能够真正的让孩子自由的
玩，同时，还受到了其它方面的影响：

1、材料会限制孩子的玩法。

2、幼儿游戏时间的长度不够，至少要一个小时以上。

3、区域材料的投放也限制了孩子。

吴老师在整个游戏的讲解中，让我们幼儿教师印象最深刻的3
句话。

一、儿童从一出生开始就是主动的、有能力的学习者。教师
要相信孩子。

二、我们眼中的儿童形象和我们的童年经验将深刻的影响我
们的课程观、儿童观、教育观。

三、教学就是倾听，教学就是回应。这是幼儿教师在组织游
戏时，要做到的三点。

下午，丁莉园长的讲座也很精彩，阅读技能的培养一直是一
个困扰我们的问题，因为每次阅读活动时，我发现孩子们总
是不喜欢进阅读区，每次区域活动时，阅读区的孩子总是寥
寥几个。可是这次听了丁园长的讲解，她给我们带来了许多
的新方法，许多组织幼儿阅读的新技巧，她还把她们在做阅
读活动的经验拿出来让我们分享。阅读活动时，要集体阅读
与自主阅读相结合，集体阅读时，教师要进行阅读指导，具
体做法：让幼儿浏览-提出问题-启迪思维-寻找答案-回忆答



案-复习巩固。在讲座中，丁园长还对区角图书的选择、投放
给我们提出了建议。让我们对幼儿阅读能力的培养有了一条
思路，我想，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做一做。

幼儿园游戏活动心得体会篇三

总而言之，在老师们的展示和老师们的精彩点评下，让我感
触颇深，对于游戏活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例如音乐游戏，
通过老师的展示下让我明白，音乐游戏该怎么去组织，是让
他们一直唱还是通过游戏让幼儿在玩中学习。通过游戏，让
幼儿在愉快的气氛中学到了音乐。在游戏过程中，师幼互动
可以决定游戏是否好玩，游戏的所有环节都是在玩，游戏的
进场、过度等等都是在玩。通过老师们的展示课让我再次认
识和重视钟鸣传统的民间游戏，通过民间的经典游戏可以改
善幼儿教育的小学化。游戏的规则得一条一条的加且要层层
递进，游戏示范和规则也要讲解清楚。游戏的准备要充足，
要多给予幼儿充分的游戏时间。通过这次的观摩让我对规则
游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重新审视自己在教育教学中的不足，
对组织活动过程中的准备和实施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我今后
的教育教学活动给予了一定的方向。

幼儿园游戏活动心得体会篇四

在户外，孩子们自然的玩，自然的成长，自然地获得各方面
的发展。在当今家庭育儿方式上存在重智育轻体育、重保育
轻锻炼的现象，多数家庭住在高楼，独门独户，因此幼儿户
外活动的时间很少，普遍缺乏锻炼。我园在实际教育工作中，
更侧重于开展使用有形的运动器械，每天户外体育活动不少
于一小时，在体育活动中培养幼儿坚强勇敢、不怕困难的意
志品质和主动乐观合作的态度，让幼儿在户外快快乐乐的获
得体育锻炼和学习。

鉴于此，我们就幼儿早操与幼儿户外体育活动中体育器械的
运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探索：



户外活动中加强安全教育、增强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在给孩子更多自由的同时，户外体育活动还要特别注意安全
教育。户外场地活动范围较广，幼儿四处分散活动时，教师
的视线不能顾及每个幼儿。因此，在活动前要尽可能预计到
可能出现的不安全因素，活动前老师要向孩子交待活动的规
则和有关安全事项，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检查仪表，注意调
节幼儿运动负荷，活动前后增减衣服。教师要四处巡回走动，
及时纠正幼儿危险动作，聆听幼儿交谈、评价。发现问题及
时进行必要的安全指导和安全教育。

注重体育活动场地的卫生条件。

在我园户外活动已成为一项常规化工作，幼儿每天至少有1小
时的户外体育活动，对运动器材、器械要经常检查、修理、
保养。对室内活动场地、软垫要定期清洁、消毒，让幼儿有
一个安全、卫生的运动环境。这样，幼儿便可以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和能力去自由选择，发展各自的动作及身体素质，
从而能轻松、愉快，安全自由地尽情活动。

合理安排户外活动形式，提高户外活动的质量，促进幼儿健
康发展。

本学期我们将户外活动分为以级部为单位，分段训练的形式
进行实施。将幼儿早操的编排训练融合到幼儿一日户外活动
训练之中。

首先，确定目标，有目的、有计划地提供器材，为幼儿提供
适合其年龄特点的活动器械。在选择器械上我们首先要考虑
它的安全性和耐用性。其次，还要考虑趣味性和多变性。经
过集体研究最终确定本学期户外活动器械分别是小班：自制
沙包；中班：篮球；大班：跳绳。小班沙包，既不能太大又
不能太小，对孩子们来说要能抱在怀里，而且填充物要用棉
花、碎布之类，以免对孩子身体造成伤害。中班篮球，有大



小之分，既不能太大太沉，这样孩子拍起来会很费劲，又不
能太小太轻，孩子会拍不起来。大班跳绳，长度一定要适宜，
软硬度要适中，这样孩子们才会用的顺手。

确定好器械之后，我们把主场地进行了划分，周二、五为大
班活动时间；周一、四为中班活动时间；小班活动时间为周
三。

我们将主场地训练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各级部老师轮
流在场地内对全级部幼儿进行主器械的动作训练。这样既锻
炼了老师们驾驭组织大型活动的能力，也增加了孩子们对枯
燥单一动作学习的兴趣。通过实践训练极大地激发幼儿的体
育兴趣，促进幼儿走、跑、跳、投等基本运动能力的发展。

第二部分训练就是户外体育游戏活动的开发。

首先，老师们根据目标选择，尊重幼儿的个体差异，挖掘活
动器械的功能性和可变性，反复钻研一物多玩，通过丰富的
户外体育游戏，来激发幼儿的锻炼兴趣，增强了幼儿在体育
活动中的主动参与性。例如周目标为练习幼儿的平衡性，教
师们就会提前一周组织教研，挖掘本器械在完成平衡训练的
游戏内容。选择内容有托球走；头顶沙包；送绳宝宝回家，
过平衡木、绕障碍跑、赶小猪等等，通过科学合理、系统的
安排，较好地完成周目标，达到锻炼的效果。

通过教师们的精心选择，一个个适合不同年龄幼儿特点的体
育游戏活动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如：小蛇出洞、穿过封锁
线、赶小羊等。这些游戏比较质朴、活泼，这样的游戏活动
我们每天都会开展，同时我们还会根据主题的内容再挖掘生
成一些新的体育游戏内容。

幼儿园游戏活动心得体会篇五

12月6日我和同事们一行来到玉溪二幼，参加了有关“课程游



戏化”的培训活动。在这半天的学习过程中,让我感受颇深、
受益匪浅。

通过玉溪二幼史老师的讲座、培训，让我在今后教学活动中
如何教学得到了启发。其实，我们的孩子应该回归到游戏中，
在游戏中成长、学习。针对我园的教学实际情况，想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反思。

1.关于游戏的时间

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幼儿自由游戏时间不够，但没有时间可增
加了。这种现象显然是不正常的，因为按照教师的要求玩和
按照自己的意愿玩对幼儿发展的意义是不同的。保证一次连
续游戏时间，有助于提高幼儿的游戏水平。

2.关于主题活动与游戏的关系

大部分幼儿园都是以主题的形式来实施课程的。然而，如何
通过有内在联系的各类活动来展开主题，可以反映教师对主
题活动的不同理解，从而决定游戏在主题活动中的地位与作
用。幼儿园开展主题活动的形式差异很大，如果教师把主题
活动做成主题背景下的分科教学，那么游戏至多就是服务于
某种特定教学目标的手段;如果教师把主题活动做成主题背景
下的探索活动，那么具有游戏意义的自主探索和自发表现就
会渗透在主题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如果教师把主题活动做成主
题背景下与主题名称相关的系列活动，那么教师就会根据这
些活动的需要组织不同形式的游戏;如果教师把主题活动做成
主题背景下的环境创设，那么幼儿的美工建构活动就会占据
主题活动的主要过程。

无论我们怎么理解游戏，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游戏是幼
儿按自己的意愿开展的活动，因此教师只需为幼儿提供游戏
的时间、空间与主题相关的某些材料。在幼儿园课程中体
现“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理念，可以有两种做法，一是模



糊教学与游戏的界限，是两者融合互为生成;二是分清游戏与
教学的界限，是两者并列，相对独立。

3、让区域活动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让教学活动为游戏服务。

以前，我们简单地将幼儿园区域活动定位在“形式自由、室
内有间隔，操

作有材料”的层面上，其实说白了就类似于分组的桌面游戏
或是自由活动。通过探索我们对幼儿园区域活动的内涵和操
作终于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区域活动同是幼儿园课程内容
的其中一个部分，它也是为幼儿园课程目标服务的;区域活动
的内容应当与课程的内容相结合相一致;我们的课程不应当仅
仅停留在集体教育活动上，更应该拓展到区域活动、小组活
动乃至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

4、活动形式丰富起来，为幼儿创造活动的空间。

例如，在开展体育活动的时候，需要锻炼他们跑的技能。这
时，我就会带他们玩“小孩小孩真爱玩”游戏，活动身体的
各个部位，做好跑的准备。幼儿对整个游戏相当感兴趣，在
游戏中幼儿自然而然学会了跑的技能，发展了追逐能力，同
时还满足了他们游戏的需要。

游戏化生活化的教学活动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幼儿学
习知识、体验快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探索的路上任重而
道远。我们应该让教育回归生活，让生活与游戏真正的融入
到幼儿园的课程和老师的教学活动中去，这样才能更好的促
进幼儿的身心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