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角色游戏活动教案及反思 角色游
戏活动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
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角色游戏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一

说明

“一窝蜂”现象标志着大部分幼儿已进入“平行模仿性装
扮”即平行游戏阶段。这种平行游戏，是游戏的社会化水平
的初级形式，表明幼儿之间已形成了初步的玩伴关系，由独
自游戏转向关注他人的言行、受他人他物的吸引，但尚没有
建立真正的协商合作关系。因此，基于幼儿的年龄特点，基
于游戏发展的需要，帮助他们由平行游戏向高一层次游戏水
平的发展做些过渡准备就显得十分有必要。

1、丰富幼儿有关主题的经验。

2、启发幼儿观察家庭生活，成人劳动（菜场、公园、汽车、
医院等）

3、回忆讨论a、家里的事爸爸妈妈是怎么分着做的？b、成人社
会的工作分工。

说明

游戏是幼儿反映生活的意愿性游戏。观察得越细致，感性认
识越丰富，反映出来的游戏行为就越生动。尤其小班对日常
生活中许多事情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却很少有目的地观察，



更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有目的地引导幼儿去回忆生活、了
解生活对游戏的开展无疑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1、自由选择

（1）、启发：找朋友－起玩，和朋友商量你们准备玩什么？

（2）、观察：角色分工是否出现？就分工问题是否出现商量
行为？

（3）、指导：教师以角色身份参与游戏。如幼儿经过观察讨
论得出：菜场里的营业员，有的是卖荤菜的，有的是卖蔬菜
的。但是菜场游戏始终没有进展，没能同集体讨论联系起来。
教师可以扮演送菜人：“送菜来喽！你们哪个营业员卖荤莱？
哪个营业员卖蔬菜？”，以此帮助幼儿进行简单的分工。又
如娃娃家没有起色，教师可扮演妈妈同家庭成员商量：“谁
烧饭？谁买菜？谁看娃娃？”，构筑起角色间分工协商的桥
梁，帮助幼儿逐步明确各个角色的一些主要职责。

说明

演角色。一般情况下，教师应担任配角（客人、顾客等），
但是必要时，也可担任游戏主角，给予幼儿一些具体的指导
和帮助。

2、自主展开

重点观察角色分工是否能解决“一窝蜂”现象？是否有利于
游戏情节发展？讨论谈话活动对幼儿有否帮助？对个别主题
的鼓励是否带动其他主题？着重采用定点观察法。

说明

3、自发交流



幼儿畅谈“我们的事情是怎么分着做的”。对有困难的孩子，
可设置小阶梯帮助其进行表达。“你家里有谁？做了那些事？
有没有分着做？爸爸做了什么？妈妈做了什么？……”。另
外，鼓励已进行简单分工的主题，让该主题幼儿进行介绍，
给全体幼儿一些具体的提示。

教师的指导应建立在对本班幼儿深入观察和了解的基础上，
分析本班幼儿的最近发展区，注重个别差异、因材施教，才
能使每个幼儿在原有水平上获得提高。

角色游戏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二

1、回顾上次游戏不足：客人来了要怎么做？

强调幼儿要用文明用语，营业员要热情招呼客人，询问客人
要吃什么，请客人入座，还可向客人主动介绍小吃店的商品。

2、请小朋友讨论解决问题：将食物放进指定的盘子里，收银
员要负责提醒顾客吃饱要付钱。

3、请个别小朋友扮演厨师和顾客表演，老师提醒厨师要主动
询问客人要吃什么，服务员和顾客要用礼貌的语言交谈。

4、老师和小朋友一同商量分配角色，可强弱搭配。

5、幼儿自由游戏，教师巡视指导。

老师以顾客的身份帮助游戏情节开展，鼓励厨师主动询问客
人要吃什么，提醒顾客将吃完的食物放进指定的筐里。

提醒顾客吃完要付钱。

6、游戏结束，讲评游戏。



（1）、表扬用礼貌语言积极交流的顾客和厨师。表扬遵守游
戏规则的顾客。

（2）、鼓励小朋友用简单的语言表述自己扮演的角色。

懂得用礼貌的语言进行交流。

熟悉顾客的游戏规则，能够排队等候。

增添食物：鸡蛋、面条、辣椒。

角色游戏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三

娃娃家，公共汽车，菜场，点心店。

（1）对角色游戏感兴趣，同伴之间多交流合作。

（2）对各个游戏区有一定的认识。

准备：

（1）布置游戏环境。

（2）游戏材料：各种玩具，橡皮泥。

娃娃家：

（1）帮助幼儿认识和区分角色，自主选择游戏身份。

（2）鼓励娃娃家的成员参与其他的游戏。

公共汽车：

提醒做司机的幼儿排好座位。



司机与乘客之间要礼貌对话。

菜场：

（1）区分不同类的水果和蔬菜。

（2）尝试用简单的对话进行买卖。

点心店:

（1）注意玩泥的常规，不弄脏地面和桌面。

（2）能做出各种点心。

角色游戏活动教案及反思篇四

1．通过游戏，让幼儿比较大小、巩固“1”和“许多”

2．体验与同伴交往，合作游戏的快乐

3．认识水果，进一步感知秋季的特征

1．果树三棵及果宝宝挂饰（苹果、桔子、梨）、音乐磁带、
录音机

2．把果宝宝挂饰挂在果树上

通过游戏，认识水果，并比较大小，进一步巩固“1”和“许
多”

幼儿进一步感知秋季的特征且体验与同伴合作游戏的快乐

一、开始部分：

1．听音乐进活动室



小朋友，美丽的秋天里有好多的果宝宝成熟了，我们去参观
一下果宝宝的家好吗？到了，我们休息一下（入座）

二、基本部分：

1．参观“果园”知道水果的名称、外形特征

2．比较果宝宝的大小，小朋友，仔细看看这些果宝宝有什么
不同吗？

老师：拿一个大一个小的苹果，让幼儿观察还有哪些果宝宝
也是大的，哪些是小的？启发幼儿说出：大的叫什么？（果
妈妈）小的叫什么？（果宝宝）。

3．游戏：你想做什么水果，是想做妈妈，还是做宝宝，妈妈
要选大的水果，宝宝选小的水果。先请个别幼儿上来选（5-6
名）

4．请幼儿自由上来摘，拿到大的就戴大的，小的就戴小的，
大的是果妈妈，小的是果宝宝。

5．游戏：《果宝宝找妈妈》

老师先示范再请几组幼儿听音乐找。

6．集体一起游戏二次

7．送果宝宝回家，我们把一个一个的果妈妈和一个一个的果
宝宝送到老师这里，我这里有多少果子啊？（许多）

三、活动结束

现在我们离开果园（听音乐）结束活动。



角色游戏活动教案及反思篇五

娃娃家，公共汽车，菜场，点心店。

（1）对角色游戏感兴趣，同伴之间多交流合作。

（2）对各个游戏区有一定的认识。

准备：

（1）布置游戏环境。

（2）游戏材料：各种玩具，橡皮泥。

娃娃家：

（1）帮助幼儿认识和区分角色，自主选择游戏身份。

（2）鼓励娃娃家的成员参与其他的游戏。

公共汽车：

提醒做司机的幼儿排好座位。

司机与乘客之间要礼貌对话。

菜场：

（1）区分不同类的水果和蔬菜。

（2）尝试用简单的对话进行买卖。

点心店:

(1)注意玩泥的常规，不弄脏地面和桌面。



(2)能做出各种点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