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球儿真好玩说课稿(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
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球儿真好玩说课稿篇一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小班综合活动
《球儿真好玩》，这是我园园本课程——主题综合活
动“球”主题活动中的`一个活动。

本次活动来源于生活，我们都知道，球是幼儿比较喜欢玩的
运动器械之一，在秋天这一季节，人们应该增强户外体育活
动，增强体质，以防秋天带来的腹泻、咳嗽等疾病，球在小
朋友家里、幼儿园里到处可见，且取材方便。它的品种非常
丰富，有皮球、足球、橄榄球、乒乓球、篮球、羽毛球、铅
球等，其中大小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玩法不同，可
以滚球、投篮、抛接球、踢球、拍球等，幼儿虽然知道各种
球，但是对球的种类、质地、作用、形状、特点、玩法等还
不了解，因此有必要引导幼儿正确认识有关球的知识，通过
各种球类竞赛活动，培养幼儿积极心态，体验合作乐趣，激
发幼儿集体荣誉感，增进家长与幼儿间的情感，体验集体生
活的乐趣。

活动的目标是教育活动的起点和归宿，对活动起着导向作用，
根据小班幼儿年龄的特点及实际情况，确认了认知、能力、
艺术、情感方面的目标，其中，有操作、探索的部分，有表
达的部分，目标是：

a、通过操作摸弄，激发幼儿对球在水中沉浮现象感兴趣。



b、学习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操作和体验。

c、学习运用三种以上的油画棒进行涂色、滚画，从中感受多
种色彩配合的效果。

d、能用多种方法进行夹球，发展幼儿手的操作能力。

e、能和音乐一起快乐的游戏。

根据目标，我们把活动重点定位于：幼儿分组探索，老师重
点指导幼儿能分组探索，并用语言表达出来，能力较弱的幼
儿能用正确的方法进行球滚画。

新《纲要》指出：“教师应成为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
引导者”，活动中应力求“形成合作探究的师幼互动”。因
此本次互动教师除了和幼儿一起准备丰富的活动材料外，还
挖掘此综合活动的活动价值，采用了适宜的方法组织教学，
采用的方法有：

1、演示法：是教师通过讲解谈话，把实物和教具演示给孩子
看，帮助他们获得一定的理解，本次活动的演示法是运用实
物展台观看各种球的图片，引导幼儿充分认识和区分各种类
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球，让幼儿对球的种类有一个充分的
认识，更吸引小班幼儿的注意力，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作用。

2、操作法：操作法是指幼儿动手操作，在与材料的相互作用
过程中进行学习探究，《纲要》指出，教师在提供丰富的才
袄做材料时，要使幼儿都能运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
索，本次活动有几组操作活动：

a、探索水中的球。

b、滚球画。



c、给球宝宝设计服装。

d、哪些工具可以把球取出来。本次活动主要引导探索球的外
形特征、特性、玩法的多样性，让幼儿通过看一看、摸一摸、
记一记、画一画、滚一滚、夹一夹中来认识各种类型的球。

3、此外，我们还适时采用了交流法、鼓励法、审美熏陶法对
活动加以整合，使幼儿获得探索球的兴趣，知道有的球水中
会浮上来，有的球放在水中会沉下去，有的工具会把球夹出
来……，达到了科学性、艺术性、健康性的和谐统一。

幼儿是学习的主人，以幼儿为主体，创造性条件让幼儿参与
探究活动，不仅提高了幼儿探究能力，更让幼儿获得了学习
的技能和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本次活动采用的学法有：

1、表达法：以幼儿为主体，创造性条件让幼儿参加探究活动，
不仅提高了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幼儿的合作
能力。在活动中，我们提供各种球的图片，让幼儿看一看球
的外形特征，然后用语言说一说表达出来，教师再出示准备
的游戏材料，激发幼儿探索球的兴趣。

2、尝试法：《纲要》指出教师活动内容的组织应充分考虑幼
儿的学习特点和认识规律，各领域的内容要有机联系，相互
渗透，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戏
之中。在探索活动中，我们把材料分成四组：a、玩水中的球。b、
进行滚球画。c、尝试用各种工具夹各种类型的球。d、给球宝宝
穿上漂亮的衣服。通过分组探索，幼儿知道有的球放在水中
会沉下去，有的会浮上来，有的工具能把球夹起来，有的工
具不能把球夹出来……。

3、体验法：心理学指出：“凡是人们积极参加体验过的活动，
人的记忆效果就会明显的提高”。爱玩水是小孩的天性，老
师让幼儿体验观察球在水中的变化，增加幼儿探索球的兴趣，
同时，让幼儿在游戏学会自主探索、观察、合作、分享等方



法，体现“以幼儿发展为本”的理念。

本次活动我采用了环环相扣的组织程序，活动的流程为：激
发兴趣、观看图片——分组探索——交流探索体验，展示作
品——游戏《大皮球》。

《纲要》提出：教师要为幼儿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交
往环境，支持、鼓励、吸引幼儿与教师、同伴的交流、体验
交流的乐趣，活动开始，教师以球宝宝来班级做客为线索，
通过实物展台观看球的图片，让幼儿说出自己看到球的外形
特征，从而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当老师带领幼儿参观准备的材料时，幼儿对投放的材料很感
兴趣，他们想动手试试看看水中的球是什么样子的，想用夹
子玩玩球会发生什么样？想把珠子放在盒子里滚一滚会出现
什么图案……，幼儿就在动手操作中感知，在互相交流中得
到分享，幼儿不知不觉的在边玩中学到了知识和技能。

《纲要》指出：教师要为幼儿的探究活动创造宽松的环境，
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参与尝试、支持、鼓励他们大胆提出问
题，并发表不同意见，幼儿在分组操作完后，同伴间会互相
交流自己玩完后的感受，因此及时设问：“你在玩时发现了
什么，你给球宝宝穿上什么颜色的衣服，你用了什么珠子进
行滚珠画……？”幼儿通过实际操作经验的交流，知道了皮
球在水中会浮出来，珠珠球在水中会沉下去，大夹子不能夹
起珠珠球，并且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让大家看，从而发展幼
儿手的操作能力，老师再通过实验验证，让幼儿真正理解水
中的球和夹子与球的关系，代替传统的教学的方法，又能让
幼儿感受到活动的快乐。

活动结束，我让幼儿一起跟着《大皮球》的音乐一起玩游戏，
让幼儿知道球除了很多玩法以外，还可以通过音乐《大皮球》
来游戏，增加幼儿活动的乐趣。



球儿真好玩说课稿篇二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小班综合活动
《球儿真好玩》，这是我园园本课程——主题综合活
动“球”主题活动中的一个活动。

本次活动来源于生活，我们都知道，球是幼儿比较喜欢玩的
运动器械之一，在秋天这一季节，人们应该增强户外体育活
动，增强体质，以防秋天带来的腹泻、咳嗽等疾病，球在小
朋友家里、幼儿园里到处可见，且取材方便。它的品种非常
丰富，有皮球、足球、橄榄球、乒乓球、篮球、羽毛球、铅
球等，其中大小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玩法不同，可
以滚球、投篮、抛接球、踢球、拍球等，幼儿虽然知道各种
球，但是对球的种类、质地、作用、形状、特点、玩法等还
不了解，因此有必要引导幼儿正确认识有关球的知识，通过
各种球类竞赛活动，培养幼儿积极心态，体验合作乐趣，激
发幼儿集体荣誉感，增进家长与幼儿间的情感，体验集体生
活的乐趣。

活动的目标是教育活动的起点和归宿，对活动起着导向作用，
根据小班幼儿年龄的特点及实际情况，确认了认知、能力、
艺术、情感方面的目标，其中，有操作、探索的部分，有表
达的部分，目标是：

a、通过操作摸弄，激发幼儿对球在水中沉浮现象感兴趣。

b、学习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操作和体验。

c、学习运用三种以上的油画棒进行涂色、滚画，从中感受多
种色彩配合的效果。

d、能用多种方法进行夹球，发展幼儿手的操作能力。

e、能和音乐一起快乐的游戏。



根据目标，我们把活动重点定位于：幼儿分组探索，老师重
点指导幼儿能分组探索，并用语言表达出来，能力较弱的幼
儿能用正确的方法进行球滚画。

新《纲要》指出：“教师应成为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
引导者”，活动中应力求“形成合作探究的师幼互动”。因
此本次互动教师除了和幼儿一起准备丰富的活动材料外，还
挖掘此综合活动的活动价值，采用了适宜的方法组织教学，
采用的方法有：

1、演示法：是教师通过讲解谈话，把实物和教具演示给孩子
看，帮助他们获得一定的理解，本次活动的演示法是运用实
物展台观看各种球的图片，引导幼儿充分认识和区分各种类
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球，让幼儿对球的种类有一个充分的
认识，更吸引小班幼儿的注意力，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作用。

2、操作法：操作法是指幼儿动手操作，在与材料的相互作用
过程中进行学习探究，《纲要》指出，教师在提供丰富的才
袄做材料时，要使幼儿都能运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
索，本次活动有几组操作活动：

a、探索水中的球。

b、滚球画。

c、给球宝宝设计服装。

d、哪些工具可以把球取出来。本次活动主要引导探索球的外
形特征、特性、玩法的多样性，让幼儿通过看一看、摸一摸、
记一记、画一画、滚一滚、夹一夹中来认识各种类型的球。

3、此外，我们还适时采用了交流法、鼓励法、审美熏陶法对
活动加以整合，使幼儿获得探索球的兴趣，知道有的球水中
会浮上来，有的球放在水中会沉下去，有的工具会把球夹出



来……，达到了科学性、艺术性、健康性的和谐统一。

幼儿是学习的主人，以幼儿为主体，创造性条件让幼儿参与
探究活动，不仅提高了幼儿探究能力，更让幼儿获得了学习
的技能和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本次活动采用的学法有：

1、表达法：以幼儿为主体，创造性条件让幼儿参加探究活动，
不仅提高了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幼儿的合作
能力。在活动中，我们提供各种球的图片，让幼儿看一看球
的外形特征，然后用语言说一说表达出来，教师再出示准备
的游戏材料，激发幼儿探索球的兴趣。

2、尝试法：《纲要》指出教师活动内容的组织应充分考虑幼
儿的学习特点和认识规律，各领域的内容要有机联系，相互
渗透，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戏
之中。在探索活动中，我们把材料分成四组：a、玩水中的球。b、
进行滚球画。c、尝试用各种工具夹各种类型的球。d、给球宝宝
穿上漂亮的衣服。通过分组探索，幼儿知道有的球放在水中
会沉下去，有的会浮上来，有的工具能把球夹起来，有的工
具不能把球夹出来……。

3、体验法：心理学指出：“凡是人们积极参加体验过的活动，
人的记忆效果就会明显的提高”。爱玩水是小孩的天性，老
师让幼儿体验观察球在水中的变化，增加幼儿探索球的兴趣，
同时，让幼儿在游戏学会自主探索、观察、合作、分享等方
法，体现“以幼儿发展为本”的理念。

本次活动我采用了环环相扣的组织程序，活动的流程为：激
发兴趣、观看图片——分组探索——交流探索体验，展示作
品——游戏《大皮球》。

《纲要》提出：教师要为幼儿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交
往环境，支持、鼓励、吸引幼儿与教师、同伴的交流、体验
交流的乐趣，活动开始，教师以球宝宝来班级做客为线索，



通过实物展台观看球的`图片，让幼儿说出自己看到球的外形
特征，从而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当老师带领幼儿参观准备的材料时，幼儿对投放的材料很感
兴趣，他们想动手试试看看水中的球是什么样子的，想用夹
子玩玩球会发生什么样？想把珠子放在盒子里滚一滚会出现
什么图案……，幼儿就在动手操作中感知，在互相交流中得
到分享，幼儿不知不觉的在边玩中学到了知识和技能。

《纲要》指出：教师要为幼儿的探究活动创造宽松的环境，
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参与尝试、支持、鼓励他们大胆提出问
题，并发表不同意见，幼儿在分组操作完后，同伴间会互相
交流自己玩完后的感受，因此及时设问：“你在玩时发现了
什么，你给球宝宝穿上什么颜色的衣服，你用了什么珠子进
行滚珠画……？”幼儿通过实际操作经验的交流，知道了皮
球在水中会浮出来，珠珠球在水中会沉下去，大夹子不能夹
起珠珠球，并且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让大家看，从而发展幼
儿手的操作能力，老师再通过实验验证，让幼儿真正理解水
中的球和夹子与球的关系，代替传统的教学的方法，又能让
幼儿感受到活动的快乐。

活动结束，我让幼儿一起跟着《大皮球》的音乐一起玩游戏，
让幼儿知道球除了很多玩法以外，还可以通过音乐《大皮球》
来游戏，增加幼儿活动的乐趣。

球儿真好玩说课稿篇三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小班综合活动
《球儿真好玩》，这是我园园本课程——主题综合活
动“球”主题活动中的一个活动。

1、教材来源：本次活动来源于生活，我们都知道，球是幼儿
比较喜欢玩的运动器械之一，在秋天这一季节，人们应该增
强户外体育活动，增强体质，以防秋天带来的腹泻、咳嗽等



疾病，球在小朋友家里、幼儿园里到处可见，且取材方便。
它的品种非常丰富，有皮球、足球、橄榄球、乒乓球、篮球、
羽毛球、铅球等，其中大小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玩
法不同，可以滚球、投篮、抛接球、踢球、拍球等，幼儿虽
然知道各种球，但是对球的种类、质地、作用、形状、特点、
玩法等还不了解，因此有必要引导幼儿正确认识有关球的知
识，通过各种球类竞赛活动，培养幼儿积极心态，体验合作
乐趣，激发幼儿集体荣誉感，增进家长与幼儿间的情感，体
验集体生活的乐趣。

2、目标定位：活动的目标是教育活动的起点和归宿，对活动
起着导向作用，根据小班幼儿年龄的特点及实际情况，确认
了认知、能力、艺术、情感方面的目标，其中，有操作、探
索的部分，有表达的部分，目标是：

a、通过操作摸弄，激发幼儿对球在水中沉浮现象感兴趣。

b、学习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操作和体验。

c、学习运用三种以上的油画棒进行涂色、滚画，从中感受多
种色彩配合的效果。

d、能用多种方法进行夹球，发展幼儿手的操作能力。

e、能和音乐一起快乐的游戏

根据目标，我们把活动重点定位于：幼儿分组探索，老师重
点指导幼儿能分组探索，并用语言表达出来，能力较弱的幼
儿能用正确的方法进行球滚画。

新《纲要》指出：“教师应成为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
引导者”，活动中应力求“形成合作探究的师幼互动”。因
此本次互动教师除了和幼儿一起准备丰富的活动材料外，还
挖掘此综合活动的活动价值，采用了适宜的方法组织教学，



采用的方法有：

1、演示法：是教师通过讲解谈话，把实物和教具演示给孩

子看，帮助他们获得一定的理解，本次活动的演示法是运用
实物展台观看各种球的图片，引导幼儿充分认识和区分各种
类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球，让幼儿对球的种类有一个充分
的认识，更吸引小班幼儿的注意力，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作用。

2、操作法：操作法是指幼儿动手操作，在与材料的相互作用
过程中进行探究学习《纲要》指出，教师在提供丰富的才袄
做材料时，要使幼儿都能运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索，
本次活动有几组操作活动：

a探索水中的球。

b、滚球画。

c给球宝宝设计服装。

d、哪些工具可以把球取出来。本次活动主要引导探索球的外
形特征、特性、玩法的多样性，让幼儿通过看一看、摸一摸、
记一记、画一画、滚一滚、夹一夹中来认识各种类型的球。

3、此外，我们还适时采用了交流法、鼓励法、审美熏陶法对
活动加以整合，使

幼儿获得探索球的兴趣，知道有的球水中会浮上来，有的球
放在水中会沉下去，有的工具会把球夹出来……，达到了科
学性、艺术性、健康性的和谐统一：

幼儿是学习的主人，以幼儿为主体，创造性条件让幼儿参与
探究活动，不仅提高了幼儿探究能力，更让幼儿获得了学习
的技能和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本次活动采用的学法有：



1、表达法：以幼儿为主体，创造性条件让幼儿参加探究活

动，不仅提高了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幼儿的
合作能力。在活动中，我们提供各种球的图片，让幼儿看一
看球的外形特征，然后用语言说一说表达出来，教师再出示
准备的游戏材料，激发幼儿探索球的兴趣。

2、尝试法：《纲要》指出教师活动内容的组织应充分考虑幼

儿的学习特点和认识规律，各领域的内容要有机联系，相互
渗透，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戏
之中。在探索活动中，我们把材料分成四组：

a玩水中的球、

b进行滚球画、

c尝试用各种工具夹各种类型的球、

3、体验法：心理学指出：“凡是人们积极参加体验过的活动，

人的记忆效果就会明显的提高”。爱玩水是小孩的天性，老
师让

幼儿体验观察球在水中的变化，增加幼儿探索球的兴趣，同
时，让幼儿在游戏学会自主探索、观察、合作、分享等方法，
体现“以幼儿发展为本”的理念。

本次活动我采用了环环相扣的组织程序，活动的流程为：激
发兴趣、观看图片——分组探索——交流探索体验，展示作
品——游戏《大皮球》。

（一）激发兴趣、观看图片：《纲要》提出：教师要为幼儿



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支持、鼓励、吸引幼
儿与教师、同伴的交流、体验交流的乐趣，活动开始，教师
以球宝宝来班级做客为线索，通过实物展台观看球的图片，
让幼儿说出自己看到球的外形特征，从而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二）分组探索：

当老师带领幼儿参观准备的材料时，幼儿对投放的材料很感
兴趣，他们想动手试试看看水中的球是什么样子的，想用夹
子玩玩球会发生什么样？想把珠子放在盒子里滚一滚会出现
什么图案……，幼儿就在动手操作中感知，在互相交流中得
到分享，幼儿不知不觉的在边玩中学到了知识和技能。

（三）交流探索体验，展示幼儿作品。

幼儿在分组操作完后，同伴间会互相交流自己玩完后的感受，
因此及时设问：“你在玩时发现了什么，你给球宝宝穿上什
么颜色的衣服，你用了什么珠子进行滚珠画……？”幼儿通
过实际操作经验的交流，知道了皮球在水中会浮出来，珠珠
球在水中会沉下去，大夹子不能夹起珠珠球，并且把自己的
作品拿出来让大家看，从而发展幼儿手的操作能力，老师再
通过实验验证，让幼儿真正理解水中的球和夹子与球的关系，
代替传统的教学的方法，又能让幼儿感受到活动的快乐。

（四）游戏“大皮球”

活动结束，我让幼儿一起跟着《大皮球》的音乐一起玩游戏，

让幼儿知道球除了很多玩法以外，还可以通过音乐《大皮球》
来游戏，增加幼儿活动的乐趣

球儿真好玩说课稿篇四

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小班综合活动《球儿真好玩》，这是



我园园本课程——主题综合活动"球"主题活动中的一个活动。

1、教材来源：本次活动来源于生活，我们都知道，球是幼儿
比较喜欢玩的运动器械之一，在秋天这一季节，人们应该增
强户外体育活动，增强体质，以防秋天带来的腹泻、咳嗽等
疾病，球在小朋友家里、幼儿园里到处可见，且取材方便。
它的品种非常丰富，有皮球、足球、橄榄球、乒乓球、篮球、
羽毛球、铅球等，其中大小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玩
法不同，可以滚球、投篮、抛接球、踢球、拍球等，幼儿虽
然知道各种球，但是对球的种类、质地、作用、形状、特点、
玩法等还不了解，因此有必要引导幼儿正确认识有关球的知
识，通过各种球类竞赛活动，培养幼儿积极心态，体验合作
乐趣，激发幼儿集体荣誉感，增进家长与幼儿间的情感，体
验集体生活的乐趣。

目标是：

a、通过操作摸弄，激发幼儿对球在水中沉浮现象感兴趣。

b、研究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操作和体验。

c、研究运用三种以上的油画棒进行涂色、滚画，从中感受多
种色彩配合的效果。

d、能用多种方法进行夹球，发展幼儿手的操作能力。

e、能和音乐一起快乐的游戏

根据目标，我们把活动重点定位于：幼儿分组探索，老师重
点指导幼儿能分组探索，并用语言表达出来，能力较弱的幼
儿能用正确的方法进行球滚画。

新《纲要》指出："教师应成为研究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
引导者"，活动中应力求"形成合作探究的师幼互动"。因此本



次互动教师除了和幼儿一起准备丰富的活动材料外，还挖掘
此综合活动的活动价值，采用了适宜的方法组织教学，采用
的方法有：

1、演示法：是教师通过讲解谈话，把实物和教具演示给孩

子看，帮助他们获得一定的理解，本次活动的演示法是运用
实物展台观看各种球的图片，引导幼儿充分认识和区分各种
类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球，让幼儿对球的种类有一个充分
的认识，更吸引小班幼儿的注意力，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作用。

2、操作法：操作法是指幼儿动手操作，在与材料的相互作用
过程中进行探究研究，《纲要》指出，教师在提供丰富的才
袄做材料时，要使幼儿都能运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
索，本次活动有几组操作活动：

a、探索水中的球。

b、滚球画。

c、给球宝宝设计服装。

d、哪些工具可以把球取出来。本次活动主要引导探索球的外
形特征、特性、玩法的多样性，让幼儿通过看一看、摸一摸、
记一记、画一画、滚一滚、夹一夹中来认识各种类型的球。

3、此外，我们还适时采用了交流法、鼓励法、审美熏陶法对
活动加以整合，使幼儿获得探索球的兴趣，知道有的球水中
会浮上来，有的球放在水中会沉下去，有的工具会把球夹出
来，达到了科学性、艺术性、健康性的和谐统一：

幼儿是研究的主人，以幼儿为主体，创造性条件让幼儿参与
探究活动，不仅提高了幼儿探究能力，更让幼儿获得了研究
的技能和激发了幼儿的研究兴趣。本次活动采用的学法有：



1、表达法：以幼儿为主体，创造性条件让幼儿参加探究活

动，不仅提高了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幼儿的
合作能力。在活动中，我们提供各种球的图片，让幼儿看一
看球的外形特征，然后用语言说一说表达出来，教师再出示
准备的游戏材料，激发幼儿探索球的兴趣。

2、尝试法：《纲要》指出教师活动内容的组织应充分考虑幼

儿的研究特点和认识规律，各领域的内容要有机联系，相互
渗透，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戏
之中。

在探索活动中，我们把材料分成四组：

a、玩水中的球

b、进行滚球画

c、尝试用各种工具夹各种类型的球

d、给球宝宝穿上漂亮的衣服，通过分组探索，幼儿知道有的
球放在水中会沉下去，有的会浮上来，有的工具能把球夹起
来，有的工具不能把球夹出来......

3、体验法：心理学指出："凡是人们积极参加体验过的活动，

人的记忆效果就会明显的提高"。爱玩水是小孩的天性，老师
让幼儿体验观察球在水中的变化，增加幼儿探索球的兴趣，
同时，让幼儿在游戏学会自主探索、观察、合作、分享等方
法，体现"以幼儿发展为本"的理念。

本次活动我采用了环环相扣的组织程序，活动的流程为：激
发兴趣、观看图片——分组探索——交流探索体验，展示作



品——游戏《大皮球》。

（一）激发兴趣、观看图片：《纲要》提出：教师要为幼儿

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支持、鼓励、吸引幼
儿与教师、同伴的交流、体验交流的乐趣，活动开始，教师
以球宝宝来班级做客为线索，通过实物展台观看球的图片，
让幼儿说出自己看到球的外形特征，从而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二）分组探索：

当老师带领幼儿参观准备的材料时，幼儿对投放的材料很感
兴趣，他们想动手试试看看水中的球是什么样子的，想用夹
子玩玩球会发生什么样？想把珠子放在盒子里滚一滚会出现
什么图案，幼儿就在动手操作中感知，在互相交流中得到分
享，幼儿不知不觉的在边玩中学到了知识和技能。

（三）交流探索体验，展示幼儿作品。

《纲要》指出：教师要为幼儿的探究活动创造宽松的环境，
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参与尝试、支持、鼓励他们大胆提出问
题，并发表不同意见，幼儿在分组操作完后，同伴间会互相
交流自己玩完后的感受，因此及时设问："你在玩时发现了什
么，你给球宝宝穿上什么颜色的衣服，你用了什么珠子进行
滚珠画？"幼儿通过实际操作经验的交流，知道了皮球在水中
会浮出来，珠珠球在水中会沉下去，大夹子不能夹起珠珠球，
并且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让大家看，从而发展幼儿手的操作
能力，老师再通过实验验证，让幼儿真正理解水中的球和夹
子与球的关系，代替传统的教学的方法，又能让幼儿感受到
活动的快乐。

（四）游戏"大皮球"

活动结束，我让幼儿一起跟着《大皮球》的音乐一起玩游戏，



让幼儿知道球除了很多玩法以外，还可以通过音乐《大皮球》
来游戏，增加幼儿活动的乐趣。

球儿真好玩说课稿篇五

1、教材来源：

本次活动来源于生活，我们都知道，球是幼儿比较喜欢玩的
运动器械之一，在秋天这一季节，人们应该增强户外体育活
动，增强体质，以防秋天带来的腹泻、咳嗽等疾病，球在小
朋友家里、幼儿园里到处可见，且取材方便。它的品种非常
丰富，有皮球、足球、橄榄球、乒乓球、篮球、羽毛球、铅
球等，其中大小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玩法不同，可
以滚球、投篮、抛接球、踢球、拍球等，幼儿虽然知道各种
球，但是对球的种类、质地、作用、形状、特点、玩法等还
不了解，因此有必要引导幼儿正确认识有关球的知识，通过
各种球类竞赛活动，培养幼儿积极心态，体验合作乐趣，激
发幼儿集体荣誉感，增进家长与幼儿间的情感，体验集体生
活的乐趣。

2、目标定位：

活动的目标是教育活动的起点和归宿，对活动起着导向作用，
根据小班幼儿年龄的特点及实际情况，确认了认知、能力、
艺术、情感方面的目标，其中，有操作、探索的部分，有表
达的部分，目标是：a、通过操作摸弄，激发幼儿对球在水中沉
浮现象感兴趣。b、学习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操作和体验。c、学习
运用三种以上的油画棒进行涂色、滚画，从中感受多种色彩
配合的效果。d、能用多种方法进行夹球，发展幼儿手的操作能
力。e、能和音乐一起快乐的游戏根据目标，我们把活动重点定
位于：幼儿分组探索，老师重点指导幼儿能分组探索，并用
语言表达出来，能力较弱的幼儿能用正确的方法进行球滚画。

新《纲要》指出：“教师应成为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



引导者”，活动中应力求“形成合作探究的师幼互动”。因
此本次互动教师除了和幼儿一起准备丰富的活动材料外，还
挖掘此综合活动的活动价值，采用了适宜的方法组织教学，
采用的方法有：

1、演示法：

是教师通过讲解谈话，把实物和教具演示给孩子看，帮助他
们获得一定的理解，本次活动的演示法是运用实物展台观看
各种球的图片，引导幼儿充分认识和区分各种类不同颜色、
不同形状的球，让幼儿对球的种类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更吸
引小班幼儿的注意力，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作用。

2、操作法：

操作法是指幼儿动手操作，在与材料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进行
探究学习，《纲要》指出，教师在提供丰富的才袄做材料时，
要使幼儿都能运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索，本次活动
有几组操作活动：a探索水中的球。b、滚球画。c给球宝宝设计
服装。d、哪些工具可以把球取出来。本次活动主要引导探索球
的外形特征、特性、玩法的多样性，让幼儿通过看一看、摸
一摸、记一记、画一画、滚一滚、夹一夹中来认识各种类型
的球。

3、此外，我们还适时采用了交流法、鼓励法、审美熏陶法对
活动加以整合：

使幼儿获得探索球的兴趣，知道有的球水中会浮上来，有的
球放在水中会沉下去，有的工具会把球夹出来……达到了科
学性、艺术性、健康性的和谐统一：

幼儿是学习的主人，以幼儿为主体，创造性条件让幼儿参与
探究活动，不仅提高了幼儿探究能力，更让幼儿获得了学习
的技能和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本次活动采用的学法有：



1、表达法：

以幼儿为主体，创造性条件让幼儿参加探究活动，不仅提高
了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幼儿的合作能力。在
活动中，我们提供各种球的图片，让幼儿看一看球的外形特
征，然后用语言说一说表达出来，教师再出示准备的游戏材
料，激发幼儿探索球的兴趣。

2、尝试法：

《纲要》指出教师活动内容的组织应充分考虑幼儿的学习特
点和认识规律，各领域的内容要有机联系，相互渗透，注重
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戏之中。在探
索活动中，我们把材料分成四组：a玩水中的球、b进行滚球
画、c尝试用各种工具夹各种类型的球，d给球宝宝穿上漂亮的
衣服，通过分组探索，幼儿知道有的球放在水中会沉下去，
有的会浮上来，有的工具能把球夹起来，有的工具不能把球
夹出来……。

3、体验法：

心理学指出：“凡是人们积极参加体验过的活动，人的记忆
效果就会明显的提高”。爱玩水是小孩的天性，老师让幼儿
体验观察球在水中的变化，增加幼儿探索球的兴趣，同时，
让幼儿在游戏学会自主探索、观察、合作、分享等方法，体现
“以幼儿发展为本”的理念。

本次活动我采用了环环相扣的组织程序，活动的流程为：激
发兴趣、观看图片——分组探索——交流探索体验，展示作
品——游戏《大皮球》。

（一）激发兴趣、观看图片：

《纲要》提出：教师要为幼儿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交



往环境，支持、鼓励、吸引幼儿与教师、同伴的交流、体验
交流的乐趣，活动开始，教师以球宝宝来班级做客为线索，
通过实物展台观看球的图片，让幼儿说出自己看到球的外形
特征，从而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二）分组探索：

当老师带领幼儿参观准备的材料时，幼儿对投放的材料很感
兴趣，他们想动手试试看看水中的球是什么样子的，想用夹
子玩玩球会发生什么样？想把珠子放在盒子里滚一滚会出现
什么图案……，幼儿就在动手操作中感知，在互相交流中得
到分享，幼儿不知不觉的在边玩中学到了知识和技能。

（三）交流探索体验，展示幼儿作品。

《纲要》指出：教师要为幼儿的探究活动创造宽松的环境，
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参与尝试、支持、鼓励他们大胆提出问
题，并发表不同意见，幼儿在分组操作完后，同伴间会互相
交流自己玩完后的感受，因此及时设问：“你在玩时发现了
什么，你给球宝宝穿上什么颜色的衣服，你用了什么珠子进
行滚珠画……”幼儿通过实际操作经验的交流，知道了皮球
在水中会浮出来，珠珠球在水中会沉下去，大夹子不能夹起
珠珠球，并且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让大家看，从而发展幼儿
手的操作能力，老师再通过实验验证，让幼儿真正理解水中
的球和夹子与球的关系，代替传统的教学的方法，又能让幼
儿感受到活动的快乐。

（四）游戏“大皮球”

活动结束，我让幼儿一起跟着《大皮球》的音乐一起玩游戏。

让幼儿知道球除了很多玩法以外，还可以通过音乐《大皮球》
来游戏，增加幼儿活动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