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游戏踩高跷教案反思(优秀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民间游戏踩高跷教案反思篇一

活动目标：

1、练习双脚夹包跳。

2、发展幼儿的蹦跳能力及动作协调性。

3、喜欢民间游戏，体验游戏过程的快乐，乐意积极主动的参
加活动。

4、发展幼儿的观察、分析能力、动手能力。

5、养成敢想敢做、勤学、乐学的良好素质。

活动准备：

沙包若干，红旗一面，“苹果不干贴”奖品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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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队伍（稍息、立正、成体操队型散开）。

2、今天，老师要请小朋友玩沙包，在玩之前呢，我们先来活



动活动筋骨。

二、幼儿自由玩沙包，探索沙包的玩法。

1、幼儿分散，独立或合作探索沙包的各种玩法，教师巡回观
察并指导。

2、引导幼儿小结沙包的`玩法，带领幼儿模仿学习别人的玩
法，并引出今天的课题。

三、游戏《跳沟沟》

1、教幼儿学会儿歌“跳沟，过沟，两脚夹沙包。跳过沟，瞧
一瞧，谁的沙包丢。”

2、介绍游戏玩法及规则：

在两条线之间是一条沟，小朋友双脚夹沙包跳过沟去。边跳
边念儿歌，跳沟时沙包不能丢。谁先跳过了沟，沙包没有丢
的，谁就是胜利者。

3、幼儿分组练习跳沟沟。要求幼儿双脚夹住沙包，不要丢沙
包，尽量加快速度。

四、综合游戏《谁最快夺红旗》

1、老师交代游戏玩法及规则：

幼儿分成6个小组比赛跳沟沟，采用接力的形式，前面一个跳
过沟沟后跑回来把沙包交给后面的幼儿跳，跳沟时沙包不能
丢，丢了沙包的必须捡回去重新跳一次。

最后一个人跳完了就去夺红旗，哪一组最先跳完为胜利队。

2、老师小结：每一个小组都需要大家的努力，才能取得胜利。



我们小朋友要想为小组争光，必须夹住沙包，加快自己的速
度才行。这次没有得到奖品的也不要气馁，下去后经常练习，
以后我们再进行比赛，你一定能拿到奖品的。

3、反复游戏一次。

4、老师分别为两次的冠军队颁发奖品。给胜利的幼儿贴上苹
果不干贴。

五、活动结束：

《小燕子》音乐做放松动作。

民间游戏踩高跷教案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在学会b段木头人动作的基础上，学玩游戏《小鼹鼠和木
头人》。

2、根据动作的提示，能在a段音乐的句尾处快速回到自己原
来的位置上。

3、体验控制性游戏的快乐。

教学准备：

音乐、魔法棒、小鼹鼠的图片、有木头人的动作经验。

教学过程：

一、随《木偶舞曲》进场。

幼儿跟音乐随意做木头人动作。



师：今天小木头人要来跟大家玩游戏了，看一看，他来了！
你们也来学一下。

二、游戏。

1、通过教师手指游戏熟悉a段音乐。

师：这是谁呀？今天小木头人就带了小鼹鼠来玩游戏。小鼹
鼠可调皮了，他会在地里打洞，还喜欢在路上东跑跑，西跑
跑。我们跟着音乐看看小鼹鼠的脚在干吗！

2、跟随音乐玩手指游戏，熟悉在每一句的句尾回原位的规则。

用小手当小鼹鼠的脚，跟着音乐听一听，跑一跑，找到音乐
停顿的地方。

3、跟随音乐玩小脚游戏，加深对规则的理解。

师：音乐放到什么时候小鼹鼠回来排好队的？现在我要你们
的小脚也来玩一下这个游戏。在每段音乐的后面回来，准备
好。

4、随教师唱a段音乐玩游戏，探索如何才能快速归队。

请几名幼儿尝试玩游戏。

5、随a段音乐玩游戏，尝试随音乐快速归队。

交换幼儿尝试。

6、随音乐完整游戏。

师：现在我要带所有的小鼹鼠到森林边去玩。



7、再次游戏，增加角色。

魔法棒定造型。

幼儿尝试做木偶人。

三、结束活动。

师：森林里可能会遇见谁呀？一起来听一听。赶快跑啊，快
跑回家呀！哇，刚才森林里是谁呀？还可能有谁？这么多可
怕的动物都出来了，我吓了一身的冷汗，你紧张吗？这次我
们要跟着小木头人到别的地方去玩游戏了，别的地方可能更
紧张、更危险，可能有更可怕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要学会
躲避，学会保护自己。好，全体起立，今天我们玩的这个游
戏叫什么名字啊？叫小鼹鼠和木头人，回去可以跟其他的小
朋友玩一玩这个游戏。今天玩的开心吗？那我们就用开心的
表情和科任老师们说再见！

活动反思：

《小鼹鼠和小木偶》是由两支乐曲组合而成。根据这两个不
同的音乐性质，我设计了小鼹鼠和小木偶这两个角色，并贯
穿于整个音乐活动之中。小木偶的音乐主要是帮助孩子们掌
握合拍和节奏，这一段音乐中孩子们可以自由发挥，创编。
而小鼹鼠的音乐则是培养孩子们动作的控制性。教师给与幼
儿一定的提示，并鼓励幼儿大胆想象创编与音乐相匹配的形
象的动作。最后大家共同设计成完整的游戏，真正体现了双
主体。

今天的活动，采用的是渐强模式：上肢+音乐刺激—疲劳时+
创编动作—再疲劳时+身体大幅动作+游戏规则，孩子们很容
易就通过动作掌握了两段音乐的节奏，抢着要当木头人。在
活动的最后还升华了主题，让幼儿明白躲避危险的道理。



民间游戏踩高跷教案反思篇三

目标：锻炼幼儿的反映能力和耐力。

玩法：

1、一起叫口令：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不许走
路不许笑！

2、口令完毕，立即保持静止状态，无论本来是什么姿势，都
必须保持不动。

3、如果有一人先忍不住说话，或者笑，或者行动，则这个人
是游戏失败者，暂停一次游戏。

4、教师可创编各种口令，让幼儿单脚站立不动、下蹲不动、
一手着地不动等。

民间游戏踩高跷教案反思篇四

学习目标：

1、锻炼控制身体活动的能力。

2、培养幼儿健康活泼的性格。

3、提高幼儿身体的协调能力，体验玩游戏的乐趣。

活动准备：

轻快的音乐。

活动过程



1、播放轻快音乐，幼儿随意走动。

3、可以让先动的小朋友表演节目，增加游戏的趣味性。

活动建议：

1、幼儿熟悉游戏规则和游戏方法后，。可以由幼儿组织活动，
以增强幼儿参加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幼儿的组织能
力。

2、组织者可故意做滑稽的动作或说幽默的语言，以增强游戏
的趣味性，并进一步考验小朋友的身体控制能力。

教学反思：

整个活动流程下来，其实还有很多值得自己思考和反思的`地
方。有的幼儿在玩木头人的时候，坚持没几秒，就开始动来
动去，觉得很好玩。我就有些着急，提醒乱动的幼儿，木头
人是不能动的哦。但是，时间稍长，更多的幼儿也坚持不住，
开始微微动起来。在活动到这种过程中，我及时分析自己的
教育行为，对遵守规则、表现良好的幼儿给予关注和表扬。
在再玩“木头人”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就注重欣赏和关注孩
子的造型，夸赞好的造型，来肯定孩子。几个调皮的孩子慢
慢地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行动，不再因为得不到关注而表现出
混乱。

民间游戏踩高跷教案反思篇五

设计意图：

小班幼儿刚来幼儿园，有的孩子口齿不清，还有的孩子缺乏
集体意识，不懂倾听，不理解规则。为此，我专门设计了
《山上有个木头人》这个听说游戏。



活动目标：

1、会说儿歌《山上有个木头人》。

2、能听懂并理解简单的游戏规则。

3、能听懂指令性语言，培养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

4、增强幼儿与同伴合作的游戏的意识，体验游戏的快乐。

5、让幼儿学会听口令玩游戏，锻炼反应能力和倾听能力。

活动准备：

木偶玩具一个。

活动过程：

1、教师出示木偶人创设情境，吸引幼儿注意力。

教师：小朋友们好。

幼儿：老师好。

（拿出木偶玩具）

教师以木偶的语气对小朋友们做自我介绍。

教师：小朋友们好，我叫木头人，我想和小朋友们玩个游戏，
游戏的名字叫《山上有个木头人》。教师边拉动木偶边念儿
歌，让幼儿了解儿歌内容。表演结束，教师用木偶人的语气
问幼儿，“小朋友们，谁想和我玩游戏呢？那你必须告诉我，
刚才我说了些什么？”引导幼儿回忆儿歌内容，学会念儿歌。

2、向幼儿介绍游戏规则及玩法。



（1）游戏时必须念儿歌，可以自由做动作，儿歌念完，就不
许动，不许说话了。

（2）如果谁动了，就必须伸手给同伴，而同伴则拉住他的手
说：“本来要打千万下，因为时间来不及，马马虎虎打三下。
一、二、三。”

3、游戏时间。

（1）教师和全体幼儿说儿歌玩游戏。

（2）教师和个别幼儿说儿歌玩游戏。

（3）幼儿两两为一组说儿歌玩游戏。

活动延伸：

教师：小朋友们，除了木头人，你们还见过什么材料做的人？
（引导幼儿说出稻草人，石头人等）

游戏时再进行仿编儿歌。

活动反思：

这次活动，我依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设计，木偶人是孩子们喜
欢的玩具，一下子就吸引住孩子们的注意力，为活动的顺利
进行打下了好的基础。接着，孩子们为了和木偶人玩，都在
练习说儿歌，孩子们的积极性很高，有些孩子山、三不分，
我一一进行纠正，可能有点太着急，孩子反而不敢说了。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大部分孩子们能说完儿歌，按游戏规则
进行游戏，特别是幼儿两两分组玩游戏的时候。但是，有几
个孩子怎么都不能按游戏规则来玩游戏，感觉他们好像想吸
引老师的注意力，为了和老师玩游戏，故意发出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