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户外活动贴人活动反思 幼儿户外体
育活动教学反思(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户外活动贴人活动反思篇一

我们班的孩子们在平时玩球的时候总是愿意用来扔,所以我想
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条件,让他们扔得更开心,并且能锻炼幼
儿的手眼协调能力。这次的体育游戏，我选择了球类，本来
我想用大的皮球的，但是我又考虑到孩子的手臂力量还不够，
皮球的体积过大，孩子们对于皮球的抓拿和扔、投，未必会
掌握的很好，所以我还是选择了体积比较小的小皮球，这种
小朋友可以比较方便于幼儿的抓握，可以先引导幼儿学习球
类的抛投。

游戏一开始时，孩子们看到小皮球就兴奋起来了，因为在小
班的时候孩子们对于投球的掌握不是很好，在做游戏的时候
也比较少运用到，所以孩子们都很期待我的这个游戏。在教
授抛投小皮球的过程中，孩子们还是很认真的，而且都很迫
不及待地想试试把小皮球抛投到纸箱里去的感觉会是怎么样
的。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户外活动贴人活动反思篇二

幼儿都喜欢户外活动，而不喜欢被关在房间里。户外环境适
合开展较多符合幼儿特点的活动。在一般情况下，有较大的
活动余地、自由广阔视野的空间，容易稳定人的情绪，使人
放松。所以，为了帮助新生幼儿克服入园的不适应，提高幼
儿对户外活动的兴趣，使幼儿感觉到参加户外活动是愉快和
放松的，同时增强对多种疾病的抵抗能力，促进幼儿身心的
健康发展，在进行户外活动时，采取了一些户外活动育儿方
法，来提高户外活动的质量。

第一，在户外活动之前要检查幼儿的衣服、鞋子是否适宜运
动，鞋带是否系牢防止在活动中被鞋带抛头拌倒引起损伤。
还要注意幼儿口袋中的硬物和衣服上的饰物在活动中给幼儿
带来意外伤害。同时了解幼儿的身体状况。如：我们班的王
恩瑞、吴佳璇等小朋友只要运动特别容易出汗我们就要为其
准备巾便于在活动中擦汗，而体质差的幼儿在活动中就要适
当减少其活动时间和运动强度。我们还要随时观察幼儿在活
动中的脸色，出汗情况及动作表现。

第二，在活动中我们要将幼儿放在首位，使自己的眼中充满
幼儿影子，便会自然而然地投入进去，去观察、关心了解幼
儿在体育活动中的状况，提高自身在户外活动中的随即指导、
护理能力，真正地服务于幼儿，从而更好地促进户外活动对
幼儿身心的`和-谐发展。第三、活动结束后引导幼儿正确使
用毛巾，将额头、头发的汗擦干，当幼儿情绪平稳不再出汗
时，要及时给幼儿穿上衣服，以免着凉。并且我们要多鼓励



幼儿喝水，以补充在体育活动中失去的水份，但不能一次性
喝太多的水，因为在活动后一次喝下大量的水，不但会增加
心脏的负荷，严重的还会引起肠胃痉挛，所以我们要注意活
动后幼儿的饮水问题，控制幼儿的饮水量。

户外活动贴人活动反思篇三

中班户外活动教学教案是怎样的呢？又该怎么才能设计出一
份合格的中班户外活动教学教案，锻炼幼儿的基本能力和团
队合作，克服困难的能力呢？下面就给大家提供一份中班户
外活动教学教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设计意图：

孩子们在欢快的音乐中，快乐的游戏。既锻炼了幼儿的`走跑、
平衡、钻爬的基本动作和能力，又培养了幼儿的合作能力和
克服困难的精神。为此，选择了“去郊游”这一好玩的游戏。

活动目标：

1.练习走跑、平衡、钻爬的基本动作。

2.培养合作能力和克服困难的精神。

活动准备：

易拉罐若干，椅子六把，桌子两张，报纸棍。

活动建议：

1.谈话激趣

孩子们，今天天气真正好，我们到户外去郊游。小朋友们准
备好了，出发了。



2.播放音乐《去郊游》游戏。

（1）设置场地，准备游戏。

在场地上划分五个区域穿树林（易拉罐），走木桩（易拉
罐），过小桥（椅子），钻山洞（桌子），“公园”（六名
幼儿手举报纸棍围城）。游戏开始，每一名幼儿必须走过四
个场地（可以互相帮助），来到“公园”，成功到后，学小
兔子跳回到起点。

（2）音乐游戏《去郊游》

孩子们在场地上，根据规则游戏。

3.注意事项：

在游戏中要注意安全，幼自我保护的意识。

户外活动贴人活动反思篇四

本学期，我们根据潘老师的市级课题，我们开展了开放性晨
间户外活动的组织，在组织中，我们牢牢把握“幼儿自主”
的原则，使幼儿愉悦积极地投入到了户外运动中。

以往的晨间户外活动都是老师预设好的，基本上一次就玩一
样户外运动器材，结果就会有幼儿不喜欢或者不擅长这类器
材而出现旁观等待现象。于是我们改变原有做法，将多种器
材同时摆放出来，幼儿可以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器材进行游
戏，在这样一种自主、宽松的氛围中，孩子们玩得开心，玩
得尽兴。其次，我们课题组成员根据小班幼儿年龄特点，共
同设计制作了多种运动器材，如将长彩带穿在纸棒上制成
了“彩虹棒”，幼儿可以通过手臂甩动变幻各种造型。又比
如用用废旧硬纸板做成鞋子及手套，孩子们可以四脚着地往
前爬，这样的自制玩具深受幼儿喜欢。同时我们也仔细观察



幼儿的.活动兴趣，不断捕捉孩子的活动兴趣点，寻找着能充
分锻炼幼儿身体的活动题材和器材。例如把孩子较喜欢的爬
高、钻桌子、打滚、爬桌子椅子等都列入了户外活动内容之
中。

在组织形式上，我们教师大胆放手，避免过多的控制和干预，
充分尊重幼儿意愿，使幼儿玩得自由、愉悦。如我们允许幼
儿个体活动、小组活动。也鼓励幼儿将多种器械组合，进行
创造性地游戏。在游戏中，我们还借助情境，激发幼儿参与
活动的热情。如在一次活动中，我们就以“小猪造房子”导
入，引领孩子们搬砖（纸盒）、砌砖（叠高）、挑水等，在
整个游戏中发展幼儿的负重跑等能力，孩子们融入情境，体
验到了快乐。

让幼儿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活动室，整齐地操练一番，是幼
儿园体育活动中经常见到的一幕。由于幼儿运动量有大小，
而且经常有幼儿感冒不适宜运动，就会出现在旁消极等待的
现象。于是，我们增加了幼儿活动时间的弹性。幼儿来园后
就可以开展户外晨间锻炼，如果觉得累了，就可以到活动室
玩桌面玩具，避免消极等待。三位老师也进行分工，二位在
户外指导运动的幼儿，另一位则在活动室带领幼儿玩桌面玩
具。这样的调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将幼儿运动的时间错开
了，这样教师指导起来也就更方便。

开放性的晨间户外活动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是我们已经看到
了可喜的转变，孩子们活动的积极性高了，器材的运用也越
来越多样化了，幼儿的动作能力有了提高。在接下去这段时
间里，我们将继续探索幼儿户外活动的开放性，优化我园的
晨间户外活动。

户外活动贴人活动反思篇五

在户外活动中，我常给孩子们提供呼啦圈作为户外活动的小
器械之一。其实对孩子们来说，他们经常和这些呼啦圈打交



道。我常把呼啦圈按照不同的排列组合放在地上让孩子们用
单腿或双腿跳，而孩子们也经常会自己拿起呼啦圈当成方向
盘，把自己想像成司机边跑边开。长时间地玩耍之后，孩子
们对这些呼啦圈早就失去了兴趣，地上的呼啦圈很少有人问
津。作为教师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契机”，
可以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呀，一物多玩不正是我们所提倡的吗！
于是有了以下一幕：

二、实录

为了培养孩子的创造力，激发其再游戏的兴趣，我在今天的
户外活动一开始就组织了一场讨论：

老师：谁会玩呼啦圈？（孩子们一呼百应，都说会玩）

老师：那怎么玩呢？请会玩的孩子上来玩给大家看看。

幼儿1：学着老师的样把圈放在地上，单腿双腿轮流着跳。

老师：还能怎么玩呢？

幼儿2：把呼啦圈当方向盘开

老师：还有什么不同的方法玩，要和别人玩得不一样的？

幼儿3：放在腰上当呼啦圈转。

老师：再想想还有吗？要和别人不一样的哦！

孩子们骨碌骨碌地转着眼珠，举手的人明显少了很多。

幼儿4：放在手上转。

老师：真好！还有吗？（老师赞许地点点头）



幼儿5：还能放在地上滚。

老师：这个办法别人可没想出来，真不错！（得到老师的肯
定后，孩子得意不已）

老师：原来有这么多办法玩呼啦圈，那等会我们就试试这些
好办法玩玩呼啦圈吧。

为了将孩子们的创意记录下来，我还用照相机记录下孩子们
的玩法。有的孩子忸怩起来，有的跑了开去，有的还特意摆
出姿势让老师拍照。

三、分析

其实人的创造能力的发展是离不开创造性态度的培养。马斯
洛认为：在创造能力的激发阶段，创造者忘记了自己的过去
和未来，只生活在此时此刻，他完全沉浸、陶醉和专注于现
在的时刻和眼前的情形，倾心于现在的问题。他指出，这
种“专注于此刻”的能力是任何创造必不可少的前提。当孩
子通过教师的行为和言语揣测教师期待他们“与众不同”时，
那种本该属于孩子的自然的，同时也是宝贵的、专心致志地
沉浸于游戏之中的状态被打破了。而如果幼儿能够不受干扰，
专注于游戏本身，他们就能以最大程度的自发性，表现出创
造能力。

反思我们以往的教学中同样也存在类似问题，为了达成教学
目标中培养孩子创造力这一条，我们忽视、干扰甚至破坏了
多少（尽管是无意识的）幼儿“专注于此刻”的创造性态度。
其实我们应该确信孩子自身不仅有创造的潜能，而且也有创
造的需要，尤其当创造是为他们自己痴迷的游戏服务时。而
我们教师该做的就是把幼儿创造能力的培养融入到有意识的
环境创设以及和幼儿有意义的互动中去，潜移默化地影响幼
儿。这就要求教师成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把握他们的`游戏
线索，并顺应幼儿的游戏流程和需要，对环境进行调整（如



及时增添幼儿需要的游戏材料，整理、去除环境中多余的、
可能妨碍游戏开展的东西等），使幼儿的游戏得以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