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语言彩虹桥教案反思 幼儿园
大班体育游戏活动教案含反思(通用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怎样写教案才更
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班语言彩虹桥教案反思篇一

发展幼儿听信号快速变换方向的能力学前班室内游戏活动教
案大全学前班室内游戏活动教案大全。

1、老师先向幼儿介绍游戏的名称及玩法。

名称：《小白兔钻山洞》

玩法：1将参加游戏的人，分成人数相等的三个活两个小组，
第一组和第二组幼儿，每个人手拉手举起来，组成一个山洞。
第三组的幼儿就能扮小白兔。

2、游戏开始后，老师将小白兔集合在一起，手拉手边跳边唱。
一二组扮山洞的幼儿也随着唱歌，一会儿老师突然喊：“狼
来了!狼来了!”小白兔们就一起竞相钻山洞，一个洞只能钻
一个人 ，最后有没有钻到洞的人，就要表演一个节目。就这
样，第一组和第二组的幼儿相互调换，游戏继续进行。

3、老师带领幼儿进行游戏，并注意安全。

4、游戏结束后，老师做活动总结。



小班语言彩虹桥教案反思篇二

铁罐，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平时我们一定会把它当废
品处理。而我园教师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在探讨如何利用这一
废旧材料制作出适合幼儿活动的教玩具，我们通过铁罐制作
出了高跷、响罐、梅花桩等，幼儿也非常喜欢，因此，在晨
间锻炼或是户外活动时常常会看到它的身影，也成了我园的
一大特色。今天，我们通过为为灾区运送建筑材料为主题的
游戏将三类教具结合在了一起，这一新的游戏孩子们非常感
兴趣，玩的真开心。不但在游戏中发展了他们的各种能力，
也增强了他们的爱国爱家乡爱同伴的情感。

1、喜欢参加竞争性体育游戏并体验合作的乐趣。

2、发展幼儿动作协调性及平衡能力。

3、初步感受爱国爱家乡的情感。

1、铁罐、高跷、梅花桩若干

2、拼图、黑板各三份

一、出示铁罐、高跷、梅花桩

师：小朋友，这些是什么啊？(铁罐、高跷、梅花桩)

幼儿自由选择材料在场地上玩。

二、教师观察并适当指导

重点指导：踩高跷

三、游戏：我爱我家



1、请三位幼儿扮建筑工人站在场地一边(黑板前)

3、游戏方法：我们手拿材料要用高跷跨过小河，走过高低不
平的山路(梅花桩)，还要走过不平的小路，才能将材料送到
建筑师傅的手中。

规则：每位小朋友只能运一份材料，掉了的话一定要捡起来，
想办法运到目的地。

4、幼儿游戏，教师观察并指导

将幼儿分成人数相等的三组，听信号出发，比比哪组造的又
快又好。

今天我们为灾区小朋友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你们开不开心？灾
区小朋友也是我们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们在这里一起祝愿他
们能早日重建家园。

小班语言彩虹桥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创设情景，体验爬山坡、独木桥的不同感受，提高幼儿对
爬行运动的兴趣。

2、鼓励幼儿互相协作、克服困难，体验劳动的快乐

活动准备：

2、场景布置：小山坡、小山洞、不同难度的独木桥、新家

3、假鞭炮一串、有放鞭炮声的磁带

活动过程：



一、准备动作（幼儿已戴好胸饰）

教师创设情景，幼儿以蚂蚁的形态出现。在快慢、左右、前
后、转圈的爬行中锻炼身体各部分。

二、交代任务。

三、讨论

师：妈妈已经把要搬的东西都放在了这里，想想用什么办法
能又快又安全搬走这么多的东西？（小的东西放在双肩背包
里，大的装在布袋里）

四、交代要求

五、搬家

1.集体搬家

（1）幼儿互相帮助打包物品，等待出发

（2）准备出发。

师：我们的新家很远，从这里出发要爬过山坡、钻过山洞、
走过独木桥、跳下断崖，你们第一次走，一定要跟着妈妈走，
不能独自离开队伍，不然要迷路的。

（3）教师带领幼儿一起出发

（4）摆放物品

新家真漂亮，我们可别把新家弄的乱七八糟。（启发幼儿将
所搬的物品放整齐）

2.幼儿结伴再次搬运，教师鼓励幼儿选择不同的路线走



六、庆祝活动，体验劳动的快乐

1.集体整理新房

2.教师放“鞭炮”音乐,共同庆祝，增添喜庆气氛。

活动反思：

1、本次活动一开始就采用了情景化的方式引入，让幼儿在富
有童趣的情景和语言提示中进行爬行，充分体验到了蚂蚁一
家在一起玩耍的乐趣，并锻炼了身体各部分。

2、整个活动能根据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将活动要求通过语
言提示巧妙地贯穿在整个活动中。例如“新家很远，你们第
一次走，一定要跟着妈妈走，不能独自离开队伍，不然要迷
路的。”“新家真漂亮，我们可别把新家弄的乱七八
糟”“孩子们真勇敢，这么高的山坡都不怕”等，让幼儿在
无形中遵守了纪律，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激发幼儿不怕困难
的勇气。

3、材料的投放具有层次性和挑战性。通过设置难度不同的小
桥、山坡来满足不同能力水平的孩子。所要搬运的物品种类
较多，能激发幼儿动脑，想出各种办法进行搬运。

4、幼儿表现：整个活动孩子们始终积极投入，情绪高涨。能
力差的孩子也不甘示弱，在同伴的鼓励下克服困难、勇敢地
挑战自我，孩子们年龄虽小，但也能不时地为同伴的进步而
鼓掌、喝彩。孩子们能根据搬运物品的不同种类，想出了背、
拖、拉等各种办法。孩子们的合作精神在活动中充分得到了
表现。

小班语言彩虹桥教案反思篇四

活动目标：



1、熟练掌握合拢分开跳。

2、基本掌握单脚跳。

3、积极参与游戏。

4、体验人多力量大，同伴间应该相互合作的情感。

5、通过活动锻炼幼儿的跳跃能力，让他们的身体得到锻炼。

活动准备：呼啦圈、小兔头饰、萝卜卡片、红绿灯圆圈卡、
两个篓子。

活动过程：

1.（每个幼儿将圈套在身上，后面的孩子拉着前面孩子的圈。
）小朋友们，今天天气真好，让我们一起听着音乐开着汽车
一起出发吧！（进场）滴滴滴，到站了！请旅客们一人拿着
一个圈找一个地方玩一玩。想一想可以怎样玩。

2.吹哨，收圈喽。带领幼儿围成一个圈坐下，互相说说刚才
你是如何玩圈的。

1.小朋友想出了许多种玩圈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来玩一玩吧！

a.双脚跳圈。（男女生各一排，每排直线圈9个，教师示范双
脚跳圈）b.合拢分开跳圈。（男女生各一排，每排单双圈摆放，
教师示范合拢分开跳圈）

2.老师这儿还有一种跳法（师示范单脚跳圈，幼儿分男女两
队比赛学单脚跳圈）

3.游戏：小兔子找萝卜。（教师摆好游戏规则：合拢分开合
拢分开单脚跳三次，拿到一个萝卜回家放到篓子里。）



我们找到了这么多萝卜，让我们开着小汽车回家分享吧！
（注意红灯停绿灯行）

教学反思：

从执教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自己在课堂上的组织语言还有待
加强，如何让孩子对你的提问或是小结能更好的明白、理解，
是自己在以后的教学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小班语言彩虹桥教案反思篇五

1.乐意参与多项玩圈活动，愿意与同伴合作玩。

2.喜欢尝试多种玩法，懂得注意活动中的安全。

3.增强基本动作的协调性，发展身体协调能力。

1.材料准备

大小轮胎、嵌在路边呈同等大小半圆形的轮胎、各类大小不
同且材质各异的圈圈（呼啦圈、小圈、绳圈等）、画在地上，
由大小不同的圆形、半圆形等组成可供幼儿跳跃的图案。

2.场地准备

活动场地较为平整、无影响幼儿活动的障碍物。

1.车轮滚滚

玩法：幼儿排成五路纵队，每队第一名幼儿在起点线站立双
手扶握轮胎，教师或一名幼儿发出指令后，五名幼儿一齐推
着轮胎直线向前，先到达终点线的获胜。幼儿将轮胎滚回起
点，交给第二名幼儿，游戏继续进行。



2.独轮小路

玩法：幼儿排成一路纵队，一个接一个走上“独轮小路”，
中途从“小路”上掉下的幼儿必须走到队尾接着走上“小
路”。

3.呼啦圈转转

玩法（1）：幼儿四人一组，一名幼儿当裁判，其余三名幼儿
各手持一个圈。游戏开始，三名幼儿将圈套在手腕上顺时针
转动，圈最后掉下的幼儿获胜。

玩法（2）：幼儿四人一组，一名幼儿当裁判，其余三名幼儿
将圈套在腰部。游戏开始，三名幼儿在腰部转动圈圈，圈最
后掉下的幼儿获胜。

4.跳“花屋”

玩法：幼儿三人一组，猜拳确定先后顺序，每次一人参加游
戏。游戏者站在“屋”前手持一圆形积木，将积木扔进标有
数字“1”的格子，然后单脚（或双脚）跳进格子（幼儿可根
据自己的能力水平自由选择单脚或双脚跳，但前后须一致），
边跳边将积木按数字升序逐一踢进相应格子（如从1到10的顺
序）。将积木踢到“屋”外，或踢进其它格子，游戏即停止，
换下一人玩。第二次玩时则将积木扔进此次游戏已经到达的
格子，双脚按序逐一跳到此格继续玩，谁先将积木扔进标
有“10”的格子游戏并将积木踢出“屋”外，谁赢。

5.奇妙的“圈圈屋”

玩法（1）：将由六只小圈组合拼装成的“圈圈屋”放置在垫
子上，幼儿排队依次从“圈圈屋”钻爬而出。

玩法（2）：幼儿三人一组，猜拳选出一人当裁判。两名幼儿各



“住”一间由六只大圈组合拼装的“圈圈屋”，站在起点线
后，裁判发令后，两人同时用手将“圈圈屋”向前滚动，双
脚同时在“屋”内向前跳跃，先到终点线的获胜。

6.看谁接的多

玩法：幼儿五人一组，协商选出抛圈的人或由教师担任。抛
圈的人将多个彩色绳圈用力向空中抛撒，其余幼儿奔跑去接，
比比谁接住的最多。

1.尊重幼儿年龄特点和个体差异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每个幼儿在沿着相似进
程发展的过程中，各自的发展速度和到达某一水平的时间不
完全相同。要充分理解和尊重幼儿发展进程中的个别差异，
支持和引导他们从原有水平向更高水平发展”。体育区域活
动的设置本身就体现了让幼儿自愿选择符合自己活动水平的
活动方式，多个玩法的呈现以及幼儿可自主选择活动方式等
都充分尊重幼儿个体差异，确保每个幼儿的活动能力在自己的
“最近发展区”得到充分展现。此外，中班幼儿年龄尚小，
与同伴协商、合作的能力有限，多个区域活动中，我们引导
幼儿通过“猜拳”确定先后顺序或选出裁判，这样既提升了
幼儿活动的兴趣，又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幼儿乐在其中。

2.有效培养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

在幼儿活动的过程中，我们注重观察，适时调整区域活动材
料数量、玩具结构和活动方式，长时间以来，幼儿对玩圈活
动始终保持着浓厚兴趣，不少幼儿还自发创新玩法，走、跑、
跳、投、平衡、钻爬等基本动作和身体协调性、灵活性得到
显著发展，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日益增进。

3.充分体现家园合作精神



《纲要》强调，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综合利用
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本班区
域活动材料的搜集制作由教师、家长和幼儿共同完成，能更
加充分地挖掘幼儿生活中的材料资源。幼儿全程参与搜集制
作过程，扩大了眼界，培养了积极动手动脑的习惯，有效增
进亲子情感，充分体现了家园合作的精神。

1.由于班级幼儿人数众多，各区域幼儿人数也相对较多，区
域活动时间较短，常常不能充分满足幼儿的活动欲望。此外，
幼儿园活动场地狭小、分散，区域设置地点不集中，不利于
教师管理和指导。

2.《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强调要“关注幼儿学习与发
展的整体性”，“要注重领域之间、目标之间的相互渗透和
融合”，本班的体育区域活动充分体现了游戏化、生活化的
教育理念，关注到幼儿语言、数学、社会等领域目标的融合，
但缺少幼儿艺术领域目标的渗透。在今后的活动中要加以改
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