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接龙游戏教案反思 幼儿园游戏活
动教学反思(优秀6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
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接龙游戏教案反思篇一

“助跑跨跳”是幼儿园大班体育基本动作训练之一。以往我
们都是通过示范、讲解和练习的方式教幼儿学习，幼儿既不
了解学习的意义，又对单调的练习不感兴趣，所以很难达到
好的学习效果。针对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体育活动目标，
我班尝试设计并开展了以学习“助跑跨跳”基本动作为主要
内容、以“学做解放军”情景游戏为主要形式的体育活动，
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播放背景音乐《小号手》――用雄壮有力的音乐和模仿动作
激发幼儿学做解放军的积极性。来到户外，我告诉孩子们玩
学做解放军游戏，并发给他们一颗红五星佩戴在胸前。孩子
们脸上洋溢着自豪感。随着节奏鲜明、雄壮有力的《小号手》
音乐，孩子们自然地挺起胸脯抬起头，精神抖擞地排好队伍，
开始了准备活动。在音乐的伴奏下，我带领孩子们学着解放
军的样子雄赳赳、气昂昂地练习分队走，按口令做敬礼、吹
号、射击、投弹等动作。情境逼真，具有鲜明特点的准备活
动，激发了幼儿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跨战壕运子
弹”――让孩子在体验中领会动作要领我以班长的身份
给“战士们”布置了“跨战壕运子弹”的任务。这个任务需
要跨两道“战壕”，为了保证成功地将“子弹”运回，我
让“战士们”自选分成两组，尝试跨两种“战壕”。孩子们
一听跨“战壕”，都高兴地跳了起来，我的任务刚布置完，
他们就分组进行了尝试。助跑跨跳要想获得成功就要学会用



力蹬地，向前迈腿，这是我们在备课和亲身体验中摸索出的
经验。为了让幼儿自己感受到这一点，我用缠上绿色皱纹纸
的松紧带设置了两条宽窄不同的“战壕”（一条是60厘米，
另一条是75厘米）。

在初次尝试中，跨窄“战壕”的孩子多是对跨跳信心不足或
能力弱的孩子，但由于“战壕”比较窄，他们跨起来比较容
易；跨宽“战壕”的孩子们因为能力强，跨起来也没有感到
太困难。为了让他们充分体验跨越宽窄不同的“战壕”的方
法，在第二次练习时我将这两组幼儿调换了一下。这样一来，
一些较弱小的孩子就有些畏难。这时，我就鼓励他们向解放
军叔叔学习不怕困难。看到老师鼓励的'目光，孩子们鼓足了
勇气站到起跑线后，听到口令就向“战壕”飞快地奔去。蹬
地、起跳、迈腿，嘿！真棒，多数“小战士”都跳过去了。

在试跳两次以后，我及时组织孩子们进行交流，让他们谈谈
自己是怎么跳过去的，跳宽的和跳窄的有什么不同。他们总
结了经验，共同分享了成功的喜悦。交流时，成功跨过“战
壕”的孩子们表现得既兴奋又自豪。那些没有跳过去的孩子
听了别人的经验也受到了启发，有的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
但是，再次试跳时，仍然有几个孩子跳不过去。于是，我又
引导他们观察同伴的动作，分析跳不过去的原因。孩子们观
察后发现，这几个小朋友之所以跳不过去，有的是因为
离“战壕”距离相差很远就起跳，有的是因为跑得慢，缺乏
冲劲儿，有的是因为没迈腿。在同伴的帮助下，这几个孩子
经过总结经验，终于勇敢地跳过了“战壕”。几次尝试之后，
幼儿自己得出了结论：跨窄的不用跑得太快，跨宽的要使劲
跑，用力蹬地；跨窄的轻轻一迈步，跨宽的要迈大步。

在充分体验的基础上，我让孩子们6人一组自由组合，分成4
队进行“运子弹”的比赛。比赛开始了，听到口令后，“小
战士”就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快地跨过“战壕”，阵地上
的“小战士”在不停地为自己的“战友”加油，场面非常热
烈。可是，因为孩子们求胜心切，有的顾不上用力蹬地迈腿



跨跳就掉进了“战壕”，影响了动作的完成。于是，我引导
幼儿重新调整了规则。新的规则规定，掉进“战壕”的战士
所运的“子弹”不算数。这样一来，孩子们将注意力转向了
跨越“战壕”的动作，使游戏真正达到了锻炼的目的。

身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们需要很强的教学能力，借助教学反
思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讲课技巧，那么写教学反思需要注意
哪些问题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幼儿园游戏活动......

幼儿园接龙游戏教案反思篇二

 

“风味小吃店”是我们班孩子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游戏。根
据幼儿的需要现在风味小吃店的食品有：水饺、馒头、汤圆
和羊肉串等，很多幼儿都喜欢参与风味小吃店的游戏，摆弄
这些形象逼真的材料。有一次，王礼杰选择了风味小吃店游
戏，他卖起了羊肉串。游戏中，他发现制作羊肉串的谢炜辰
离开了，立刻跑去摆弄制作羊肉串的材料，觉得挺好玩的。
谢炜辰回来后，与王礼杰吵了起来。因为，此时的王礼杰怎
么也不愿意离开制作羊肉串的岗位，他让谢炜辰去卖羊肉串，
陆宇航不愿意，他据理力争，跟谢炜辰说道：“明明是我在
做羊肉串的，我先来的。”王礼杰想了想说：“那我们石头、
剪刀、布”。结果，王礼杰输了，他又去卖羊肉串了。

游戏进行到一定的时间，在同一游戏中出现了不同的角色，
而各角色应有自己不同的职责。观察中，幼儿之间因为“你
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发生争吵，这说明幼儿的游戏在
进步。在之前的游戏中，幼儿的游戏的角色少、不稳定，没
有明确的角色分工。随着游戏的逐步开展，游戏角色增加了、
游戏的情节丰富了，幼儿常常受游戏材料和参与游戏人数等
因素的影响而离开自己当前的角色，参与到其他游戏，甚至
强占他人的角色。这些现象的出现告诉教师，幼儿的游戏需



要规则，需要明确的角色分工，幼儿在游戏中必须明确自己
的角色、履行自己的角色职责。

1、和幼儿一起讨论“怎样才能让别人一看就知道自己是做什
么工作？”鼓励幼儿与教师共同想办法，制作标志如牌子、
图片、衣服等，表现相应的角色。

2、根据幼儿讨论，为幼儿提供不同的服饰，帮助幼儿明确自
己和同伴的`角色。

3、游戏中，有意识的询问幼儿，让幼儿回答：“今天我是xx，
我的任务是……”

帮助幼儿明确自己的角色及职责，在游戏时能自始至终。

角色的分工以及角色职责都应从幼儿的游戏中来，教师在游
戏观察的基础上组织幼儿讨论、确定游戏角色的分工以及角
色的职责。在幼儿游戏的过程中关注每一位幼儿是教师工作
的重要一环，当我们的孩子发生困惑、疑虑的时候，我们都
要及时地给予帮助和鼓励。因为幼儿游戏水平的不断提高除
了需要幼儿自我的积极探索外，更需要我们教师的外力去引
导和推进。

幼儿园接龙游戏教案反思篇三

爱玩是儿童的天性，游戏是他们最感兴趣的玩乐活动。通过
各种各样的游戏活动，既满足了幼儿身心发展的需要，又使
幼儿自身的各种能力获得练习和发展。如果我们在幼儿的游
戏活动中，有组织、有计划地渗透教育内容，可以使幼儿在
不知不觉中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性格。

一、冲突发生了……



“老师，越越和明明又打起来了!”这是我在刚接手不到一个
月的小班中每天都能听到的告状声。越越和明明个性都比较
要强，只要两个人在同一个小组活动，就会不时发生争执。
越越说：“老师，我要买汉堡包，可是他不理我!”明明
说：“我在整理钱，她一来就抓我(胳膊)!”原来他们是
在“肯德基”游戏中交流有问题。问清原因后，我扮演顾客，
对服务员明明说：“请给我拿一杯饮料、一个汉堡包。”我
故意把“请”字加重，明明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的意思，笑着
说：“请等一下，”接着给我拿“食品”，我说：“谢谢!”
服务员马上很顺口地说：“不用谢，欢迎下次再来!”示范完
之后，我让越越重新买东西。越越和明明都能自觉地使用
了“请”“谢谢”等礼貌用语，于是，两个争吵的小伙伴又
和好了。

小班幼儿在与同伴交往中往往不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他们往往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要求同伴。在角色游戏中，幼儿
通过扮演各种角色，模仿成人的口吻、行为，认真表演角色
的特性。在教师的正确指导和示范下，幼儿可以逐渐学会使
用礼貌语言，减少同伴交往中的冲突。

二、“这只老虎像山羊”

最近，我在表演区角投放了几个动物头饰，如老虎、大象、
小猫、小白兔等头饰，引起了很多幼儿的关注，而几个动作
快的幼儿每次都抢先占领表演区角。为了让别的幼儿也有玩
游戏的机会，我让几个动作慢的幼儿提前进人表演区。毛毛
选择了“老虎”头饰，扮演老虎一跳一跳地走起来。这时，
之前一直在玩游戏而这次没有“抢到”头饰的调皮鬼牛牛大
声说：“这只老虎像山羊!这只老虎像山羊!”这让本来就有
些内向的毛毛有点不知所措，只好站在原地泪汪汪地看着我。
我赶紧说：“啊，原来毛毛扮演的是一只穿着老虎衣服的小
山羊啊!”牛牛和其他小朋友一听都笑了，说：“是啊!是
啊!”于是，毛毛也不再紧张，继续玩了起来。



表演游戏在培养幼儿活泼开朗的性格、提高自信心方面，有
着独特的作用。幼儿喜欢表演，一方面他们以表演为乐趣;另
一方面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在表演游戏中，教师适当的
赞许和表扬，会使他们的表演兴致更高，创造力发挥得更充
分、更丰富。特别是对一些胆小、羞怯、性格内向的幼儿，
不愿参加表演游戏，他们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教师适当
的介入既能让他们体会到表演的乐趣，也能增强这些幼儿的
自信心，特别是老师和同伴的观看，能使性格内向幼儿胆子
变大，表演能力得到锻炼，增强自信心。

三、让我们一起搭搭看

在组织游戏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小班幼儿也能神情专注地
在垒沙子、搭积木，即使倒塌了，也会不厌其烦地重新搭建。
但是，个人的力量有限，即使再能干的幼儿搭出来的作品往
往也存在各种问题。所以，在下学期我尝试让小班幼儿一起
玩积木。开始合作时，我先让积木区的幼儿讨论搭什么好，
嘴巴快的文文叫起来：“搭长江大桥!搭长江大桥!”因其他
幼儿没有意见，我们就确定这个主题，接下来我问：“长江
大桥都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幼儿逐渐说出了桥面、桥墩等
部位，然后我用商量的口吻引导幼儿分工协作，文文说她去
拿圆积木做桥墩，豆豆、丫丫、迪迪去拿长条积木搭桥面，
辰辰去拿小积木做桥面上的“桥头堡”。最后，一座漂亮的
长江大桥搭成了，幼儿围着大桥欢呼雀跃，共同享受成功的
喜悦，而且他们的欢呼声引起了其他区角幼儿的注意。这样
引导他们玩过几次后，其他幼儿都竞相效仿，逐渐养成与同
伴协商合作玩游戏的习惯，大家能友好地在一起玩游戏了。

游戏是学前儿童的主导活动，也是一个有效的学习方式。赵
寄石教授曾指出：“幼儿的发展是在自身与周围的人、事、
物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实现的;幼儿的发育及智慧和道德的发展，
是依靠自己与客观环境交互作用自主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由
他人强迫灌输而达成的。”游戏正是这样一种让幼儿乐此不
疲的活动，在游戏中，幼儿依靠自己与同伴、教师的交往，



自主地建构起价值观念、个性特征和行为习惯。

幼儿园接龙游戏教案反思篇四

学会观察，学会反思是新课程改革对教师提出的要求。也是
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必由之路。游戏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教
师只有具备了观察反思的基本素养。才能捕捉幼儿游戏中的
问题，引发深层次的思考，从而对游戏进行合理化的指导，
推动游戏向着更高的水平迈进。

我带的是小班孩子，通过观察发现：我们小班孩子角色意识
差，常常热衷于一些重复性动作和言语，而且易受各种因素
干扰，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在能力上，小班孩子与大班孩子
有着很大差别，尚处于启蒙阶段，小班孩子天真好奇丰富的
玩具和游戏材料对他们来说充满了诱-惑，游戏时及其投入和
逼真。在观察到如上现象后，问题便接踵而来，在这群刚刚
停止哭闹的孩子中开展生成性主题游戏可行吗?看着他们稚拙
的动作，能否顺利实现主题目标在游戏中的合理渗透？如何
从无目的的搬弄玩具过度到区分角色游戏？能否让幼儿尝试
废旧材料及小工具的运用？于是这些点点滴滴分门别类的问
题进发了我们的思索，激起了我们大胆探索的热情随着主题
开展的进程，我们小班游戏《泡泡吧》《小吃屋》等生成游
戏应运而生，这些表现在小班同样可以开展。比如“娃娃
家”从一开始的分组摆弄玩具到区域平行游戏，再到挂着标
志牌“各司其职”，解决了游戏的平稳过度。“小吃屋”剪
贴餐盘则证明了小班幼儿已能逐步使用一些工具材料动手制
作。在这里，由观察引发思考进而大胆尝试，每一处都将教
师的创新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

通过在我们小班游戏的活动中认识到：观察是问题的源泉，
反思是发展的动力，边观察边反思；能帮助教师树立问题意
识，寻找解决之道，提升教育智慧，做一个有研究、有思想
的教育者。



让我们的教师在游戏的组织过程中不断深入观察寻找问题，
剖析现象，在无数次的反思斟酌中获得自身的发展和成长！

幼儿园接龙游戏教案反思篇五

东方锦绣幼儿园------刘晓媛

这周有幸听了陈石静老师的讲座，受益匪浅。她讲到了目前
幼儿园游戏的不理想状态等一系列的问题，让我们值得深思。
首先提出什么是游戏？“游戏是自愿自主，自由快乐的活动。
游戏中的幼儿应该是快乐的，没有任何拘束的。”

游戏的过程即孩子自我发展的过程，其中隐藏着重要的教育
动因，内含着教育方法的契机，因而有着不可忽视的教育价
值。然而没有料到的是，当游戏的地位一旦被提高到是“幼
儿园的基本活动”时，当教师认真地把游戏作为头等大事来
对待时，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认识上的疑问和困惑便接踵
而来。

首先是理论对实践的指问：“这是幼儿在游戏，还是教师在
游戏幼儿？”“这不是教师导演的一台戏吗？”“分明是教
学，何必非说成游戏？”“说是在游戏，幼儿的游戏体验在
哪里？”“老师在为游戏而游戏，幼儿在为老师而游戏”等
等。

然后是实践对理论的反问：“什么是游戏？”“游戏要不要
追求教学目标的达成？那样的话还是游戏吗？”“同一活动
能既是游戏又是教学吗？”“游戏在教育过程中是内容还是
形式？”“游戏是目的还是手段？”“怎样才算是做到
了‘以游戏为基础活动’？”

一、在幼儿园教育实践中谋求游戏与教育的结合首先，从游
戏与教育的目的来看，游戏的价值在于实现儿童认识能力、



运动能力、社会性和情感的发展，其每一方面的发展又含有
众多的内容，可以说囊括了儿童身心发展的各个方面。教育
的目的就是将儿童身心发展的各个方面纳入一个有计划的影
响过程，通过体、智、德、美各育促进儿童身心全面发展。
只不过游戏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教育是一个有目的、有
意识的培养过程，两者在终点上达到一致，即游戏和教育的
结果都是儿童的发展。

式：总之，儿童的发展是游戏与教育内在联系的纽带，游戏
对幼儿具有自然发展的价值，教育对幼儿具有引导发展的价
值。

总之，儿童在游戏中的收获是儿童主动活动的结果，儿童要
在教育中得到发展则在于教师和儿童的双重努力，而由教师
为主导的教育过程也能转化为儿童主动活动的过程，那就是
游戏与教育的成功结合。教师还是幼儿游戏的玩伴，因此引
导幼儿如何游戏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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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椅子”的游戏一直是我们班孩子最喜欢的，我带领孩子
们玩过好几次，也从未对它的规则有过任何的改变。（用总
语言总汇）

今天，我又带领孩子们玩起了“抢椅子”的游戏。游戏开始
了，小朋友围着椅子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只剩下两位小朋
友和一把小椅子，这两位小朋友是郑涛和高梓轩。激烈的竞
争开始了，音乐马上就要停止，小朋友也不断的给他俩加油，
当音乐停止时，涛涛和轩轩都以最快的速度去抢小椅子，结
果一人抢到一半小椅子。按照竞争规则，胜利者只能是其中
的一位。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让两个孩子都成为胜利者，于
是，决定请他俩再来一次决出胜负。谁知，他们两个却有说



有笑的坐在了一起，轩轩仰起小脸对我说：“杨老师，我们
两个人都是第一名，都有红花奖好吗？”

一张椅子。出乎我意料的是，两个经常打架的小朋友子一和
谢颖竟然抱着坐在了一起，还一起朝我笑，好像在说：“看，
我们坐下了吧，我们是好朋友!”

随着椅子数量的减少，我们大三班表现出了惊人的团结力量
和合作能力。最后，最多竟然有四个小朋友同坐一张椅子。
他们笑着，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等待着我认同他们的方式。

我被他们在“关键”时刻的合作和分享的精神打动了。说实
话，以前这些孩子们的常规确实使我头痛。但是，在这次活
动中，孩子们向我展示了他们的纯洁、可爱、力量和不平凡!

执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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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1、能深入地描写游戏的各个环节。

2、语言简单易懂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想法。

3、反思内容贴近生活，对幼儿品质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