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角色游戏蛋糕店教案 中班角色游
戏教学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怎样
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这里我
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角色游戏蛋糕店教案篇一

本次活动，幼儿能够非常积极地参与，由于找不同的对象都
是他们平时最喜欢的小动物，所以幼儿兴趣很浓，找到不同
之处引发的成功感让孩子们非常兴奋，这也培养了孩子们数
学能力方面以及观察能力的发展。通过这样的形式，发展了
幼儿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让幼儿能更细致地了解事物，
从而发展幼儿的数学领域。

对于小班幼儿来说，“找不同”是我们新接触的，也是比较
有难度的。因为孩子的细致观察能力还没完全完善。所以对
于一些细节的，小的不同之处，孩子需要加以引导。个别幼
儿由于观察能力较弱，发现过程比较慢，思维不够活跃，未
能体会到成功的'乐趣，所以注意力不是很集中，有的干脆不
注意观察，等待别人的成果，这点以后要多注意。

下一阶段，我准备继续在本次活动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游戏
的难度，比如不同之处可以变成2-3处，而且不能一眼就看出，
需要幼儿细致的观察才能找到，或者将图片制作成可让幼儿
动手操作的材料，这样更容易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要
尽可能地面向全体幼儿，使全班孩子的智力都能得到有效的
发展。



角色游戏蛋糕店教案篇二

我园非常关注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也一直很重视幼儿的户
外游戏活动训练。此次我将跳绳引入了体育活动中，通过游
戏，让孩子探索绳的多种玩法。因为跳绳对儿童身心健康和
智力发展有诸多好处，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

教学中我也反思了不管教师在游戏前对游戏的预设有多全面，
都不可能完全预测幼儿在玩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就要求
教师在活动中关注幼儿的兴趣、经验和表现，只有不断的引
导推进游戏，幼儿才会越来越喜欢游戏，游戏才会真正促进
幼儿发展。当幼儿不喜欢游戏时，教师要“顺”，当我发现
幼儿不喜欢游戏时，没有按自己的想法调整游戏或是强迫幼
儿继续游戏，而是了解幼儿放弃游戏的`真实原因，顺应他们
的想法，并将调整游戏方法的权利交给他们。

角色游戏蛋糕店教案篇三

娃娃家，公共汽车，菜场，点心店。

（1）对角色游戏感兴趣，同伴之间多交流合作。

（2）对各个游戏区有一定的认识。

准备：

（1）布置游戏环境。

（2）游戏材料：各种玩具，橡皮泥。

娃娃家：

（1）帮助幼儿认识和区分角色，自主选择游戏身份。



（2）鼓励娃娃家的成员参与其他的游戏。

公共汽车：

提醒做司机的幼儿排好座位。

司机与乘客之间要礼貌对话。

菜场：

（1）区分不同类的水果和蔬菜。

（2）尝试用简单的对话进行买卖。

点心店：

（1）注意玩泥的常规，不弄脏地面和桌面。

（2）能做出各种点心。

角色游戏蛋糕店教案篇四

本节课通过模拟幼儿园教学活动场景，使学生直观形象的学
习到幼儿听说游戏的组织方法。

教学应该通过多种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或直观演示、或
旁征博引、或巧设悬念激发他们的阅读欲望和动机，创
造“我要学”“我想学”的积极教学气氛。在本节课中，我
没有很好的启发学生们的“旁征博引”，大部分学生仅限在
书本的理解层面，范围不够广。

以前的课堂，学生只是可怜的倾听者，谈不上和谁去“交
流”。10+30的课堂模式让我做到了给学生一个“交流”的课
堂，实现“文本对话”、“师生交流”和“生生交流”。但



是，在这节课中，我觉得我给学生的交流还是不够，整节课
下来，真正学生讨论交流的时间才3分钟不到，所以，不够有
交流空间。

“教学不仅仅是一种告诉，更多的是学生的一种体验、探究
和感悟”。给学生多大的舞台，他就能跳出多美的舞蹈。课
堂是激情燃烧的动感地带，是他们求知、创造、展示自我、
体验成功的平台，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地方。学生的潜力是无
限的，关键在于教师是否给了学生足够大的平台。课后，我
跟学生了解学习情况，学生告诉我说：“老师，我还有很多
话想说，我还没说完呢。

鼓励他们敢于和善于质疑问难。中国古人说：学贵有疑。小
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要培养学生善于从无疑处生疑，从
看似平常处见奇，这是发现问题的起点。

角色游戏蛋糕店教案篇五

幼儿园户外游戏教学反思：跳皮筋每个幼儿园都应把游戏作
为幼儿园活动的基本内容。自大班开学以来，我将跳皮筋引
入了体育活动中，通过游戏，让孩子探索皮筋的多种玩法。
因为跳皮筋对儿童身心健康和智力发展有以下诸多好处：跳
皮筋能促进儿童健康发育，能加快胃肠蠕动和血液循环，促
进机体的新陈代谢；能提高儿童记忆能力等，有利于儿童健
康成长。皮筋的玩法多种多样，有单人跳、双人跳，多人合
作跳。跳皮筋器械简单，场地到处都是，简单易行，是一项
适合大众的体育健身运动。可是就这么个简单的游戏，有的
孩子却为什么玩不起来呢？首先我形象地向幼儿介绍了游戏
的主要规则：游戏中两人扯皮筋，两人跳皮筋。

游戏开始了，幼儿跳的一方，玩得很兴奋。可仔细一看，却
有很多问题：扯皮筋的幼儿有的将皮筋子抬得很高，跳皮筋
的幼儿就会被绊倒；有的幼儿将皮筋子扯着乱跑，跳皮筋的
看到同伴扯着皮筋跑，不知道制止而是追着跑；有的则毫无



危机感地站在场地中间，局外人似地看着他们跑；有的干脆
躲到了场地的尽头处，等到皮筋抡过来，常常来不及转身就
打在身上了。很快，幼儿在游戏开始时的兴奋劲就消失了，
最后干脆放弃游戏自己玩了起来。

从幼儿的表现看，他们似乎不太明白游戏的规则，可一问，
他们却讲得头头是道。

师：为什么你们不喜欢游戏了？

师：那怎么样就不会绊倒呢？

师：嗯，我们按规则要求进行游戏，那么游戏才能变的好玩。

渐渐地，有一名幼儿突然说：“我不玩了。”四人一组的`游
戏因他放弃又无法继续了。

由于游戏的方法都是幼儿自己提出的，这使他们在游戏中更
有主人翁感，玩起来也更加兴致勃勃。

幼儿都愿意成为游戏的中心人物，在他们眼里做这件事的人
越少这件事就越重要，而且他们也愿意轮换角色进行游戏。
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规则，游戏将无法正常进行。

反思：如何让幼儿在游戏中得到发展调整游戏方法的权利交
给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