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体育教案椅子游戏 中班户外
体育活动方案(模板10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案书写
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小编
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班体育教案椅子游戏篇一

1.练习手膝着地自然协调地向前爬，尝试倒退爬，提高动作
的灵活性。

2.喜欢参加体育活动，感受集体活动的快乐。

二、活动准备

1、小蚂蚁头饰，食物袋若干，背景音乐。

2.幼儿已储备了有关蚂蚁生活习性的相关经验。

三、活动过程

1.热身活动。

(教师扮蚂蚁妈妈，幼儿扮蚂蚁宝宝。)

师：今天天气真晴朗，宝宝们，让我们一起活动活动吧!(音
乐起，幼儿随教师做热身运动：头、肩、腰、腿、膝、脚。)

2.练习各种不同方式的爬。

(1)自由爬



师：宝宝们，让我们去散步吧!

(2)有序爬

师：宝宝们，如果前面有一个山洞，你们爬过去嘛?现在妈妈
来做做小山洞看看那个宝宝的本领大，好不好。(鼓励幼儿一
个接着一个有序地爬山洞。)如果前面有一条小山你们爬过去
嘛?(鼓励幼儿一个接着一个有序地爬小山。)

3.游戏：巧避大熊。

(1)尝试倒退爬

("狮王进行曲"的音乐响起，声音忽大忽小。)

师：宝宝们快听，什么声音?前面发生了什么事?让我们一起
去看看。(引导幼儿向前爬)哎呀是一只找食物吃的大熊，快
向后退。

(1)引导幼儿练习向后倒退爬，听声音没有了，让我们看看大
熊走了没有?引导幼儿再次向前爬。如此反复2～3次。)

(2)巩固倒退爬师：刚才你是怎么倒退爬的?让我们再试试吧。

4.游戏：蚂蚁背豆。

(1)找"粮食"师：宝宝们，冬天就要到了，让我们寻找粮食准
备过冬吧!(引导幼儿寻找场地用沙包制成的小粮袋。

(2)运"粮食"请幼儿将小粮袋运回粮仓。(师幼共同检查游戏
结果。)

(3)搬"大豆"

a.蚂蚁妈妈：粮食不够怎么办?引导幼儿在场地的中央发现"



大豆"。"大豆"由报纸和泡沫粘贴而成，体积较大。)

b.鼓励幼儿一起合作把"大豆""嗨哟、嗨哟"抬回家。

5.放松练习，结束活动。

师：宝宝们，今天太阳真是暖和，让我们一起晒晒太阳吧，
小蚂蚁跟着妈妈躺着，伸伸腿，晒晒太阳，抖抖毛，等等随
音乐做放松活动。

中班体育教案椅子游戏篇二

1、尝试各种跳法，能根据信号做动作。

2、用肢体动作表现吃跳跳糖的感受，体验体育游戏带来的乐
趣。

1、每人一份跳跳糖

2、欢快的背景音乐

3、家长工作：请每位家长在家给孩子吃跳跳糖，预先丰富孩
子的经验。

4、红、黄、蓝、绿跳跳糖胸饰。

一、品尝跳跳糖并交流吃跳跳糖的感受。

1、师："今天围裙妈妈给宝宝们带来了一样非常好吃的东西，
猜猜看是什么?"(教师故做神秘地告诉幼儿，让幼儿充满好奇，
调动气氛)

2、师从背后慢慢地拿出跳跳糖"哈!是跳跳糖!今天跳跳糖要
来和宝宝们做游戏呢!你们想尝尝跳跳糖的味道吗?"(教师告



诉幼儿跳跳糖喜欢坐的神气的宝宝，示意幼儿坐好，维持课
堂纪律)

3、分发跳跳糖，并请幼儿尝跳跳糖。

教师可以走下去巡视，问问幼儿"你的跳跳糖是什么味道的""
跳跳糖在嘴里会发出什么声音吗?"

4、讨论

(1)师："告诉围裙妈妈，你们吃到的跳跳糖是什么味道的
啊?"(甜的、桔子味道的、苹果味道的)

(2)师："跳跳糖吃到嘴里会怎么样啊?"(会跳、会发出叭啦叭
啦的声音)幼儿交流跳跳糖吃在嘴里跳动的感觉。

5、师小结：跳跳糖的味道是甜甜的，吃到嘴里会跳，还会发
出叭啦叭啦的声音，告诉你们，那时跳跳糖在你们的小嘴里
唱歌跳舞呢!跳跳糖真神奇啊!

二、用肢体动作表现吃跳跳糖的感受。

1、师："我们也来当跳跳糖吧!宝宝们想一想刚刚吃跳跳糖的
时候嘴里的跳跳糖会怎么样啊?"教师示范，引导幼儿跳起来
鼓励幼儿用动作表现自己的感受，想出各种跳的方法，如双
脚跳、单脚跳、交替跳等，引导同伴间相互模仿。

(师：宝宝们快看，跳的真好!快来!快来!我们来学他一起
跳!)

2、休息并进行初步的点评。

师："跳跳糖累了，让跳跳糖休息一下吧!"(示意幼儿安静下
来)师小结：宝宝们跳的真好!围裙妈妈看到有的跳跳糖是两
只脚跳的，有的跳跳糖是一只脚跳的，还有的跳跳糖是这样



跳的(两叉跳)。

3、游戏：开心跳跳糖播放音乐，引导幼儿用各种不同的姿势
来跳。

发给幼儿不同的胸饰，引导幼儿按颜色分类跳或根据情节变
化跳，以增强幼儿的兴趣，并适当控制活动量。如"红色的跳
跳糖跳"、绿色的跳跳糖跳和的跳跳糖一起跳"、"两颗糖跳到
了一起粘住了"等等。

4、游戏结束：跳跳糖们我们到外面的大草坪上去跳吧!

中班体育教案椅子游戏篇三

1、了解一些常见的'运动项目，知道运动能锻炼身体。

2、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3、鼓励幼儿大胆说话和积极应答。

经验准备：活动前经常关注一些常见的运动项目。

1、户外场地，有各种小型运动项目及其运动员代表的图片、
照片。

2、幼儿收集各种运动项目及其运动员代表的图片、照片。

3、非竞技运动项目的录像，统计表、笔。

活动重点：知道一些常见的运动项目，会简单的介绍。

一、我知道的运动员。

1、幼儿介绍自己知道的运动员，展示自己收集的相关图片、
照片。



2、鼓励幼儿用较连贯的语言，清楚地介绍这些运动员在进行
的运动项目，如：这是自行车运动员，他们每天练习骑自行
车，想让自己骑得快一些。

3、引导将幼儿收集的图片展示在展示板上，请幼儿在活动结
束后与同伴继续交流。

二、他们也在运动。

1、出示幼儿没有谈到的其他运动项目的图片，请幼儿看一看、
说一说图片上的人在干什么。

2、播放一些非竞技运动项目的录象，如放风筝、打太极拳、
跳伞、舞剑、水上芭蕾等，使幼儿了解有很多运动项目都能
锻炼身体。

三、我们来做运动员。

1、幼儿自由到户外场地上作准备运动。

2、教师介绍场地上的运动项目，引导幼儿说说这些运动器械
的名字。

3、幼儿自由选择活动项目运动。

4、集中：引导幼儿相互交流自己进行了什么运动，教师用简
笔画的形式记录在统计表上，并用竖线记录参加各项运动的
人数。

5、带领幼儿观看记录表，数一数，大家一共锻炼了哪些项目，
哪些运动参加人数最多，哪些项目，哪顶运动参加人数最少。

反思：活动中孩子们能大胆得参与各项运动项目进行比赛，
非常开心。



中班体育教案椅子游戏篇四

1、学会放风筝的基本方法，乐于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2、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乐于与朋友合作放风筝。

1、确定地点要开阔和安全。

2、与幼儿讨论怎样才能放飞风筝，确定风向风力。

3、每小组幼儿互相协作放飞风筝、、若有某小组幼儿的风筝
不能起飞，组织大家讨论风筝不能起飞的原因（骨架太松，
不对称，尾巴轻等问题）。

4、鼓励幼儿探索解决的办法，并对风筝进行改进。

5、教师对活动进行总结，并夸奖幼儿的表现。

幼儿们争先恐后的去抓风筝线，放风筝的热情很高。

中班体育教案椅子游戏篇五

1、练习快跑和躲闪跑，提高身体灵敏度和协调性。

2、体验运动的乐趣。

3、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
一起游戏。

4、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5、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1、空场地，画一个大圆圈。



2、幼儿如图站：

1、做厨师操：送菜（跑），切菜（上肢运动），炒菜（上肢
运动），揉面团，翻饼（下蹲配合手腕运动）。

2、游戏：一起贴烧饼。

（1）游戏站位：幼儿分成人数相等的两队，面向圈心站成内
外双圈，圈内站两名幼儿。

（2）游戏方法：圈内两人以猜拳决定追逃者，一人追，一人
逃，被追者在圈内穿梭跑，如快被追上时站在一位内圈小朋
友的前面，即为安全，如果被追上，则互换角色。

（3）根据活动量跳着游戏次数。

烧饼好了，开始卖烧饼。卖烧饼要做哪些动作说那些话？(模
仿卖家动作做放松运动)回教室休息。

孩子们在这个体育游戏中热情满满，也学到了很多，在游戏
中，幼儿会不断克服自身弱点，遵守规则，锻炼自己承受挫
折、失败的能力，逐渐形成良好的情绪和意志品质，进一步
促进了幼儿身心和谐发展。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不知不
觉下课铃响了，孩子们满面笑容的回到了教室，笑声在校园
里回荡。

中班体育教案椅子游戏篇六

1、发展幼儿跳跃能力和身体的灵敏性。

2、培养幼儿热气运动兴趣。

若干条海绵棒、4个拱门、音乐



师：引导解说海绵棒玩法多样，如何去探索新玩法

幼：可以用来木马骑；

幼：可以用来跳跃

幼：可以用来追玩；

师：现在，我们就来一个海绵棒跳跃比赛

准备游戏-动作分解示范玩法-开始比赛

跳跃海绵棒比赛：

1、幼儿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玩法的引导：

（1） 双脚张开。

（2）双腿跟住海绵棒跳线跳跃。

（3） 遵守游戏规则一个跟一个接力，提醒幼儿游戏过程中
听从指挥。

（4） 进行男女混合小比赛

运用海绵棒"大灰狼"游戏

1、幼儿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玩法的引导：

（1）幼儿站在圈圈里面，老师扮演大灰狼在圈外拿着海绵棒
追赶幼儿

（3）幼儿在游戏的时候被大灰狼捉了，就放到圈外的拱门里

1、教师简单总结，表扬孩子的表现。



2、重新集合列队

3、听轻盈音乐，带领幼儿做放松运动

中班体育教案椅子游戏篇七

1．培养幼儿对玩自制运动器械的兴趣和尝试精神。

2．学习双脚立定跳远，双脚向前行进跳等动作。

3．培养幼儿友好合作的优良品质。

1．自制的`与幼儿人数相等的纸盘。

2．活动前检查场地上是否安全，幼儿的衣着、鞋是否合适。

1．我们手里都拿着什么?(纸盘)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纸盘，
是一块神奇的魔盘，它是我们锻炼身体的好朋友。

2．我们用纸盘来锻炼身体，做纸盘操。

1．个人玩纸盘。

(1)你们能想出玩纸盘的各种方法吗?比比看谁的办法最多，
本领最大。

(2)分散自由玩纸盘，如投纸盘，头顶纸盘练平衡，滚纸盘、
双脚立定跳过纸盘等，重点指导幼儿双脚立定跳过纸盘。

(3)请个别幼儿示范纸盘的各种玩法，并带领全体幼儿练习。

2．合作玩纸盘。

(1)两人合作可以怎么玩纸盘?



(2)多人合作玩纸盘，重点指导幼儿双脚向前行进跳等动作。

3．游戏：夺红旗比赛。

(1)小朋友，下面我们要进行夺红旗比赛，你们想参加吗?

(2)教师讲解比赛方法和规则。

分成四队站好，各队第一个幼儿双脚向前行进跳过纸盘，从
右边返回拍第二个幼儿的手后，第二个幼儿才能跳，第一个
幼儿回到队列最后站好；依次进行，哪队最后一名幼儿先把
红旗夺回来为胜者。

(3)比赛进行3～4次。

小结讲评，表扬积极动脑，有尝试精神，参加活动的幼儿。

中班体育教案椅子游戏篇八

目标：

1.能双脚立定跳出一定的距离

2.能向指定目标跳

准备：场地布置

过程：

1.热身-《爸爸去哪儿》

师：小蝌蚪的卵在春天慢慢孵化了，随着我动起来吧。

2.尝试跳



师：小青蛙们长大了，要学本领了，让我们一起跳一跳。

(从线内跳到线外，再从线外跳到线内)

师：小青蛙们跳的可真棒啊，有几只小青蛙跳的特别好。我
们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跳的!

3.示范跳并讲解

师：刚刚他们是怎么跳的?你们说一说。

(双脚并拢，膝盖弯曲，双手摆动跳。)

师：你们也来试一试吧。

4.练习跳引出落地

师：小青蛙们，这样跳可不行，农民伯伯说啊，你们抓不到
虫子。跳到地上的声音太大了，虫子啊，都吓跑了。

师：你们想一想怎么跳才能轻轻的?再试一试。

师：刚刚有几只小青蛙跳的可轻了，一点声音都没有，你们
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跳的?

师：让我们再试一试。

5.游戏-小青蛙跳荷叶

师：小青蛙的本领都学会了，让我们轻轻的去菜田里帮农民
伯伯抓虫子吧。

(游戏2次)

6.放松-《我爱洗澡》



师：小青蛙都跳累了吧，农民伯伯请我们到河里洗个澡。

中班体育教案椅子游戏篇九

目标：

1、通过游戏，提高幼儿跑和钻的能力。

2、培养幼儿协同一致的情感，发展灵活性。准备：猫头饰每
人一只，老鼠头饰10--12只，录音机和磁带，设三处鼠洞。

过程：

1、部分幼儿戴上猫头饰。听《黑猫警长》的音乐从教室
开“摩托车”到活动场地，四散站立。

2、听音乐做上肢运动(猫理胡子);手腕和脚腕活动(磨爪子);
下蹲后跳起活动(捕鼠)。

3、做两个模仿动作：大象走和小兔跳。

4、教师讲解示范“猫捉老鼠”游戏的玩法：老鼠钻在洞里，
猫在洞外的家里。听到游戏开始的信号后，老鼠要钻出洞到
外面偷东西，不能一直躲在鼠洞口。被捉到的老鼠立即站在
边上。

5、部分幼儿(10人左右)戴上老鼠头饰，然后游戏开始，同时
播放《黑猫警长》音乐。

教师巡回观察、指导，随时提醒幼儿注意安全。

6、游戏一遍结束后，教师肯定成绩，进行鼓励，并请2--3名
幼儿再次示范，提高跑和钻的动作的质量。同时，指出游戏
中应改进的事项。



7、调换角色，由原扮猫的扮老鼠，进行第二遍游戏，教师巡
回指导。

8、游戏进行3--4遍。每次游戏结束，教师都进行简单的小结，
鼓励姿势正确、钻得迅速、跑得灵活的幼儿。

9、游戏结束

教师进行讲评：小猫的本领练得真好，天快亮了，我们捉了
一个晚上的老鼠，现在要回家休息了。让我们把精神养得好
好的，下次捉更多的老鼠。

中班体育教案椅子游戏篇十

1、能在各种材料建构成的障碍物上行走，练习手眼协调和平
衡潜力。

2、努力尝试多种练习了平衡的方法，培养创新意识。

一、导入：

1、以游戏《风和小树》做为活动腰部、颈部及手部肌肉的准
备动作，同时激发幼儿的活动兴趣。

2、教师：“昨日晚上的一场大雨把小河上的桥冲走了，小动
物们不能到河对面去找食物了，请你们帮它们想个办法，能
够顺利到达河的对面。”

二、基本部分：

1、让幼儿利用已有的材料（平衡木、积木、塑胶板）建构不
同的桥，并分别上去走一走，提醒幼儿留意。

2、集中：讲讲每座桥的不同之处，请几名幼儿示范，说说自



己是怎样又快又稳地过桥的。

3、幼儿自由练习，体验在不同障碍物上行走的难易度，手眼
协调。

4、集中：教师：“小动物们得到你们的帮忙，又能吃到食物
了，为了表示感谢，送来了好多吃的，咱们一齐去运回来，
好吗？”

5、引导幼儿用各种方法把食物（沙包、硬纸板、雪花片）运
回来，鼓励幼儿尝试用身体的各个部位运食物。提醒幼儿注
意安全。

三、放松：

1、总结性评价，对幼儿愿意帮忙别人、动脑筋想出的各种办
法给予表扬和肯定。

2、一齐做放松运动：甩手、扭腰、晃头、捶腿等。

3、鼓励幼儿和老师一齐收拾材料后回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