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趣味游戏活动教案蜗牛迷宫 小班游
戏活动教案(通用7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班趣味游戏活动教案蜗牛迷宫篇一

民间游戏《木头人》简单易学适合小班幼儿学习，能够锻炼
幼儿的思维敏捷性，经过玩此游戏，初步培养幼儿的控制力
和想象力。期望在玩的过程中带给孩子们无穷无尽的智慧、
欢乐和满足。

活动目标：

1.初步培养幼儿的控制力和想象力。

2.培养幼儿对民间游戏的兴趣。

活动重点：

初步培养幼儿的控制力和想象力。

活动准备：

老虎头饰、录音机、音乐磁带、活动前学会儿歌“木头人”

一、开始部分

幼儿说儿歌进入场地，走走走，慢慢走，一个跟着一个走；
不超前，不掉队，我们都是好朋友。小朋友，我们一齐学一



学小动物走路好吗？放音乐《走路》。

二、基本部分

小朋友，我们学了一首儿歌《木头人》，背给教师们听一听。
“山山山，爬高山，山上有个木头人，一不许动，二不许笑，
三不许露出小白牙。”木头人是什么样的？请举手说。小朋
友说的很好，木头人是不会说话、不会笑，也不会动的。

木头人很好玩，我们一齐做个木头人的游戏好不好？小朋友
手拉手，围着圆圈一边说儿歌，一边走，说到“三不许露出
小白牙”时，小朋友赶快学木头人站好，哪个木头人表现得
好，教师讲给他一朵小红花，如果谁先动，谁先说话，谁先
笑，就让他表演一个节目。玩游戏三遍。

还有一种好玩的玩法，教师当老虎，小朋友当木头人跟在老
虎后面一边走一边说儿歌，说到“三不许露出小白牙”时，
小朋友立刻停住，任意造型摆一个好看的动作，可是不能动
也不能笑，谁先动或笑就输了，被大老虎抓住就让他表演一
个节目或罚他停止一次游戏。幼儿游戏三至四次。教师指导
幼儿控制自我的身体静止不动，提醒不跪或坐在地上。

小结：表扬爱动脑筋摆出不一样造型和遵守游戏规则的的小
朋友。

三、结束部分

做《看样学样》活动放松身体，走回活动室。

活动延伸：

户外活动继续玩此游戏，也能够回家和家人玩此游戏。

活动反思：



经过玩游戏，幼儿对此游戏十分感兴趣，游戏效果很好，初
步培养了幼儿的控制力和想象力、难度适合幼儿年龄特点，
重点、难点把握较好，是值得开展的好游戏，这也是挖掘民
间游戏的魅力所在。

小班趣味游戏活动教案蜗牛迷宫篇二

1．尝试两人、三人合作平移走"大鞋"，发展幼儿平衡能力及
互相协作的精神。

2．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小组循环的"大鞋"游戏，充分
体验合作运动的愉悦。

用木版和宽牛筋自制的"大鞋"若干双，可供两至三个幼儿一
起玩，大鞋上分别写有数字1、2。

一、热身运动，活动活动筋骨。

1．两人合作"走大鞋"。

第一次尝试

2．幼儿自由组合，两人一组分别选择一双"大鞋"进行合作"
走大鞋"的尝试教师巡视观察，注意发现幼儿在尝试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如：两人迈步不协调步速不一致等，并引导幼儿
积极探索。

3．幼儿说说自己走得怎样？如何才能走得更好？可以用动作
配合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做法。

4．师幼共同总结"走大鞋"的好方法，即动作要领：后一名小
朋友扶着前一名小朋友的肩膀；走的时候先出有数字1的鞋，
再出有数字2的鞋，同时两人一起喊"1、2，1、2，……"的号
子。这样就不会摔倒，两人才能协调一致地向前走。



第二次玩"走大鞋"的游戏

(1)在《踏浪》乐声的伴奏下，幼儿再次玩"走大鞋"的游戏。

(2)教师进行个别指导与帮助

(3)请合作走大鞋成功的幼儿展示，并鼓励幼儿进行创新。

二、三人合作走大鞋品尝到成功滋味的、身体平衡能力较强
的三名幼儿自由组合走大鞋，方法同两人走，只是难度有所
增加，三人必须密切配合、步调一致才能走好。

三、放松运动幼儿小手捶捶肩、捶捶背、捶捶腿，使身体放
松。

1.在老师、生活老师的提醒下按秩序入厕，不拥挤，大小便
入便沟。

2.在老师、生活老师的提醒下有秩序地盥洗，不玩水，洗好
后关紧水龙头。

1.提醒幼儿进餐时小声说话.。

2.把餐盘放在指定位置。

3.餐后在老师、生活老师的指导下擦嘴、脸，漱口。

2.积极参加餐后游戏。

12：00-2：30 午 睡要求：

1.拖好鞋子摆好，脱下外衣、裤子叠好放在指定的地方，然
后安静入睡。

2.安静入寝，不玩棉被、草席，不影响同伴。



3.嘴里爱叨念，睡前爱动手动脚，东看西瞧的小朋友，都属
于午睡习惯不良，请各位家长协助老师纠正孩子的不良习惯。

2：30-3：00 起 床要求：

1.起床后，在生活老师的帮助下穿好衣服、穿好鞋子，将拖
鞋放回鞋架上。

（孩子的衣服、裤子、鞋子要简单，容易穿脱，在家尽量让
孩子自己动手。有一位懒惰的妈妈就会有一位自理能力较强
的孩子。）

2.在老师提醒下吃点心、喝水。

3：00-3：30 吃 点 心要求：

请幼儿安静地进餐保持桌面地面干净。

3：30-4：00 户外游戏

小班趣味游戏活动教案蜗牛迷宫篇三

问：老狼老狼几点钟

答：一点钟。……天黑了。

玩法：参加者选一人当老狼，其余人更在老狼身后扮演各种
小动物，游戏开始，众人边问“老狼老狼几点钟”边向前走，
老狼背向大家答话，老狼答话时，众人停下不动。老狼回
答“天黑了”，转身追逐，众人回逃，注意灵活躲避，跑回
家者算胜利。被捉住者换下一轮做老狼。

游戏2：喂小动物吃饭



游戏规则：幼儿要站在规定的地方投球，一个接一个地投，
不能抢。

游戏玩法：在大纸盒上贴动物头像，幼儿站在必须距离外，
设法将皮球投进纸盒里，锻炼投掷和目测本事。

游戏3：小猪回家

游戏规则：幼儿用双手滚球，不能踢球或拿球跑。

游戏玩法：幼儿双手推动“小猪”（皮球）在地面滚到指定的
“家”（纸箱）。随着幼儿兴趣的变化，游戏情节可不断发
展，如：帮忙“小猪”钻过“山洞”（障碍物），走过“小
桥”（障碍物），绕过“危险”（障碍物）回到“家”。

游戏4：比比谁的本领大

游戏玩法：教师向前爬时，幼儿就后退爬，想法不让幼儿抓
住，如果快要抓着你时，幼儿就像小乌龟一样用伸缩的本领
保护自我；当教师后退爬时，幼儿就向前爬来抓我，看看是
幼儿的本领大，还是教师的本领大不让对方抓着。

游戏5：捉人

儿歌：风大，不怕。雨大，不怕。真的假的真的。

游戏玩法：幼儿一人将手掌掌心朝下向前伸。其余幼儿每人
伸出一食指顶住伸掌者的手心，念儿歌。儿歌念到最终一字
时，伸掌者迅速抓握掌心中的食指，伸食指者要尽快逃脱，
被抓住食指者就做下一次游戏的伸掌者。

游戏6：切西瓜

游戏玩法：幼儿围成圆圈，师幼共同有节奏地念儿歌：“切、
切、切西瓜。我们的西瓜香又甜，要吃西瓜切开来。”与此



同时，教师边走边有节奏地在幼儿拉手处做切西瓜状。儿歌
念完时，教师的手停留在哪两位小朋友中间，这两位小朋友
就把手放开，拉着其余小朋友的手往圆心跑，表示西瓜被切
开了。此时，大家做吃西瓜状，游戏继续开始。

游戏7：地雷爆炸

游戏玩法：游戏前先用猜拳决出一个为追逐者，其余幼儿为
逃跑者。逃跑者能够四散跑，追逐者只要能捉到一个人就算
胜利。逃跑者保护自我的办法就是，快被捉住时，能够立即
蹲下说“地雷”：追逐者就必须停止追他，另找目标追逐。而
“地雷”只能远地不动地蹲着，等其他人来拍一下，并
喊“爆炸”，才被解救，继续做逃跑者。被捉住者为第二轮
游戏的追逐者。

游戏8：拉“大锯”

儿歌：拉大锯，扯打锯，姥姥门前看大戏。你也去，我也去，
大家一块去看戏。

游戏玩法：两人对坐，双脚自然盘曲，双手对握，随儿歌节
奏做拉锯似的前俯后仰动作。锻炼幼儿的大臂肌肉群，培养
幼儿的节奏感。

游戏9：打籽

游戏玩法：用沙包作籽，游戏者分成两组。在场地上画两条
直线，两线间隔5米。一组游戏者在两线的区域内，一组的游
戏者站在两线的外面。站在区域外的游戏者用沙包打向区域
内的游戏者，区域内的游戏者进行躲闪，不让沙包砸到。如
果被砸中就停止游戏，如果能接住沙包就能救起被砸中的游
戏者。两组可互换主角反复游戏。

游戏10：看标志爬



游戏玩法：教师这儿有两朵什么颜色的花当你看到红花时，
就必须向前爬；当你看到黄花时，就必须后退爬，看谁先到
终点拿到小兔娃娃，谁就是冠军。

游戏11：“瞎子”摸“拐子”

游戏玩法：可多位幼儿共同参加游戏。一人用手帕蒙住眼睛当
“瞎子”，一人将左手抓住左小腿当“拐子”。游戏开
始，“拐子”吹口哨，其他幼儿在必须范围内四散跑
开，“瞎子”听声去摸“拐子”，“拐子”被摸住，双方对
换主角，其他人被摸住就退出游戏，下一轮再玩。

游戏12：种西瓜

儿歌：种、种、种西瓜，西瓜圆，西瓜大，西瓜熟了吃西瓜。

游戏玩法：四人一组站成圆圈，然后，依次把脚钩在前一个
人的脚弯里，构成脚搭成的圆圈。大家一齐拍手边念儿歌，
单脚跳着绕圈前进（此游戏适合较大的幼儿玩）

游戏13：红灯、绿灯，立刻开灯

游戏玩法：请一位幼儿背朝众幼儿做开灯者，站在场地的另
一端，众幼儿朝前随意行走或做各种姿势的动作。当开灯者
大声说完“红灯、绿灯，立刻开灯”转回头时，众幼儿必须
立刻如木头人一般静止站立，直至开灯者再转回头。若在此
间有人控制不住而动了，将被请出。游戏反复进行，谁能坚
持到最终一个则为胜者，然后由胜者当开灯者。

游戏14：老鹰抓小鸡

游戏玩法：一人扮演老鹰，一人扮演鸡妈妈，多人扮演小鸡。
小鸡们一个之后一个地拉着鸡妈妈的衣服。老鹰去捉小鸡，
鸡妈妈两臂张开护着小鸡们，不让老鹰捉小鸡，老鹰只能捉



最终一只小鸡。小鸡如果被老鹰捉到，就算输了。

游戏15：捉“龙尾”

游戏玩法：幼儿中选一人当“龙头”，一人当捉“龙尾”者，
其余幼儿一个接一个地拉住前一位的后衣摆接在“龙头”后
面做“龙身”，最终一人当“龙尾”。“龙头”带着“龙
身”左右移动跑，让“龙尾”躲避捉拿。注意“龙身”不要
脱节。如“龙尾”被捉，要自动退下，倒数第二人自然成
为“龙尾”。此游戏具体玩法与“老鹰捉小鸡”相似。

游戏16：手推车

游戏玩法：三人幼儿猜拳决胜负，胜者先趴下做“车”，其
余两人分别把胜者的小腿抬起，夹在身体的一侧做“推车”
人，“推车”人不能过分用力，做“车”人要双手撑地走，
注意要选择平整而清洁的地面进行游戏。

游戏17：骑马马

游戏玩法：玩时先由两个幼儿将右手向下握住自我的左手腕，
再用左手向下握住对方右手腕，构成一个四方结子形的“座
坐”然后蹲下让其他幼儿坐在“座坐”上，再站起来走动，
俗称“骑马马”。

游戏18：“盲人”击鼓

游戏玩法：准备布条、鼓等。将鼓放置在离“盲人”必须距
离的位置上，参加游戏的幼儿蒙上眼睛后就地转1—2圈，再
摸索上前击鼓。

游戏19：城门城门几丈高

游戏玩法：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骑花马，带大刀，



走进城门套一套，问你吃橘子还是吃香蕉两个幼儿做城门，
双手相握上举，事先商量好，一方为“橘子”，一方为“香
蕉”。其余幼儿围成圆圈，边念儿歌边依次钻过城门。当儿
歌念到最终一个字时，做城门的两个人手放下，套住一个参
加者，然后问他要吃香蕉还是橘子，被套住的人回答后，站
在相应的一方后面，等所有幼儿被套完后，比一比香蕉多还
是橘子多。

游戏20：我是小小传球手

游戏规则：幼儿要先站好，然后依次传递，不能越位传递。

游戏玩法：幼儿以各种方式站好，从头顶开始传球，也能够
进行腿下传、左右传、边跑边传等。传球游戏能培养幼儿的
团队精神，提高幼儿配合、协作的本事。

游戏21：翻贝壳

游戏玩法：把洗净的小贝壳分成与幼儿（3—4人）相等的几
份，每人一份，幼儿各自任意拿出一部分贝壳，握在手心里
不让其他人看见，然后喊“一二三”，同时摊开手心，谁多
谁把其他人的贝壳放在一齐撒在桌上，如贝壳的背朝上，就
可取走；如口朝上，就应用食指放在贝壳的边缘处轻轻一按，
把它翻过来，使口朝上，这样就可取走，如果没有被翻过来，
就换其他人进行，依次轮换，看谁得的贝壳最多为胜。

游戏22：五门开开

游戏玩法：大门开开进不来，二门开开进不来，三门开开进
不来，四门开开进不来，五门开开我进来。

将两手手指用力分开伸直，并各自一一对应，即拇指对拇指，
中指对中指等，用指头处相互撑着玩，好似五扇紧闭的大门，
然后边念儿歌边将手指一一分开，从拇指开始。



游戏23：包饺子

儿歌：卷，卷，卷白菜；剁，剁，剁肉肉；和，和，和面粉；
赶，赶，赶饺子皮；包，包，包饺子；烧，烧，烧饺子；尝，
尝，尝饺子。

游戏玩法：参加者选取一人带头，站纵队手拉手。游戏开始
时，带头人带动大家边念“卷卷卷白菜”边走成螺旋形圆圈。
带头人再带大家边念“卷卷卷白菜”边从圆心走出来成一圆
圈。然后，全体参加者面向圆心，边念儿歌边根据儿歌资料
做模仿动作。

游戏24：打大麦

儿歌：一箩麦，两箩麦，三箩开始打大麦，劈劈啪，劈劈啪，
劈啪劈劈啪，大麦打得多，送你一大箩。大麦打得响，送你
一头羊。

游戏玩法：参加者两人应对面坐，念前两句儿歌时2人双手合
拢，与对方作摸手动作。然后双手举起，谁儿歌节奏用右手
拍击对方左手，或用左手拍击对方的右手，直至拍完停止。

游戏25：上下前后拍手歌

儿歌：拼板，拼板，拼拼板板，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前前，后后。轱辘轱辘一，轱辘轱辘二，轱辘轱辘三，……
轱辘轱辘十。

游戏玩法：2人应对面站立，念第一第二句时，2人先自拍再
与对方对拍，后面则随儿歌资料在上下左右前后做拍手动作，
注意以个人自我站立位置研究拍手方位。然后做“轱辘轱
辘”的动作时，双手绕动，依次伸出1—10的手指动作。

游戏26：踩高跷



游戏玩法：准备高跷。用小木块穿上绳子，让孩子的脚踩住
小木块，双手提住绳子，向前走，模仿杂技演员踩高跷的动
作。

游戏27：小船过桥

儿歌：摇摇摇，摇橹划小船，钻钻钻，钻过小桥。

游戏玩法：用一根绳子系在两棵树或两样东西之间当小桥，
绳子离地的高度为60厘米，离小桥两米或三米处为小船出发
点，可划一条横线做记号。参加者一齐念儿歌做摇橹划船动
作向前行走，至小桥处轻轻地钻过去，然后再做摇船状到终
点。先到者为胜。

游戏28：袋鼠妈妈

游戏目标：发展幼儿跳的动作，能与同伴轮换玩具玩游戏。

游戏准备：4个不一样颜色的大布口袋（里面装着沙子）、平
衡木。

游戏玩法：幼儿分成人数相同的四队，每一队排头的幼儿系
上大口袋当袋鼠妈妈，走过平衡木，跳到呼拉圈里，再跳回
来把口袋交给下一名幼儿。

游戏规则：当袋鼠妈妈必须要跳着完成游戏；没跳的幼儿要
重新开始。

游戏29：抓老鼠

游戏玩法：请5—7人做老鼠，分散在圆圈外，其余幼儿拉成
圆圈，做捕老鼠的笼子。游戏开始，做捕鼠笼的幼儿手拉手
念儿歌，做老鼠的幼儿在笼子里钻进钻出做吃东西的样貌。
一听到教师喊“咔嚓”，做老鼠笼的幼儿立刻就蹲下，来不



及逃出去的老鼠就被抓住。被抓住的老鼠站在圆圈上作笼子。
游戏重新开始。

游戏30：卖扁担

游戏玩法：两人一组，相对而立，互握对方双手平举。一人
从左边手臂下钻出，把手臂搁在肩上；另一人从另一边手臂
下钻出，把手臂搁在肩上。然后两人一齐协调的走，边走边喊
“卖扁担喽！”

小班趣味游戏活动教案蜗牛迷宫篇四

1.练习持棍推瓶自然的往前走。

2.锻炼幼儿手眼的协调能力。

3.愿意参与游戏，体验参加游戏的快乐。

4.培养幼儿与同伴之间和睦相处并珍惜这份友情。

5.体验游戏中互相合作的快乐及获得成功的满足。

1.材料准备：大小不一的透明可乐瓶【数量与幼儿人数相同，
瓶内分别装红、黄、蓝、绿四色颜料水】，纸棍幼儿人手一
根。

2.环境准备：红、黄、蓝、绿色塑料筐各一个，分别放在场
地的四角，当做【停车场】。

3.经验准备：幼儿玩过纸棍游戏，熟悉游戏场地。

重点：持棍推瓶自然地走。

难点：要求纸棍和【小车】不分开。



一、准备活动

教师带领幼儿手持纸棍进入场地，进行热身运动。

二、练习持棍推车

1.教师示范持棍推瓶，边推边说儿歌：手拿一根小纸棍，推
着小车向前慢慢走，慢慢推，小车稳稳向前进。

2.幼儿练习持棍推大号可乐瓶，教师一旁指导，帮助能力稍
差的幼儿学习推的技能。

3.教师演示，请幼儿说说纸棍顶在【小车】的什么地方最容
易推动。

4.幼儿再次练习，感受纸棍顶在【小车】的什么地方推行最
平稳，启发幼儿探索如何让纸棍和【小车】不分开。

5.教师组织幼儿持棍推着小车从起点到终点反复两次，要求
纸棍和【小车】

不分开，为游戏做准备。

6.游戏：推小车

(1)教师介绍游戏过程和规则，幼儿扮演【小司机】，把【小
车】开到相同颜色的停车场去。就算完成自己的任务，能得
到一份奖品。

(2)教师鼓励幼儿尝试用小号可乐瓶进行游戏，幼儿自由选择
大小可乐瓶，组织幼儿游戏2--3次，熟悉后中途幼儿可以选
择更换大号可乐瓶。

(3)教师讲评游戏，分发奖品，鼓励幼儿以后多多参加体育游
戏。



三、放松活动

幼儿扛着纸棍，拿着奖品围绕场地慢走一圈。

幼儿在分组游戏时发现个别幼儿还不能很好的推车，在集体
讲解，观看其他幼儿成功的秘诀。后面推的幼儿要站在两脚
的中间提前面同伴的两脚脚踝处，慢慢向前推。在最后部分
比赛游戏时，要求幼儿在比赛后互相交换位置。让他们更好
的得到锻炼。

小班趣味游戏活动教案蜗牛迷宫篇五

1、在游戏中了解一个跟着一个走的好处及方法。

2、在一个跟着一个走的时候不掉队、不推挤。

3、能积极参与游戏，体验体育活动带来的乐趣。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本事，锻炼他们的个人本事。

5、使小朋友们感到欢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应经学习了知
识。

1、用小椅子拼成宽度为25厘米的独木桥两座。

2、大型积木门洞6个。

3、毛绒玩具和幼儿人数相等，大筐子一个。

4、情景表演：过独木桥（其中一个小朋友在推挤，一个小朋
友掉队。）

一、热身游戏：《找空地》，学习寻找合理的空间站位。

1、感知空间的有序，不要碰到同伴。师幼边念儿歌边做相应



的动作，自由找到活动的空间。

2、热身运动：律动《我的身体会动》。师：今日我们要玩一
个好玩的体育游戏，此刻让我们先来活动一下身体吧！

二、情境游戏，探索“一个跟着一个走”的正确方法。

1、尝试过“独木桥”，发现按序过桥带来的好处。幼儿团体
尝试过“独木桥”。师：刚才你们过桥时遇到了什么问题？
（幼：挤在一齐，堵住了，过不去，掉到河里了）师：我们
该怎样解决呢？（幼：排队，一个跟着一个走）

3、幼儿再过过桥，体验一个跟着一个走的有序性。小结：我
们一个跟着一个走，不推也不挤，也不掉队，这样既安全又
快速。

三、竞赛游戏，强化一个跟着一个走的有序行为。

1、交代游戏——战胜大灰狼的玩法及规则。师：幼儿分
成“喜羊羊”、“美羊羊”两队，“美羊羊”站在红线
上，“喜羊羊”站到蓝线上，先走过“独木桥”，再爬
过“山洞”，用你们的手当枪瞄准灰太狼，“啪”一枪，然
后从灰太狼家救出一只羊快速跑回来。要求：“走小桥，过
山洞，不着急，排好队，一个一个不拥挤。”

2、第一次游戏，师注意观察。

3、针对幼儿第一次游戏进行小结，再次提醒幼儿注意规则。

4、幼儿再次游戏。

四、拓展谈话，迁移一个跟着一个走的有益经验。

1、活动结束，教师小结。师：我们除了在幼儿园做游戏要一
个跟着一个走，在平时的生活中，如乘车、游公园，也要一



个跟着一个走，这样既有秩序又安全。

2、韵律活动《小蜘蛛》，整理放松。

小班趣味游戏活动教案蜗牛迷宫篇六

练习两臂侧平举、单腿站立和闭眼自转，发展儿童的平衡能
力。

儿童扮小飞行员，四散地站在场地上。教师扮指挥员。

游戏开始，“指挥员”说：“演习开始。”接着发出命
令：“上飞机，一―――二―――三！”“小飞行员”两臂
侧平举，单腿站立不动约5~10秒钟。“指挥员”再次命
令：“飞机起飞！”“小飞行员”四散地飞行。“指挥员”
命令：“飞机钻进云层，迷失方向。”“小飞行员”两臂侧
平举，闭眼原地自转3~5圈。“指挥员”命令：“飞机赶快钻
出云层！”“小飞行员”继续向前飞行。最后“指挥员”命
令：“飞机降落！一―――二―――三。”“小飞行员”原
地单腿站立不动约5~10秒，再还原成直立。游戏反复进行。
以单腿站立和闭眼转圈平稳的为“优秀飞行员”。

1.初做游戏时，闭眼原地转圈的次数不要太多，单腿站立的
时间不要太久。熟悉游戏玩法后，可适当增加难度。

2.儿童闭眼转圈时应提醒其注意不要相互碰撞。

3.也可让儿童站成圆圈，集体沿圆圈飞行。

小班趣味游戏活动教案蜗牛迷宫篇七

活动目标：

1、学唱歌曲，并会按规则进行游戏。



2、学习青蛙的叫声，并能分辨出同伴的声音。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本事。

4、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5、经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活动准备：

1、青蛙头饰一个。

2、丰富幼儿动物冬眠的经验。

教学重难点：

学唱歌曲，按规则进行游戏。

活动过程：

一、出示小青蛙头饰

师：今日，我们班来了一位小客人，你看，是谁啊？（小青
蛙）

冬天到了，小青蛙要冬眠了，它会去哪里冬眠呢？

对了，小青蛙收起了小鼓，钻进了小屋，闭上眼睛打呼噜了。

二、演唱歌曲，尝试用肢体动作表现歌词

1、师：小青蛙带来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我们一齐来唱一唱好
吗？

2、教师与幼儿共同演唱歌曲



3、师：刚才很多小朋友唱的声音异常好听，下头我们再来唱
一遍，看看这一次谁唱声音最好听。

三、讨论游戏玩法和规则

师：此刻所有的小青蛙就要去冬眠了，汤教师做青蛙妈妈，
青蛙宝宝们围成了一个圈，最终一次跟妈妈学本领。张教师
站在中间说：“小青蛙真能干，闭上眼睛打呼噜，等张教师
说完这句话就请所有宝宝，蹲在小椅子前闭着眼睛打呼噜，
张教师会在一只眼睛闭得最好的小青蛙头上摸一摸，这时，
你要“呱呱”叫两声，然后大声说：请你猜猜我是谁。”

四、师幼共同游戏

教师扮演青蛙妈妈，幼儿扮演小青蛙，游戏时提醒幼儿遵守
游戏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