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角色游戏研讨交流发言稿(优
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角色游戏研讨交流发言稿篇一

游戏目标：

1、尝试在游戏中渗透有关庆“六一”的情节内容。

2、乐意与同伴有礼貌地交往，体验交往与分享“庆‘六
一’”游戏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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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游戏准备：

1、划分好各角色区，提供相应的游戏材料。

2、丰富幼儿有关庆“六一”的生活经验。

3、幼儿已按意愿选择好游戏角色。

游戏过程：



（一）谈话，引出游戏主题。

1、师：前几天天我们一起过了一个什么节日？是怎样过的？
我们快乐街上也要为宝宝和小朋友们过“六一”节。

（二）提出游戏要求。

1、师：娃娃家怎么为宝宝过“六一”节呢？客人可以买什么
礼物送给宝宝？送的时候对宝宝说些什么话？超市、幼儿园
等部门又可以怎样来为小朋友过节日？谁来介绍一下。

（三）幼儿游戏，老师指导。

教师巡回指导帮助，并以顾客的身份去买礼物送礼、坐客等，
帮助幼儿发展游戏情节。

（四）游戏评价。

1、师：大家玩的开心吗？请你把开心事讲给大家听一听！
（请个别幼儿交流、教师帮助幼儿总结开心的原因）。

2、师：有没有遇到困难呢？是怎样解决的？（幼儿交流，视
情况加以讨论）

3、教师小结：今天我也很开心，我们快乐街上的小市民都很
有礼貌，还为宝宝和幼儿园里的小朋友过了“六一”节，现
在老师也祝福大家：节日快乐，天天开心。

（五）收拾、整理游戏材料。

幼儿园角色游戏研讨交流发言稿篇二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按意愿独立地确定游戏主题的能力，主题鲜明而
稳定。

2、让幼儿学会协商分配角色，与同伴积极交往，友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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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5、让幼儿能在集体面前大胆表演、表现自己。

活动准备：

1、超市、银行、幼儿园等主题游戏玩具。

2、让幼儿了解超市、银行的工作性质、内容。

活动过程：

1、教师出示超市、银行、幼儿园等的主题游戏玩具，直接引
入游戏。

师说“今天我们来玩角色游戏，这些玩具可以玩什么主题的
游戏？”

2、师幼一起回忆上次游戏情况，指出游戏中的不足，提醒幼
儿在这次游戏中改进。

3、幼儿自选主题，合作布置游戏场景。

4、引导幼儿分配和协商角色，可用“自报公议”、“猜拳”
的方法解决。

刚开始幼儿还在争吵着当同一个角色，在老师的建议下，学



习着用谦让、猜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5、幼儿游戏，教师指导：启发幼儿各游戏主题串起来玩。

6、结束游戏：

（1）组织幼儿独立地、有条理地归类摆放玩具和整理游戏场
地。

（2）让幼儿自评各自玩的游戏情况。

幼儿园角色游戏研讨交流发言稿篇三

游戏玩法：幼儿跳入自己前面的呼啦圈，然后将圈从脚下到
头上取出，再次放到前面跳入，再取出，以此类推直至终点，
在终点等候的家长与幼儿一同钻入圈中，一个在左边，一个
在右边，用身体的力量撑住呼啦圈，不准用手拿，跑至终点，
先到者获胜。

幼儿园角色游戏研讨交流发言稿篇四

角色游戏《超市、银行、幼儿园》

1、培养幼儿按意愿独立地确定游戏主题的能力，主题鲜明而
稳定。

2、让幼儿学会协商分配角色，与同伴积极交往，友好合作。

1、超市、银行、幼儿园等主题游戏玩具。

2、让幼儿了解超市、银行的'工作性质、内容。

1、教师出示超市、银行、幼儿园等的主题游戏玩具，直接引
入游戏。师说



“今天我们来玩角色游戏，这些玩具可以玩什么主题的游
戏?”

2、师幼一起回忆上次游戏情况，指出游戏中的不足，提醒幼
儿在这次

游戏中改进。

3、幼儿自选主题，合作布置游戏场景。

4、引导幼儿分配和协商角色，可用“自报公议”、“猜拳”
的方法解决。

刚开始幼儿还在争吵着当同一个角色，在老师的建议下，学
习着用谦让、猜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5、幼儿游戏，教师指导：启发幼儿各游戏主题串起来玩。

6、结束游戏：

(1)、组织幼儿独立地、有条理地归类摆放玩具和整理游戏场
地。

(2)、让幼儿自评各自玩的游戏情况。

幼儿园角色游戏研讨交流发言稿篇五

娃娃家，小菜场，玩具店，美容店等。

1引导幼儿扮演熟悉的角色，知道角色名称，模仿最基本的动
作。

2游戏中有简单的角色语言和行为。

增添垃圾桶，热水器等物品。



1、游戏前简单的导入，激发兴趣

2、幼儿自主开展

观察与指导重点：

（1）帮助幼儿一起布置游戏场地。

（2）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语言和动作，了解幼儿角色水平。

（3）教师扮演角色，随机指导，引导幼儿有简单的角色语言
和行为。

3游戏后谈话

以教师为主的谈话方式，再现有价值的游戏片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