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家乡小吃教案及反思 中班角色
游戏教案及教学反思小吃店(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以下
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

中班家乡小吃教案及反思篇一

游戏目标：

1、喜欢参加“小吃店”、“娃娃家”的游戏，能积极参与游
戏中并能表现出愉快的情绪。

2、会根据意愿选择自己喜欢的游戏和角色，并明确自己扮演
角色的分工和职责。

3、能较为逼真地反映出小吃店厨师、服务员、收银员等人员
的工作情况。

4、娃娃家中的角色会与小吃店的角色进行游戏交往。

5、体会集体合作游戏的快乐。

6、遵守游戏规则，掌握游戏的玩法。

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

a、请爸爸妈妈带孩子品尝福州风味小吃店，初步了解小吃的
种类、名称等。



b、教师与幼儿一起参观“老福州”风味小吃店，帮助幼儿了
解小吃店的人员安排、分工职责等。

(2)材料准备：小吃店——店牌、灶具、锅、碗、收银机、各
种小吃(肉燕、线面、鱼丸、什果等)。

(3)技能准备：在活动前初步学会如何煮各种小吃。

(4)环境准备：

a、运用栏杆、小桌等摆设布置小吃店

b、根据不同的店面设计不同的门牌。

活动过程：

(1)引导幼儿欣赏“参观老福州”的照片，帮助幼儿回忆小吃
店的布置和人员的分工和安排。

提问：

a、这么多的小吃店，你们想开哪些?b、小吃店是怎么布置的?

c、厨师、招待员分别是怎么工作的?d、小吃店里有哪些人?

(2)介绍游戏的材料和玩法

a、游戏材料：灶具、碗、勺子、各种小吃(如肉燕、鱼丸、什
果等)c、游戏玩法：

a、厨师在厨房中根据招待员的票据煮出相应的小吃。

b、厨师应将煮好的小吃放在备用台上。



c、顾客应先到收银台选择自己要吃的小吃，再买票据交给招
待员。

d、顾客要将票据交给招待员后，坐在餐桌上等小吃。

e、招待员要将顾客的票据交给厨师，并将小吃送到顾客的餐
桌上。

(3)幼儿游戏，教师指导

a、教师以“小吃店”经理的'身份介入游戏，协助幼儿布
置“小吃店”场景。

b、引导幼儿能根据厨师的工作步骤和顾客的就餐程序进行游
戏。

c、提醒招待员要及时收拾餐具，并保持餐桌的整洁。

(4)游戏评价

a、引导幼儿说说今天你在“小吃店”的游戏中扮演什么角色，
你是怎么工作的?

b、你最喜欢哪个小吃店的工作人员，为什么?

观察与推进：

在开展游戏前我们曾让孩子去参观了“老福州”小吃店，孩
子们对小吃店的人员安排和分工以及基本的工作内容都有一
定地了解，因此在开展游戏时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参观经验，
与教师一起回忆了小吃店的人员有哪些、他们分别是怎么工
作的、就餐的程序是怎样的?在教师介绍了游戏的材料和玩法
后孩子们兴奋地开始游戏。在游戏中“小厨师”会根据自己
顾客的要求煮出相应的小吃;“顾客”会知道先到收银台买票，



凭票吃到自己想吃的小吃;“招待员”会帮助把“厨师”煮好
的小吃端给“顾客”……但是在游戏中幼儿对于自己扮演的
角色职责还不是十分清晰，容易出现角色分工不清，如“招
待员”有时会不记得将小吃端给“顾客”，而厨师有时会跑
到其他小吃店中进行游戏等，在下次的游戏中会重点指导幼
儿能更加明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分工和职责，并能较逼真
地表现出不同角色的工作情况。

游戏反思：

在活动中幼儿能积极参与的游戏。他能够根据自己所扮演的
角色，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游戏，如厨师会先摆放灶具再将
食品一一放置在相应的位置;招待员会先整理餐桌;收银员能
将收银机摆放整齐再整理票据。孩子们十分投入于自己的角
色中，虽然在游戏规则上还有些不足，但是我想，孩子们能
够热情、自主地参与游戏这比强加于孩子们去掌握的规则更
重要。在游戏的过程中我发现孩子们都很热衷于在自己的游
戏组中游戏，缺乏与其他各组之间进行的交往如娃娃家的爸
爸妈妈只是一味地在家中整理、哄娃娃，而很少带娃娃到小
吃店中去吃小吃;招待员、迎宾员与厨师、顾客的语言交流也
较少，在下次的游戏中将重点引导孩子们用语言进行角色间
的交往;同时在游戏中小吃店的“厨师、招待员”提出小吃店
里的招待员都有一个围裙，这样就不会把自己的衣服弄脏了。
商店的“服务员”提出要有一些袋子装货物，这样客人在买
东西时比较方便。因此在下次的游戏中将根据孩子们的需求
增加相应的游戏材料。

中班家乡小吃教案及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增强幼儿数数能力，知道小吃店的购物形式，练习说“我
们买了……”



2、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3、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探索、发现生活中的多样性及特征。

活动准备：

取款机、食物、图画纸、彩笔、纸、剪刀、橡皮泥、各种彩
纸等。

活动过程：

1、与幼儿讨论小吃店出售的食品种类。

2、请幼儿说说逛超市的情景：

都有哪些食品，食品的名称、颜色及味道是怎样的？是怎样
付款的？

3、请幼儿到活动区去尝试买食物的过程，幼儿分别扮演不同
的角色，来体验买食物的乐趣。

4、请幼儿练习说“我们买了。”

5、请幼儿一起分享食物，并说出食物的味道。

总结分享：请幼儿说说在超市购物付款时的感受。

中班家乡小吃教案及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商店的基本玩法,能创造性地表现周围的生活。

2.能够使用礼貌用语，较安静地游戏。

活动准备：

1.水果实物、常见的逼真水果、秤、秤砣、水果篮、钱币等。

2.请家长带幼儿一起去水果店购买水果，丰富经验。

活动过程：

一、引出游戏主题。

2.你们知道水果商店里都卖些什么水果呢?

3.你们到水果商店买水果了吗?你们是怎么买的呢?

二、幼儿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角色进行扮演，教师带领
幼儿一起布置游戏场景，特别帮助水果商店的幼儿布置柜台，
引导他们分类摆放，并将水果分类展示出来，要求要放得整
齐、美观。

三、幼儿游戏，教师巡回指导。

以角色的身份参与游戏，随机对水果商店进行指导。

1.以水果商店经理的身份参与游戏进行指导：组织在水果商
店工作的幼儿讨论：水果商店该有哪些人?并根据幼儿的意愿
让他们自由扮演角色进行游戏。

2.以顾客的身份参与游戏进行指导：

1)进入水果店：你们好!请问你们这里卖些什么水果呀?有卖
苹果吗?那这里苹果柜台在哪里呢?(引导幼儿热情接待来店中



的顾客)

2)我想吃又大又甜的苹果，你这里有吗?一斤多少钱?请我挑5
个吧!

3)我想买些水果送给朋友，用塑料袋装不好看，要怎么装，
看起来漂亮点?(引导幼儿提出用水果篮装水果搭配一下很漂
亮，可以满足顾客们的各种需求。)

四、组织幼儿围绕游戏主题进行讲评。

五、组织幼儿收拾整理游戏材料。

中班家乡小吃教案及反思篇四

中班角色游戏活动反思一

游戏是童年时代的伙伴，在幼儿园的各项活动中，游戏是占
有特殊地位的重要活动，是幼儿园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要方式，
是幼儿获得快乐的原动力。游戏是幼儿最基本的活动形式,而
区域游戏又是幼儿一日游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幼儿身心发
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游戏过程中，幼儿的各种能力、
意志品质得到了发展，促进了幼儿个性的形成。区域活动的
开展是充分发挥幼儿主动学习的有效途径。如何合理组织好
小班幼儿的区域活动，积极引导幼儿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内
在品质，真正体现区域活动的真谛，这与了解幼儿在区域活
动中的学习特点有较大联系。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不同阶
段的.幼儿有着不同的学习特点，只有对幼儿的学习特点进行
深入研究，才能做出合理、正确的指导。

一、游戏初期阶段

幼儿表现：我只要玩――单一、独占地玩



幼儿在家习惯于独自玩玩具，到了幼儿园，他只要玩自己喜
欢玩的玩具，不管别人怎么样，他要什么就要立刻得到，不
会等待更别说轮流使用。相应措施：根据幼儿的这一特点，
发动幼儿从家里带一些自己喜爱的玩具到幼儿园来，这样幼
儿在活动时能与自己熟悉并喜爱的玩具为伴，就会有亲切感、
安全感。教师只提供一些简单材料。由于幼儿刚接触游戏，
水平很低，不会互相谦让，自己玩喜欢的玩具，其他小朋友
要玩时就不愿意给，所以教师要提供数量充足的相同玩具。
相应措施：（1）活动时间灵活。幼儿在家里自由惯了，一下
子就规定他们在某个时间才可以进入活动区，他们会感到压
抑，所以设置活动时间要灵活一点。如有的幼儿一入园，就
让他到活动区去，以转移其入园时不愉快的情绪。（2）活动
地点随意。在活动区内，可以让幼儿自由走动，不要硬性规
定、限制他们在某一区域内活动。（3）活动内容自主。在活
动时不强行分配，可以暂时满足幼儿独享玩具的愿望，逐渐
要求幼儿学会与他人合作、分享。

二、游戏发展阶段

幼儿表现：我也要玩――模仿、交换玩、一起玩

幼儿入园以后，自理能力逐渐增强，开始适应幼儿园生活，
并产生了较多的模仿行为。他们不再局限于玩自己的玩具，
尝试学着和小朋友交换玩具，和小朋友一起玩。他们还常常
模仿老师的样子，自己做小老师。

幼儿表现：我想要玩――发挥想象、创造性地玩

这个阶段的幼儿对于活动区已经比较熟悉，进入活动区有了
一定的目的性、选择性和坚持性。他们在活动中常常很快完
成一区的活动，然后会选择其完全没有安全意识。



中班家乡小吃教案及反思篇五

1、让小朋友初步了解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并认识几种常用的
医疗器械：听诊器、体温表、输液器、注射器。

2、教育小朋友要讲卫生，预防疾病。

活动准备

几种常用的医疗器械：听诊器、体温表、输液器、注射器。
医院标志，白大褂。

活动过程

1、课前谈话，引起幼儿对医院的兴趣，并提出游戏的要求。

（1）人生病了怎么办？到哪儿去看病治病？

（2）谁看病？谁护理病人？

（3）认识医院标志，认清大夫听诊器、体温表，并看清使用
方法。

2、请3~5名幼儿游戏，按自己的意愿协商分配角色（医生、
护士、病人）。

3、医生、护士戴上帽子，等待病人进来，请几名幼儿去看病，
鼓励小朋友勇敢地与医生密切配合。

4、游戏指导。

教师重点指导医生按一定的程序给病人“看病”。

（1）先给病人挂号、排队。



（2）医生热情地询问病人哪里不舒服。，仔细地用听诊器等
为病人诊治。

（3）护士护理病人，教育幼儿不把打针看成可怕的事，了解
护士的辛苦。

5、换角色，游戏继续进行，其他幼儿进行观摩，并轮流进医
院游戏。

6、游戏结束时，教师对服务好的医生、护士给予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