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中班游戏教案(大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
家可以喜欢。

幼儿园中班游戏教案篇一

这节课可以说都是在欢快、激烈的氛围中进行的。迎面接力
的比赛让我充分感受到学生出自内心的集体荣誉感，不需老
师引导他们就拼命地给本组队员加油呐喊，作为一位一线的
老师，真心地希望自己在以后的教学中能呵护、鼓励他们的
这种真挚的集体荣誉感，伴随他们自豪的成长。

但最头疼的是他们一投入到活动中就会忘了自己是在上课，
我认为一堂课的课堂学习纪律非常重要，这关系到教学的效
果与质量。

二、关于技能学习

以往学生在练习迎面接力跑的时候都是以“拍手”的方式进
行的，这样虽然简便但学生很容易不自主的犯规，因此本课
的迎面接力跑就从“规范”入手，让他们学习利用接力棒练
习。通过本课教学看，学生的交接棒还是存在着较大问题，
主要在于：一是快到终点时担心交接棒不成功而过于放慢速
度；二是交接棒的方法不够规范，特别是交棒时给同伴的接
棒空间太小；三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主要是部分学生交
棒时没能很好地“立棒”，而是将棒平放，既不利手接棒又
容易使接棒的同学受伤。这些问题需要在以后的教学中进行
改进。

至于推小车由于学生在体育课时虽然没有练习过，但在本堂



课中学生表现得还不错，绝大多数学生都能配合默契。只有
个别小组急于求成，出现了失控现象，好在没有造成伤害。

三、关于教学设计

虽然本课教学始终学生的学习兴趣都非常高涨，但课后细思
觉得在“迎面接力跑”的设计上还有所欠缺，没能很好地考
虑学生的运动技能学习能力，在要求与练习方法上要求过高。
以后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先用纸棒代替木棒，确保安全；

2、可以再多分几组，提高练习密度；

3、降低练习要求，丰富练习形式，让每个学生都能获得成功
的喜悦。

接力跑教学反思篇我们在小学体育“接力跑”教学中经常运
用到的有迎面奔跑接力游戏，迎面运球接力游戏，迎面奔跑
传递实物接力等等。

迎面奔跑接力游戏的竞争性和对抗性较强，游戏过程中学生
的情绪较高，跑速较快，而且小学生的思维发散，不容易控
制自己的行为，因此在拍手时，极易发生碰撞。或因跑速过
快，拍手时一时收不住脚，容易摔倒，而造成伤害事故。另
外，由于学生的'好胜心强和自觉性不高，在未拍手前就站在
起跑线前，从而缩短了跑距，投机取巧，违反规则。

迎面运球接力和迎面奔跑传递实物接力游戏的弊端是传球或
抛递实物时力量不容易控制，从而使接球或实物的学生，接
不住球（实物），而且比较容易砸伤对方。另外学生在接球
前就喜欢站在起跑线前，也违反了规则。

针对上面的弊端，我经过多次上课的实践和观察，仔细揣摩，



对游戏的做法进行了改进，在实际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具体方法现阐述如下：在做迎面接力游戏时，将迎面拍手或
迎面传球等，变为跑至队尾，再绕过队尾跑到排头，与排头
拍手或将球等实物传递给排头。

经过这样简单的改进，就有效地克服了上述迎面接力的弊端，
这样就能加强对学生的观察，及时掌控学生，把安全意识时
刻放在首位，对教学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能防患于未来，就
能更好的提高自己的教学安全及更好的关爱学生。

幼儿园中班游戏教案篇二

(1)初步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和一些习俗。

(2)参与端午节活动，萌发对民族文化的兴趣。

重点与难点

(1)了解民俗民风。

(2)自制自玩龙舟。

材料及环境创设：

粽子，做龙舟的材料，赛龙舟的录像或图片。

设计思路

端午节对中班幼儿来说，比较陌生。本活动设计，让幼儿初
步感知一些中华民俗文化，从而激发幼儿对民族文化的兴趣
和情感，又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而中班幼儿的认
知特点具体直观形象，故本活动设计通过包粽子、吃粽子、
做龙舟、赛龙舟等，使孩子有一些感性的认识，从而使幼儿
爱祖华情感。



a、讲讲端午节的来历。

(1)老师讲屈原的故事。

(2)介绍端午节两项主要庆祝活动包粽子、划龙舟的意义。

b、包粽子、吃粽子。

(1)向幼儿介绍包粽子的材料，示范包法，幼儿用纸片折“粽
子”。

(2)幼儿吃粽子，边吃边引导幼儿体会粽子的独特口味。

(3)知道粽子是中华的特色点心。

说明：此活动可在生活环节中进行。

c、制作龙舟。

(1)欣赏龙舟大赛的录像和图片，激起幼儿自制自玩的兴趣。

(2)制作龙舟。

将布围在用两根竹竿做成的船身上。贴上各种彩色纸条。

画一个龙头，制作龙的头饰。

d、划龙舟。

组织幼儿进行“龙舟大赛”。船头的幼儿头带龙的头饰，其
余儿童排成一队坐在龙舟里，按锣鼓节拍作划船动作。也可
两舟之间开展竞赛，哪队动作整齐哪队为胜。

e、延伸



可以通过学唱《过端午》，画画《赛龙舟》来增强过端午节
的感受。

活动过程：

一、教师出示幼儿用书中划龙舟的图片，引出活动主题。

教师出示图片：小朋友，你们知道图片上的人在干什么吗?什
么节日人们会举行划龙舟比赛呢?(引导幼儿知道是端午节。)
二、引导幼儿了解端午节的来历与习俗。

1、教师：你们知道端午节是怎么来的吗?

2、教师请幼儿说一说。

3、教师讲述《屈原的故事》，让幼儿了解端午节的由来。

4、教师：端午节为什么要划龙舟呢?教师讲述划龙舟的来历。

5、教师：你们知道端午节初了吃粽子、划龙舟之外，还有什
么风格习惯吗?教师展示艾草图片，让幼儿初步了解艾草的原
因。

2、他为什么要跳江自杀呢?

3、人们为什么要包粽子、吃包子和划龙舟呢?

教师小结：原来端午节是为了纪念我们华家古代的一位伟人，
他的名字叫屈原，他是一位爱华主义诗人，一心为华家大事
担忧，眼看着华家就要面临灾难却无法挽救，于是整天忧心
忡忡，不久，这位怀才不遇的诗人就跳江自杀了!但是他的尸
体一直都没有找到!他自杀的时候刚好快到五月初五了，人们
就把五月初五定为端午节，在端午节要赛龙舟、吃粽子。赛
龙舟是为了赶跑河里的鱼虾，怕他们吃掉屈原的尸体，在河
里投包子、粽子喂饱鱼虾，也是怕他吃掉屈原的尸体!由此可



见屈原他是一位多么受人尊重与爱戴的人啊四、请幼儿说说
自己过端午节的经历。

幼儿园中班游戏教案篇三

在本活动中大多数幼儿能通过操作、观察、调整完成游戏，
并学会投掷动作。

家长在本活动中能积极参加和配合，但我觉得在活动中游戏
简单了一点，还可以加大难度，让幼儿和家长更有挑战性，
希望在下次的活动中能有更好的构思和创意。

幼儿园中班游戏教案篇四

1、让幼儿初步了解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并了解端午节
的风俗和来历。

2、幼儿通过参加体验和端午节相关的知识竞赛、趣味游戏、
品尝美食等活动。

3、幼儿进一步丰富对端午节的理解认识，掌握端午节的相关
传统活动和习俗。

4、引导中班幼儿与小班幼儿的感情，中班孩子主动关心弟弟
妹妹，彼此间建立良好的情感，与弟弟妹妹一起感受体验，
快快乐乐过端午节。

5、感受到节日的快乐。

6、让学生了解节日的习俗。

活动准备

1、师幼共同搜集端午节的资料并布置环境



2、师幼共同准备端午知识竞答题、龙舟拼图、端午食品头饰
等

3、师幼共同准备才艺展示节目

4、端午美食

活动建议

1、教师将中班孩子和小班孩子先汇合一起，教师先出示粽子，
引出端午节的话题。

（1）大班、小班幼儿混合编成以端午食品命名的5～6组，交
代活动规则和要求。

（2）你们知道什么是端午节吗？在端午节我们都要做什么？

教学反思

本次幼儿园中班端午节活动，中班的孩子们将去到小班，和
弟弟妹妹一起过端午节。本次活动的开展，可以让小班孩子
和中班的孩子一起交流认识端午节、一起学习了解端午节传
统、一起感受端午节的气氛、一起品尝端午节的美食！对于
这次活动的开展，也是幼儿园中班孩子和小班孩子之间建立
互帮互助的情感！

设计意图

端午节对中班幼儿来说，比较陌生。本活动设计，让幼儿初
步感知一些中国民俗文化，从而激发幼儿对民族文化的兴趣
和情感。而中班幼儿的认知特点具体直观形象，故本活动设
计通过看图片、视频、游戏等，使孩子有一些感性的认识，
从而使幼儿热爱祖国的情感。



幼儿园中班游戏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发挥幼儿想象力，让他们尝试轮胎的各种玩法。

2、幼儿学习从高处自然跳下，并初步掌握保护自己的方法。

3、鼓励并帮助幼儿挑战目标，分享挑战成功后的快乐。

4、通过活动锻炼幼儿的跳跃能力，让他们的身体得到锻炼。

5、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活动准备：

1、旧轮胎、保护垫、星星贴纸、轮胎创意组合图、红绿灯标
志。

2、录音机、磁带。

活动过程：

一、我和轮胎玩游戏

1、听音乐做开小车操。

2、红绿灯游戏。

二、探索活动

1、自由探索轮胎的多种玩法。

2、交流分享新玩法。



三、学习与挑战活动

1、看图搭小山。

（1）提供给幼儿图片，幼儿小组合作照图片将轮胎搭出三座
不同的'小山。

（2）集体讨论，三座小山搭法的难易。

2、挑战与学习

（1）交代挑战小山的要求与跳的方法。

（2）幼儿自由选择组成三个小组进行游戏。

（3）幼儿重新进行选择，再进行游戏。

（4）加大游戏难度，再次进行游戏‘

3、放松整理

幼儿音乐声中送轮胎回家。

活动反思：

在活动中，能与同伴商量合作玩，并体验到一起玩的快乐，
对中班幼儿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通过这个活动，幼儿在
自由探索的时间和空间中，在自由合作游戏中，发现和创造
出了新的玩法。

在挑战活动这一环节中，孩子们自己看图叠轮胎，不仅抽象
思维能力得到了挑战，而且动手能力也得到了挑战。在自由
选择及学习活动环节中，孩子们得到是一种对体能的挑战，
更是一种对心理素质的挑战。



在体育活动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的隐性危险，孩子们从
高处往下跳存在着一定的危险，因此，活动中有了相对的安
全保护措施，孩子们在老师正确的引导下，建立了自我保护
意识，学会了自我保护的小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