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们有新玩法反思 我们有新玩法
教学设计(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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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们有新玩法反思篇一

1、 培养幼儿对球类活动的兴趣。

2、 通过讨论和游戏使幼儿了解并掌握球的多种玩法。

3、 引导幼儿利用身体的各个部位来进行球的多种玩法，培
养幼儿的创造性游戏能力。

4、 通过不同的体育游戏方式，发展幼儿平衡、拍球跑、两
人合作夹球走等运动机能和动作速度及身体协调性的发展。

皮球两个。

1、 活动前准备：教师带幼儿来到活动场地，进行体育活动
前的准备活动，活动开幼儿四肢关节（如活动手腕、脚腕，
活动肩部，蹲起十下，弓步压腿等）

2、 想象比赛游戏：

（1） 出示球，让幼儿互相讨论皮球除了拍球玩，还能怎么
玩？（可以一只手平举另一只手把球放在头顶进行比赛；还
可以拍球跑进行比赛；还可以合作进行比赛，两个人夹球进
行比赛；也可以两队一起合作进行比赛，一个跟一个从头顶
或腿下递球比一比哪队最快传完等）



（2） 教师对幼儿想象出的各种不同方法进行引导性游戏。

a、 幼儿用一只手平举另一只手把球放在头顶进行比赛；

b、 两队一个接一个拍球跑进行比赛；

c、 两队每次两个人夹球进行比赛；

d、 两队一起合作进行比赛，一个跟一个从头顶递球，比一比
哪队最快传完；

e、 两队一起合作进行比赛，一个跟一个从腿下递球，比一比
哪队最快传完。

3、 幼儿拉圈复习体育游戏《切西瓜》

教师提醒被“切”的两名幼儿背对背向圈外的相反方向跑，
谁先回到被“切”的缺口谁是胜利者，胜利者来当“切西
瓜”的幼儿，游戏继续进行，反复几次结束。

4、结束，集合进行放松、整理活动，引导幼儿进行舒缓活动
后已稳定幼儿情绪。（幼儿回班小便饮水进行区域活动）

我们有新玩法反思篇二

《岳阳楼记》它是篇幅较长、内容丰富、思想性很强的名篇，
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悟古代优秀作品的美，学习古人积极
向上的思想和丰富复杂的感情。经过具体的课堂教学之后，
我思考了很多内容，接下来我就谈一谈讲这一课的感受：

一、自主预习与小组讨论相结合

在教学过程中，我按照自己的教学安排，利用早读时间认真
督促学生预习。而预习的方式就是自主预习和小组合作讨论



相结合。让孩子们先自己阅读，可以读给自己听，也可以读
给他人听，再把一些难解的字词做上记号，带着问题去看注
解或查阅工具书，主动解决;然后带着问题或学习成果参与到
小组讨论中去，互相探讨，力求得出结论;解决不了的问题留
待课堂上师生共同探讨。所以上课的时候，我只把需要强调
的字词句加以提示，学生就能基本把握文章内容。

二、朗读与品味意境相结合

古文学习最大的难点在于语句的理解，为突破这一点，我在
教学过程中加强了诵读，以读促悟，同时借助多种形式进行：
通假字、古今异义词、一词多义、词类活用等。句子的.翻译
可放手让学生去尝试，充分利用学生资源，让学生自己能解
决的问题尽量自己解决，必要时教师才作相应的指导。课堂
上，我抓了几个重点句进行赏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微斯人，吾谁与归?”既检
测了学习效果，又品味了文章的意境。

三、理解内容与体会感悟相结合

简介作者时，作者的被贬遭遇与其崇高远大的政治抱负更有
助于学生学习和理解文章主旨，他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旷达胸怀与崇高的忧乐观，更是探讨
的重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即使在今天依然有很大的现实
意义。学完文章之后，我还要求学生在日记上谈谈自己的学
习感受，以便进一步巩固德育效果。

四、教后反思

学完这篇名篇，我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发现也存在不少的
问题：课上我虽然注意了努力放手让学生去尝试，但缺少具
体学法的指导，如：翻译时，对于句子中省略的成份、词序
的调整等，没给学生作具体的指导，这是今后应该注意的。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我过于注重强调学生理解文章主旨，



学习、领会作者的阔大胸襟和政治抱负，对于语言品味，尤
其是三四两段的景色描写这一块有所忽略，《岳阳楼记》不
仅思想性很强，也是一篇写景美文，而我忽略了学生对美的
感受和体会，减弱了这一名篇的欣赏价值。

我们有新玩法反思篇三

1、激发幼儿用多种方式玩球的兴趣。

2、学x左右手交替拍球。

3、学x滚、抛接球及夹球跳、踢球及躲闪跑的动作能力。

4、培养同伴间相互合作的态度。

5、喜欢与同伴合作，体验运动的挑战与快乐。

大小球若干个

（一）激发幼儿用多种方式玩球的兴趣

1、用语言谈话的方式引出出课题

看，今天老师带来了什么？（球）

（二）玩法

此活动设计主要是以激发幼儿用多种方式来玩球的兴趣为突
口，全面锻炼幼儿的跑跳以及跳跃、躲闪的动作能力，增强
幼儿的体质达到全面锻炼身体的最佳效果。培养同伴间相互
合作的态度，活动以游戏为主要的教学手段，使幼儿在轻松
自由的活动中快乐的玩球。有2位幼儿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意愿，
但是通过孩子们的邀请，这2位幼儿同样愿意加入游戏活动之
中分享球带来的快乐。整节活动充分体现了孩子的自主活动，



给与孩子在活动中学会自我保护的能力效果会更好。

我们有新玩法反思篇四

1.知识与能力

学会与小伙伴合作完成一个游戏，分享感受和活动成果。

2.情感与态度

能在游戏中找到玩的乐趣，并培养创新意识。

3.行为与习惯

愿意尝试新玩具和新玩法，培养探究习惯。

4.过程与方法

通过变换新玩法、自制玩具和制订游戏规则，培养发散思维，
并能进行简单的探究活动。

1.重点：学会与小伙伴合作完成一个游戏，分享感受和活动
成果。

2.难点：培养发散思维，并能进行简单的探究活动。

教师准备：

1.纸飞机、跳绳、沙包、毽子、皮球、乒乓球及球拍。

2.课件。

学生准备：自己喜欢的玩具。

一、导入新课



2.生l：“双飞”，即跳一下，手摇两次绳。

生2：花跳，即双手胸前一交叉，身子从形成的洞里穿过去，
再将手恢复原样，这样一花一单，跳得像朵花。

生3：大绳套小绳，即边跳大绳边跳小绳，两人甩一条长绳子，
一个人在中问跳单绳，大绳和小绳一块儿穿过。

3.学生尝试跳绳的花样，教师巡视指导。

4.师：一个玩具不止一种玩法，只要同学们多多转动自己的
小脑袋，大胆地想象，一定可以玩出新奇，玩出乐趣。这节
课我们就来尝试着玩出新花样。

二、玩出新花样

2.学生讨论交流，并试着玩一玩，然后谈感受、总结新玩法。

3.(出示教材第27页图片)师：你们从中发现了什么?

4.生l：不同的人可以重新组合玩。

生2：不同的玩具也可以组合。

生3：变个规则玩一玩，游戏会有新乐趣。

5.师小结：传统游戏换个玩法，可以变成新游戏;简单玩具变
个花样，可以玩出更多乐趣。

三、动手创造，变废为宝

1.师：同学们虽有很多玩具，但我估计你们的玩具都是在玩
具店里买的，今天老师教你们动手制作自己喜欢的玩具。

3.学生分小组讨论，班内汇报交流。



4.师：孩子们，你们的想法很好，你们可以试着做一些玩具。

6.学生在全班交流。

7.师小结：同学们，你们真棒!今天,你们不仅学会了自己制
作玩具，还会制订游戏规则。我希望你们今后多动脑、多动
手制作出更好玩的玩具。

四、课堂小结

我相信同学们以后肯定能玩出很多新花样，也相信同学们能
创造出很多有趣的游戏。

板书设计

我们有新玩法

玩出新花样

动手创造

我们有新玩法反思篇五

【活动目标】：

1、能探索发现出竹竿的多种玩法。

2、了解跳竹竿这一民间体育游戏的来历，尝试用xx和xxx两
种节奏型跳竹竿。

3、体验与同伴合作游戏带来的快乐，提高幼儿的合作能力。

【活动准备】：

1、幼儿人数三分之二的长竹竿，短竹竿、短棍子若干。



2、律动音乐磁带，音乐磁带《阿佤人民唱新歌》。

3、有关竹竿舞的图片、录像。

【活动过程】：

一、导入：

幼儿人手一根竹竿或棒子(长短不一)随乐骑大马入场。

(活动开始部分设计了随音乐利用竹竿、棍棒进行队列练习在
这一环节中由两队“骑马”变双圆----变小圆----合作组
合“坐马车”体现了动静交替的原则，让幼儿初步尝试了与
同伴合作的快乐，同时也为下一个环节奠定了基础。)

二、探索竹竿、棍棒的多种玩法：

1、利用竹竿、棍棒进行“一棒多玩”

2、交流、总结竹竿、棍棒的新玩法。

幼儿展示自己探索出的新玩法。(挑担、跳竹竿、多人合作划
小船、抬花轿、练武术、铺小路等等)

三、看图片、录像了解跳竹竿的来历、方法。

幼儿观看有关竹竿舞的图片、录像。师边看边讲解。

提问：他们是怎么跳竹竿的呢?好玩吗?

师幼共同了解跳竹竿的游戏玩法

这个游戏是许多人一起玩，其中两个人手拿竹竿面对面跪下，
用竹竿按一定的节奏同时分合敲击，另一个人在中间看准竹
竿的分合跳进或跳出。



四、幼儿玩“跳竹竿”游戏。

1、两人合作学用xx的节奏型敲打竹竿。

2、两人合作学用xxx的节奏型敲打竹竿。

3、幼儿自己分成三人一组尝试用xx的节奏打竹竿、跳竹竿，
体验跳竹竿的快乐。(师帮助幼儿总结方法如何才能跳好，不
踩到竹竿上)

队形：四散

对幼儿在游戏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及时进行指导(合作、交往方
面)

4、鼓励幼儿创造性地玩“跳竹竿”游戏，师生共同参与。

队形：四散

(基本部分中，先鼓励幼儿利用竹竿、棍棒进行“一物多玩”，
鼓励幼儿与同伴合作，并积极推广三---四人结伴游戏。接着
运用尝试法学习的理论精神，教师不示范游戏玩法及规则，
而是引导幼儿去自主探索(敲击“竹竿”的两人如何合作?中
间跳的人如何跳?如果跳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情况怎么办?等)，
从而通过尝试、发现----再尝试、再发现，形成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的不断调整的过程，师生双方共同提升经验。最后
通过师生共同表演“跳竹竿”，将活动掀起x，突出了师生双
主体的地位。)

五、幼儿尝试用不同队形跳竹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