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心医院角色游戏教案小班(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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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
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爱心医院角色游戏教案小班篇一

活动目标：

1、欣赏故事，理解铅笔盒里文具对话的含义，表达自己听故
事后的感受。

2、知道爱护文具，形成爱护文具的良好习惯。

3、愿意分角色表演简单的故事情节。

4、通过阅读，理解故事情节。

活动准备：

1、挂图8号；《小朋友的书我要上小学了》；磁带及录音机。

2、铅笔盒及铅笔盒里的各种文具。

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起兴趣。

（教师出示铅笔盒及各种文具）这是我们上小学要天天用到
的东西，可是有一天，铅笔盒变成了医院，到底发生什么事
了，我们一起来听听。



二、幼儿听故事录音，完整欣赏故事一遍。

1、铅笔盒里发生了什么事？请你根据故事来说一说。

2、为什么铅笔盒会变成医院？

三、结合挂图，分段讲故事，帮助幼儿了解故事内容。

1、教师先讲故事第一段，提问：铅笔盒里有哪些文具，小男
孩要读小学了，这些文具怎么表示了？幼儿根据故事回答。

四、看图讲述故事

1、看《小朋友的书我要上小学了》第19~24页“铅笔盒变医
院”，仔细观察画面，阅读故事，教师引导幼儿理解铅笔盒
里文具对话的意思，鼓励幼儿学习讲述文具的对话。

2、教师和幼儿共同总结：我们要爱护铅笔盒里的文具。

五、迁移经验，扩展想象并交谈。

讨论：假如你是铅笔盒的小主人，你会怎么做呢？

课后反思：

《铅笔盒变医院》这节活动的目标是让幼儿欣赏故事，理解
铅笔盒里文具对话的含义，表达自己听故事后的感受。知道
爱护文具，形成爱护文具的良好习惯。

在活动开始，我出示铅笔盒及各种文具，引出主题：这是我
们上小学要天天用到的东西，可是有一天，铅笔盒变成了医
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起来听听。接着师幼一起欣
赏故事录音，听完录音后，我鼓励幼儿自由说说铅笔盒里发
生了什么事，初步了解故事大意。结合挂图，分段欣赏故事，
帮助幼儿进一步了解故事内容。最后，我还引导幼儿看图讲



述故事，并讨论：假如你是铅笔盒的小主人，你会怎么做？
让幼儿知道应该爱护文具。

在活动中，孩子们能认真倾听故事，部分幼儿能较好地根据
故事内容完整地回答老师提问，部分幼儿举手回答的积极性
还不错，故事的理解能力有待进一步培养。

爱心医院角色游戏教案小班篇二

一、活动目标：

1、学习手口一致点数1---5。

2、初步学习按数取物。

3、认识一些常见的医疗用具。

4、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5、了解数字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初步理解数字与人们生活
的关系。

二、活动准备：

医院背景塑料板板（上面画有5以内的医疗器具），幼儿人手
一套圆点卡片，雪花片若干,由5块泡沫板拼成的楼梯共4条。

三、活动过程：

（一）引出主题

教师以医生的身份出现。

问：我是谁？我在哪里上班？认识红十字



（二）幼儿戴上圆点宝宝去医院看看：

1、复习2—3的点数

请幼儿点数后举起相应的圆点卡片。

2、学习4—5的点数

让幼儿数一数。

（三）去药房

1、上楼梯(五个台阶)

请幼儿边走边数。

2、分药片

(1)教师报一个数，幼儿取出相应数量的药片。

(2)出示药方(上面有圆点)，请幼儿根据配方上的圆点分药片。

2、下楼梯。（边走边数）

爱心医院角色游戏教案小班篇三

活动目标：

1.具有初步的合作意识，在实践中尝试解决合作中遇到的问
题，积累合作经验。

2.能积极、大方地参与游戏，生动形象地表现角色。

活动准备：



故事中各种动物的头饰，简单的池塘环境布置;熟悉故事，对
蝌蚪的生长活动很感兴趣，有比较丰富的经验。

活动过程

1.引起回忆，激发幼儿活动的兴趣。

师：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排练一个节目，节目的名字叫什么?
里面有哪些小动物?

2.回忆上次游戏出现的问题，师幼共同商讨解决。

(1)昨天排练节目的时候，我们发现，当音乐开始的时候鸭妈
妈、鱼妈妈、乌龟妈妈、鹅妈妈们都能马上上来，可后面跟
着的宝宝们没有马上出来，是什么原因呢?(不听音乐、注意
力不集中)

(2)今天排练的时候，宝宝们的动作一定要跟着妈妈。

3.幼儿选择角色，进行表演。

(1)我们小朋友都选好了自己的角色，但在表演的时候我们还
应该注意什么呢?

(2)今天我们表演的时候老师还有一个要求，表演结束后我们
要选出6个最佳表演奖，每种小动物中选出一个表演得最好的
小演员。

(3)什么样的表演可以评为最佳表演奖?

4.幼儿体验游戏。

师：小演员们都准备好了吗?演出就要开始了。请欣赏表演游戏
《小蝌蚪找妈妈》



幼儿进行表演。

5.评价和小结。

(1)师：你们觉得今天的表演中，谁可以获得“最佳表演
奖”?为什么?(从声音、动作、表情等进行评价)

(2)刚才的游戏中遇到了什么困难?该怎么办?

爱心医院角色游戏教案小班篇四

主题名称：小医院

材料提供：

为小班幼儿提供数量充足，且形象、逼真、色彩鲜艳的小医
院玩具和材料，如装扮小医生的白大褂若干、若干娃娃、若
干听诊器、体温表、若干针管、药盒、药瓶、盐水瓶、棉花
球、挂号牌、小病床等等，促使幼儿产生玩耍、摆弄的欲望，
要知道小班幼儿是“因为玩具而游戏的”。

观察要点：

2、观察小病人是否排队取号。【价值：建立小医院游戏的规
则。】

过程指导：

实例一：

游戏开始没多久，小医生就帮一位小病人一手摁着针头，另
一只手高举着盐水瓶在挂盐水，而其他病人，他就再也没法
顾及。



教师：“小医生，其他病人还等着你来看病呢，快想想办法
吧？”同时给幼儿一个空药盒来暗示幼儿。马上，小医生取
来空药盒垫在病人手心下，并用橡胶带固定住了针头，盐水
瓶则挂在了小衣架上。

实例二：

教师和小医生一起在医院挂号间门口的地上，贴上了一串排
队小脚印……

爱心医院角色游戏教案小班篇五

【游戏主题由来】

通过一次谈话活动，我发现孩子们最近对药的种类产生了兴
趣，还模仿药剂师学着包起药来，看着自己包好的“药”整
齐的放在盒子里特别自豪。有的孩子建议开个医院吧。大家
一下来了兴致，所以我们选择了“医院”这个游戏。

【游戏总目标】

一、了解医院工作人员及其职责，模仿和扮演医生、护士及
病人等角色，体验角色扮演的乐趣。

二、能迁移生活中关于医院的知识经验，与同伴合作创设医
院的环境。

第一次游戏

【游戏目标】

一、了解医院工作人员及其职责，初步扮演医院中的各种角
色。



二、生病时懂得要医院看病，了解看病的基本程序：挂号—
看病—取药。

三、大胆有创造性地选择替代物与游戏材料，根据游戏需要
自制简单玩具。

【游戏准备】

经验准备：

1、在谈话活动中引发幼儿关于看病的生活经验，了解医院工
作人员的职责。

2、和爸爸妈妈一起收集关于医院的废旧物如：药瓶、病例卡
等。

物质准备：在医院投放病历卡、听诊器、针筒、药品等环境
创设：创设医院的环境

【游戏过程】

一、教师出示听诊器和针筒和病历卡，引出游戏，激发幼儿
参与游戏的乐趣。

师小结：小朋友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要去医院看病，看病时，
要先到导诊台的护士那填写病历，然后到主治医生那去看病，
看完病再去药房取药。

三、提出游戏要求

1、要协商讨论，解决医院开业前的各种问题。

2、要选择各种替代物，创设医院环境。

3、按意愿选择角色，分工扮演医生、护士及病人等角色。



四、幼儿游戏，教师以病人的身份介入游戏，观察指导。

1、观察幼儿能否协商、分工，形成初步的角色意识。

2、观察幼儿是否能掌握看病的基本程序：挂号—看病—取药。

3、观察医生、护士能否明确职责。

五、整理游戏材料和环境，师幼分享游戏体验，评价游戏情
况。

1。整理游戏材料和环境。

2。交流游戏情况。

师提问：

1、你今天扮演了什么角色？你是怎么做的.？

2、你在游戏中遇到什么困难？你是怎么解决的？

3、下次的医院游戏你认为可以增加什么材料？

第二次游戏

【上次游戏回顾】

从上次游戏中，我发现幼儿对于医院游戏是充满兴趣的，特
别对于医生这个角色充满向往。但是在游戏中我发现，因为
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幼儿出现的症状与其他主题游戏第一次
出现的症状都大同小异，即语言交流不够丰富，情节断续，
不知该如何往下发展，并且在游戏过程中很容易笑场。但是
医生的看病时，不能很好的对症诊断，不能根据病人的病状
做出相应的策略。且形式单一，对于打针尤其感兴趣，不管
什么病症都要求病人打针。因此，针对这些情况，我对游戏



方案进行了调整。

【游戏目标】

一、明确所扮演的角色，增强角色意识。

二、尝试根据不同的病症，针对性提出治疗的方案，能对症
下药。

三、能运用礼貌用语进行交往，促进角色间友好互动。

【游戏准备】

经验准备：在谈话中，引导幼儿回顾医生看病的方法，初步
了解不同的病症的不同的诊断方法。

物质准备：增设压舌板、手电筒、体温计、白大褂、白帽子、
护士帽、药瓶等。

环境创设：丰富医院的环境布置。

【游戏过程】

一、回顾上次游戏存在的问题，明确角色意识。

师：要怎么样才能帮助病人把病看好？

师小结：医生要仔细询问病人哪里不舒服，然后要看看他不
舒服的地方，一般的病只要吃药就好了。

二、提出游戏要求。

1、与同伴协商角色分配。

2、导诊的护士要主动与病人问好，游戏中要用礼貌用语。



三、幼儿自由选择角色开展游戏，教师观察指导。

1、适时以病人的身份参与游戏，制造问题，让医生解决，观
察医生对症诊断的情况。

2、观察医院工作人员与病人之间语言交流情况。

四、整理游戏场景和材料，师幼分享游戏体验，评价游戏情
况。

1、整理游戏场景和材料。

2、交流游戏体验。

师提问：1。你今天扮演了什么角色？医生是怎么给你看病的？

2、你觉得谁表现的最好？好在哪里？

3、下次游戏还可以增加什么？

第三次游戏

【上次游戏回顾】

由于前期谈话活动的经验积累，幼儿对于自身的角色意识和
角色的职责更加清晰了，特别是医生能简单的针对不同的病
症，进行诊断。在游戏后，幼儿提出想增设输液用品，给一
些生病严重的病人。说明幼儿游戏的技能和游戏的情节更加
丰富了。针对幼儿的需要，我设计了游戏的方案。

【活动目标】

1、进一步掌握对症诊断的技能，较为逼真、大胆的扮演医生
的角色。



2、了解输液的基本程序，不断丰富游戏情节，缓解幼儿对输
液的排斥感和恐惧心理。

3、加强医院主题与其他主题之间的联系。

【活动准备】

经验准备：在谈话活动中引导幼儿回忆输液的经验。

物质准备：新增输液用品、纱布、棉签

【活动过程】

一、展示新增的游戏材料，引发幼儿参与游戏的兴趣，丰富
游戏情节。

师提问：这是什么？你有过输液的经历吗？是什么感觉？生
病时为什么要输液？

师小结：当生病比较严重或者病人很虚弱时，吃药没有效果
了，就可以采用输液的方式，把药直接输入到你的身体里，
这样病就好的快了。

二、教师引导幼儿回忆输液的体验，并邀请个别幼儿学习输
液的方法。

1、幼儿回忆输液的体验，学习输液的基本程序。

师提问：护士是怎么帮助你输液的？她会先做什么？再做什
么？

师小结：输液时医生要先在病人的手上找到血管，可以轻轻
拍打病人的手背，这样更快找到血管。然后用棉签沾上碘酒
在血管处进行消毒。然后将针头轻轻插入血管里，用胶布对
针头进行固定，这样针头就不会移位；最后将输液器放在到



输液架上，放太低了会对病人造成伤害的；要随时根据病人
的情况对输液的剂量进行调整；输液完毕后要及时用酒精棉
按压住针口。

2、请两名幼儿来尝试操作输液的过程。

3、及时指出幼儿操作中的不足，并肯定表现较好的部分。

三、提出游戏要求。

1、其他游戏中的人员不舒服时也可以到医院看病。病人病好
后就可以到其他游戏区去玩。

2、协商角色分配，要轮流扮演角色进行游戏。

3、医生和病人之间要多交流，病人要积极向医生说自己身体
的状况。

四、幼儿自由选择角色开展游戏，教师观察指导。

1、适时以病人的身份参与游戏，观察护士输液的程序。

2。、观察医院工作人员与病人之间语言交流情况。

五、整理游戏场景和材料，师幼分享游戏体验，评价游戏情
况。

1、整理游戏场景和材料。

2、交流游戏体验。

师提问：

1、你今天扮演了什么角色？护士给你输液时，你觉得她做怎
么样？



2、你觉得谁表现的最好？好在哪里？

3、游戏中你遇到问题了吗？你是怎么解决的？

第四次游戏

【上次游戏回顾】

经过几次游戏的积累，孩子对于医院游戏已经积累了一定的
经验，游戏情节逐渐丰富起来了。角色之间的语言交往也越
来越丰富。在游戏后有小朋友提出，不一样的病，药剂师都
配一样的药，说明孩子很好的将生活经验运用到游戏中来，
也体现了幼儿游戏水平的提高，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在游戏
后与幼儿共同商量了几种常见病的药怎么区分？孩子们提出
了用颜色区分的方法。随后我们在美工区中运用皱纹纸制作
了不同颜色的药丸。

【活动目标】

1、能根据医生的药方进行配药，丰富游戏情节。

2、学习用协商、轮流等交往策略分配角色，能共同解决游戏
中出现的问题。

【活动准备】

物质准备：新增各色药丸及药品说明清单。

【活动过程】

一、回顾上次游戏存在的问题，引出新材料。激发幼儿参与
游戏的兴趣。

师：在上一次的活动中有的小朋友发现了，不一样的病，药
剂师都配一样的药，所以我们一起在美工区中制作了不同颜



色的药片和药丸代表不同的病。有些小朋友还一起设计了配
药单来告诉大家怎么配药。现在我们一起来认识下。

二、提出游戏要求

1、协商角色分配，要轮流扮演角色进行游戏。

2、遇到游戏中出现的问题要尝试与同伴协商解决。

三、幼儿自由选择角色开展游戏，教师观察指导。

1、适时以病人的身份参与游戏，观察药剂师配药的情况。

2、观察医院工作人员与病人之间语言交流情况。

四、整理游戏场景和材料，师幼分享游戏体验，评价游戏情
况。

1、整理游戏场景和材料。

2、交流游戏体验。

师提问：

1、你今天扮演了什么角色？你玩的怎样？

2、你觉得谁表现的最好？好在哪里？

3。游戏中你遇到问题了吗？你是怎么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