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滑雪的教案小班(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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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幼儿园滑雪的教案小班篇一

1、情感目标：通过图片和实际经验，让幼儿体验正确应对下
雪天的安全问题，珍爱生命的情感。

2、认知目标：使幼儿了解下雪天在着装、行走、游戏中的一
些安全小知识。

3、技能目标：懂得排除下雪天安全隐患的方法和技巧，增强
自我保护能力。

雪天出行的图片

（一）谈话引入：

“今年冬天很寒冷，这些天下了好几场大雪，路很滑，在雪
天我们小朋友都要注意哪些事情，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
呢？”

引导幼儿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说说下雪天的安全措施有哪些？

（二）教师小结

1、在雪天，我们要放低重心认真走好每一步，最好选择雪较
厚的地方行走，注意地面状况，一定要避免踩在较薄较平的
雪片或冰面上，以防止打滑。



2、上、下学回家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一定要走人行道。
由于车辆在冰雪路上制动距离大大延长，经常出现刹车侧滑、
调头失控的情况，所以要离车行道远一些，要选择安全避让
车辆的位置。横过道路时，要先站在路边上调整好雨帽、雨
伞的角度，使其不遮挡视线，然后小心通过。千万不要抢行
或猛跑，不要在两车之间穿越，也不要突然改变行走方向或
后退。

3、雪天穿鞋有讲究，路面容易结冰，不能穿皮鞋、硬塑料底
鞋或平底无花纹的鞋，最好穿着保暖、防滑性好的鞋子，或
者抓地较好的运动鞋，而且应尽量稳步前行，以防发生事故。

4、户外游戏时，可以玩打雪仗，但一定不要拿雪球往同学脸
上、头上砸，以免伤到眼睛和头部。

5、上下台阶时要注意，要掌握好身体的重心，保持身体平衡，
避免摔伤。

6、在玩雪过程中也会有很多隐患，如摔伤，划伤，砸伤，一
旦受伤了要及时请求大人的'帮助。

小朋友们，安全来自时刻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第
一，健康第一。冰天雪地，请大家小心翼翼，保护自己！

（三）结束部分

我们的爸爸妈妈在雪天气骑自行车开车时怎样注意安全？

幼儿园滑雪的教案小班篇二

【活动目标】：

1、听信号带盒躲闪跑，发展身体的协调性、灵敏性。



2、感受师生共同游戏的快乐。

【材料与环境创设】：

1、鼓一面，“雪球”、大小鞋盒若干，衣服筐、

2、塑胶场地或活动教室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师：跟我一起去运动吧！

师：今天你们来做滑雪运动员，和教练员一起学学滑雪的本
领，好不好？

先活动一下我们的身体，转转脚，抬抬腿，跳一跳，跑一跑，
甩甩手，用力滑。

带领幼儿一起在场地做滑雪动作，继续热身。（向前慢滑，
快滑，上坡，下坡，拐弯，遇到障碍跳起来，紧急停住……）

二、基本部分：

（一）幼儿单脚练习滑雪

师：你们滑的都很棒，教练员给你们准备了鞋盒子做滑雪板，
每人拿一个鞋盒子站好！

师：我们把一只脚放进滑雪板里面，自己去试一试，滑一滑
雪。

教师同幼儿一起，一只脚踏在盒子里做滑雪练习。



教师观察幼儿的滑行情况，边滑行边语言指导：滑行时两脚
分开，脚轻轻踩住盒子，拖着盒子向前滑。可以借助个别幼
儿的动作讲解要领，如果问题普遍或者较严重，停下集中讲
解。

（二）幼儿双脚练习滑雪

师：你们滑得真棒，下面增加难度了，你们要两只滑雪板一
起滑雪，现在放下这个盒子，每人再去拿一个盒子过来，动
作要快。

幼儿拿好盒子站好，表扬动作快的和听清要求的幼儿。

师：我们一只脚一个滑雪板，准备好，出发练习滑雪咯。

教师同幼儿一起，两只脚分别踏在盒子里做滑雪练习。

教师观察幼儿的滑行情况，边滑行边语言指导：滑行时两脚
分开，脚轻轻踩住盒子，拖着盒子向前滑。可以借助个别幼
儿的动作讲解要领，如果问题普遍或者较严重，停下集中讲
解。

（三）幼儿听鼓声练习滑雪

幼儿双脚带鞋盒听鼓声向前滑行，鼓声停即停止滑行，鼓声
快滑的快，鼓声慢滑的慢。

观察幼儿是否有效听信号滑雪，是否有摔跤的，是否有冲撞。

提醒个别幼儿休息。

（四）掷“雪球”游戏

鼓声响起，幼儿开始滑雪，教练员手拿雪球，做投雪球的动
作，远远的向小朋友的身体投去，小朋友们躲避。（会出现



碰撞、摔倒的现象）

观察幼儿游戏情况，集中分享。

幼儿交流自己的滑雪方法和躲避雪球的方法。教师帮助总结：
可以站的离教练员远一些，可以滑的快一些，躲得快一些。

（五）雪球大战游戏

师：你们的滑雪本领越来越大了，下面我们进行一场比赛，
先分成两组。每人拿三个雪球，鼓声响起后开始边滑雪边投
雪球，用雪球击中对方，鼓声停投雪球停，最后看谁集中的
多，谁获胜。

幼儿自主拿三个雪球。

幼儿分成人数相等的两队，鼓声起两队幼儿互相投掷“雪
球”。鼓声停即停止投掷。两队投掷后，以“雪球”击中多
者为胜者。

规则：

1、鼓声停，不能再投掷“雪球”。

2、以击中多者的队为胜者。

三、结束部分

师：今天你们的表现特别棒，你们已经成为了很棒的滑雪运
动员了，为我们自己鼓鼓掌！下面我们把自己的滑雪板摆放
好，帮助教练员将雪球收到篮子里。

评析与反思：

首先我觉得这个活动充分体现出材料的简单、有效、好玩。



用简单的盒子进行滑雪，并配合纸团进行了打雪仗的游戏，
活动激发和调动幼儿的游戏情绪和运动状态。其次，这个活
动适合在冬天开展这项活动，符合冬季的特点幼儿在滑雪中
体验到了冬季运动的魅力，同时增加了运动经验——带盒子
躲闪跑。

在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我对细节的把握还是不够细腻，比如
说：每个环节的指导语还是不精练和准确，要更加的准确和
有效来促进幼儿的活动状态。在设计指导语的同时还要考虑
问题是不是有助于幼儿的活动。如：问题的提出是不是能够
激发幼儿的探究欲望和运动情绪？这个问题是不是使运动中
的幼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等等！

在具体的设计环节上，我又一次感觉到了运动要以幼儿为本，
要充分考虑到幼儿的水平和特点，在先享受快乐情绪的同时
在考虑幼活动的目标达成度。热身是调动运动兴趣的环节，
所以在热身时运动量应该平稳上升，不急不躁，同时要利用
生动有趣语言和动作来调动幼儿的注意力，从而使幼儿在身
体上和心理上同时投入到活动中来；游戏要以预设、生成相
结合。在设计活动时首先要考虑幼儿基本能够进行的活动形
式，并利用在活动中幼儿自创或衍生出的方法或游戏组织教
学，达成活动目标。从幼儿角度来讲，这个游戏或方法是有
趣、喜爱的。对教师来讲更是值得进一步开发和思考的，是
更好达成目标的手段。当然一节预设和生成相结合较好的活
动，对教师的要求是很高的，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对幼儿的充
分认识和把握等。如：在本活动最后的打雪仗，就能通过幼
儿在教室抛雪球的时候进行生成的，幼儿的兴趣关注点也是
教师目标的达成手段。

思考题：怎么判断幼儿的运动量是否合适？怎么样调节和控
制幼儿的运动量？

怎么样处理预设和生成的关系？



幼儿园滑雪的教案小班篇三

1、听信号带盒躲闪跑，发展身体的协调性、灵敏性。

2、感受师生共同游戏的快乐。

1、鼓一面，“雪球”、大小鞋盒若干，衣服筐、

2、塑胶场地或活动教室

一、开始部分：

师：跟我一起去运动吧！

师：今天你们来做滑雪运动员，和教练员一起学学滑雪的本
领，好不好？

先活动一下我们的身体，转转脚，抬抬腿，跳一跳，跑一跑，
甩甩手，用力滑。

带领幼儿一起在场地做滑雪动作，继续热身。（向前慢滑，
快滑，上坡，下坡，拐弯，遇到障碍跳起来，紧急停住……）

二、基本部分：

（一）幼儿单脚练习滑雪

师：你们滑的都很棒，教练员给你们准备了鞋盒子做滑雪板，
每人拿一个鞋盒子站好！

师：我们把一只脚放进滑雪板里面，自己去试一试，滑一滑
雪。

教师同幼儿一起，一只脚踏在盒子里做滑雪练习。



教师观察幼儿的滑行情况，边滑行边语言指导：滑行时两脚
分开，脚轻轻踩住盒子，拖着盒子向前滑。可以借助个别幼
儿的动作讲解要领，如果问题普遍或者较严重，停下集中讲
解。

（二）幼儿双脚练习滑雪

师：你们滑得真棒，下面增加难度了，你们要两只滑雪板一
起滑雪，现在放下这个盒子，每人再去拿一个盒子过来，动
作要快。

幼儿拿好盒子站好，表扬动作快的和听清要求的幼儿。

师：我们一只脚一个滑雪板，准备好，出发练习滑雪咯。

教师同幼儿一起，两只脚分别踏在盒子里做滑雪练习。

教师观察幼儿的滑行情况，边滑行边语言指导：滑行时两脚
分开，脚轻轻踩住盒子，拖着盒子向前滑。可以借助个别幼
儿的动作讲解要领，如果问题普遍或者较严重，停下集中讲
解。

（三）幼儿听鼓声练习滑雪

幼儿双脚带鞋盒听鼓声向前滑行，鼓声停即停止滑行，鼓声
快滑的快，鼓声慢滑的慢。

观察幼儿是否有效听信号滑雪，是否有摔跤的，是否有冲撞。

提醒个别幼儿休息。

（四）掷“雪球”游戏

鼓声响起，幼儿开始滑雪，教练员手拿雪球，做投雪球的动
作，远远的向小朋友的身体投去，小朋友们躲避。（会出现



碰撞、摔倒的`现象）

观察幼儿游戏情况，集中分享。

幼儿交流自己的滑雪方法和躲避雪球的方法。教师帮助总结：
可以站的离教练员远一些，可以滑的快一些，躲得快一些。

（五）雪球大战游戏

师：你们的滑雪本领越来越大了，下面我们进行一场比赛，
先分成两组。每人拿三个雪球，鼓声响起后开始边滑雪边投
雪球，用雪球击中对方，鼓声停投雪球停，最后看谁集中的
多，谁获胜。

幼儿自主拿三个雪球。

幼儿分成人数相等的两队，鼓声起两队幼儿互相投掷“雪
球”。鼓声停即停止投掷。两队投掷后，以“雪球”击中多
者为胜者。

规则：

1、鼓声停，不能再投掷“雪球”。

2、以击中多者的队为胜者。

三、结束部分

师：今天你们的表现特别棒，你们已经成为了很棒的滑雪运
动员了，为我们自己鼓鼓掌！下面我们把自己的滑雪板摆放
好，帮助教练员将雪球收到篮子里。

首先我觉得这个活动充分体现出材料的简单、有效、好玩。

用简单的盒子进行滑雪，并配合纸团进行了打雪仗的游戏，



活动激发和调动幼儿的游戏情绪和运动状态。其次，这个活
动适合在冬天开展这项活动，符合冬季的特点幼儿在滑雪中
体验到了冬季运动的魅力，同时增加了运动经验――带盒子
躲闪跑。

在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我对细节的把握还是不够细腻，比如
说：每个环节的指导语还是不精练和准确，要更加的准确和
有效来促进幼儿的活动状态。在设计指导语的同时还要考虑
问题是不是有助于幼儿的活动。如：问题的提出是不是能够
激发幼儿的探究欲望和运动情绪？这个问题是不是使运动中
的幼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等等！

在具体的设计环节上，我又一次感觉到了运动要以幼儿为本，
要充分考虑到幼儿的水平和特点，在先享受快乐情绪的同时
在考虑幼活动的目标达成度。热身是调动运动兴趣的环节，
所以在热身时运动量应该平稳上升，不急不躁，同时要利用
生动有趣语言和动作来调动幼儿的注意力，从而使幼儿在身
体上和心理上同时投入到活动中来；游戏要以预设、生成相
结合。在设计活动时首先要考虑幼儿基本能够进行的活动形
式，并利用在活动中幼儿自创或衍生出的方法或游戏组织教
学，达成活动目标。从幼儿角度来讲，这个游戏或方法是有
趣、喜爱的。对教师来讲更是值得进一步开发和思考的，是
更好达成目标的手段。当然一节预设和生成相结合较好的活
动，对教师的要求是很高的，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对幼儿的充
分认识和把握等。如：在本活动最后的打雪仗，就能通过幼
儿在教室抛雪球的时候进行生成的，幼儿的兴趣关注点也是
教师目标的达成手段。

思考题：怎么判断幼儿的运动量是否合适？怎么样调节和控
制幼儿的运动量？

怎么样处理预设和生成的关系？



幼儿园滑雪的教案小班篇四

1、了解滑雪时所需的运动器具，尝试大胆地表现滑雪时人物
的各种动态。

2、乐于参与绘画创作活动，感受滑雪运动的刺激、愉悦，引
导幼儿喜欢冬天，不怕冷。

1、动画片：滑雪

2、课件：图片-滑雪

3、油画棒，画纸。

1、出示图片导入课题

图片-滑雪场

提问：小朋友，这是什么地方?地上有什么?(雪)

2、启发回忆下雪时的景象

(1)提问：大雪纷飞是什么季节?(冬天)

冬天下了雪以后，我们周围的环境会怎么样?

你见过的雪是什么样的?还有什么样的雪?

(2)提问：雪地里小朋友可以玩哪些好玩的运动?

(打雪仗、堆雪人、滑雪等)

3、观看动画片：滑雪

让幼儿了解滑雪器具和欣赏滑雪时人物的不同动态。



4、提出要求，幼儿自由创作，教师巡回指导。

(1)可以画一个人滑，也可以画多个人滑。

动作可以随意变化，喜欢滑到哪里都可以。

(2)用油画棒绘画人物，要求画面丰富饱满后，用蓝色画底色，
用工具挂掉蓝色露出白色雪花。

5、作品展示

将幼儿作品合并成一幅大大的滑雪场景图，引发幼儿互评。

幼儿园滑雪的教案小班篇五

活动重点：

通过童话，感知雪的特征，体验雪的乐趣。

活动难点：

学会有感情的朗诵儿歌。

活动准备

1、场地布置

2、教具：多媒体教学软件、泡沫碎儿。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带领幼儿到户外看雪，观察雪的颜色，形状，感知雪的特性，
并启发幼儿发现和表达雪的特性（如：雪是银白色的，在阳



光下会闪闪发光，形状有粒状的，片状的，六角形的等等，
落到地上，房子上，树上是一层层的，落到脸上冰冰的，凉
凉的，放在手里很快会融化。踩到厚厚的雪上有时会发出咯
吱的声响。

二、新课部分

欣赏探索：出示多媒体课件《小雪花》

师：你们想不想知道雪花从哪里来呀？我们一起来问问它好
不好？

1、学习儿歌《小雪花》

一片小雪花，两片小雪花。

雪花你别化，跟我说说话。

你从哪里来，哪里是你家。

2、再引导孩子们观看多媒体课件，说一说，雪花会飘到哪里
去呢？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学生自由发言：房顶上、树上、大地上。飘到哪里哪里就会
变成白色。

3、幼儿有表情的朗读儿歌，并集体模仿雪花飘落的样子

三、教师小结

（抛出泡沫碎）看，又下雪了，让我们与雪花一起飞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