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体育杜鹃花教案反思(汇总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中班体育杜鹃花教案反思篇一

幼儿园体育活动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形式之一，对幼儿身心
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圈是幼儿园常用的体
育器械之一，幼儿对此器械较为熟悉，因此，设计了这
次“玩圈圈”活动。

活动目标

1．探索用圈来锻炼身体的方法。

2．发展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敏性。

3．培养运动中的合作能力。.

4．激发幼儿玩圈的兴趣。

活动准备

每人一个圈、每人两条长彩色布条、录音机、音乐。

教学重点：

自主探索圈的各种玩法，尝试创造性地拼摆造型。

教学难点：



学会控制身体的动作。

活动过程

一、导入

1．游戏：调皮的圈圈。

教师：今天，老师给每位小朋友都准备了一个圈，你们来想
想办法让调皮的圈圈动起来，去和圈玩一玩。（幼儿自由玩
圈）

2．听音乐做准备活动。

教师：刚才老师看到你们和圈玩得很开心，我们来围成一个
圈圈，一起和圈宝宝玩玩。（放音乐，活动身体）

二、探索圈的玩法

1．试一试。

（1）教师：老师平时看到小朋友有很多玩圈的方法，今天我
们要用圈来锻炼身体，看看谁的锻炼方法好又多。

（2）幼儿独自或结伴尝试用圈进行各种运动，如跳、抛、滚、
套物等。

（3）教师观察指导，鼓励幼儿想出更多的玩法，提醒幼儿注
意安全。

2．交流圈圈的玩法。

（1）请几个小朋友展示一下圈圈的玩法，教师进行动作要点
讲解。



（2）在教师的带领下，全体幼儿一起进行跳圈、大步跨圈、
钻圈、抛圈等锻炼。

三、游戏：赛龙舟

1．教师指导幼儿将红布条缠在左脚，白布条缠在右脚。

2．幼儿分成多个小组，将圈套在腰上。各组幼儿依次抓住前
一幼儿腰部的圈，听口令统一迈左、右脚，有节奏地走。

3．幼儿分成两大组，互相握圈成一长龙状，听口令协调一致
地迈左、右脚进行半蹲、全蹲移步走的锻炼。

四、放松活动

1．用深呼吸的方法进行上肢、腰腹、下肢等身体部位的放松
活动。

2．教师小结活动，师生一起收拾器械。

活动反思

游戏导入富有趣味性，孩子们很感兴趣，游戏的积极性较高。
在自由探索玩圈的过程中，孩子们能自主探索圈的各种玩法，
拼摆的造型还可以。

不足之处：

幼儿不能很好地控制身体的动作。时间安排上不够合理，以
至活动时间超出。加上自身的紧张，过于注重教案的流程，
在游戏活动中出现了口误。这节活动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
方。在今后的活动中，我将继续学习，在磨练中成长。



中班体育杜鹃花教案反思篇二

游戏活动设计领域：艺术、健康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乐于参与体育游戏的兴趣，体验游戏的乐趣。

2、培养幼儿的创造力及平衡能力。

3、练习多种行走方法，锻炼幼儿腿部肌肉力量。

活动准备

高跷、大鞋子、呼拉圈、沙包、部分动物头饰

课件、音乐带、录音机

活动过程

1、与幼儿对音乐学“高人矮人”进入活动室，并作为准备活
动。

2、提问幼儿刚才是怎样进入活动室的，并请幼儿想出更多的
走路方式。

3、请幼儿将想出的走路方式表演给大家看。

4、请幼儿看课件，欣赏老师带来的走路方式。

5、播放音乐，请幼儿模仿喜欢的走路方式。

6、请幼儿自由选择辅助材料进行练习，提醒幼儿要注意安全。

7、请幼儿分组展示。



8、带领幼儿做放松练习。

9、播放音乐，请幼儿模仿歌曲中小动物的走路方式，走出活
动室，结束活动。

[作者：王艳芳作者单位：山东省利津县第一实验幼儿园］

中班体育杜鹃花教案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在游戏情境中，乐意模仿不同动物的走路动作，
感受表演的快乐。

重难点：根据动物的'不同角色，根据歌曲内容进行表演。

活动准备：ppt

活动过程：

一、猜猜谁来了（环节意图：主要是通过猜谜等各种方式引
出各种小动物，引起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1、猜动物

（1）谜语：长长耳朵红眼睛，爱吃萝卜和青菜，猜一猜，谁
来了？

追问：你怎么知道这是小兔子的？

（2）声音：小鸭子

（3）局部图片：小乌龟

（4）动作：小花猫

小结：从长耳朵猜出地小白兔，动物们长得都不一样。



（小乌龟、小猫的小结同上，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二、小动物比赛（环节意图：通过游戏中不同动物的走路，
熟悉韵律与语言节奏）

1、小动物们聚在一起干什么呀？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2、个别幼儿表演：它们是怎么走路的，先请谁走？

3、分组表演（根据幼儿的意愿决定学动物走的顺序。在走的
过程中加入语言节奏，如：小兔子走路，跳跳跳跳跳。小鸭
子走路，摇呀摇呀摇。）

小结：小动物们走路的方法真特别，小兔子走路，跳跳跳跳。
小鸭子走路，摇呀摇呀摇。小乌龟走路，爬呀爬呀爬，小花
猫走路静悄悄。

3、动物表演会（环节意图：通过音乐游戏，模仿各种不同动
物走路的动作。）

过渡语：小动物也想请我们小朋友来学学他们比赛谁走路快，
想来试试吗？

1、想一想，你最想学哪个小动物走路哦？（想好角色的幼儿
排在指定动物的起跑点）

2、第一次走路比赛

3、第二次走路比赛：歌曲里哪个小动物谁先走路呀？接下来
是哪个动物呢？

小结：我们要根据歌曲里唱的顺序表演走路哦。第一个是小
兔子，接下来是小鸭子、小乌龟和小花猫。

4、集体表演：我们的小朋友都会学小动物走路，我们来表演



一次给老师们看吧！

5、下一次，我们可以试试看交换一下小动物，学学其他小动
物一边走路一边唱歌吧。

中班体育杜鹃花教案反思篇四

一、设计意图

此活动旨在让幼儿通过操作实验，培养幼儿严谨的思维方式
和动手操作能力。力求让幼儿在玩中学、想中学、议中学。

二、活动目标

1.学习比较实验的方法和记录实验结果。

2.萌发对实验活动的兴趣。

3.初步感知斜坡高度、球的重量与速度的关系。

三、活动准备

1.有一定长度的木板、积木若干。

2.各种球若干：大小、重量相同的球;大小相同、重量不同的
球;大小、重量都不同的球。

3.图形记录表、笔每人一份。

四、活动过程

1.幼儿进入活动室，看见场地中间放着木板和一筐球、一筐
积木。

老师：小朋友，今天我们用这些积木和木板搭斜坡，玩斜坡



上滚球的游戏(老师与孩子们一些选材料，搭斜坡)。

幼儿有的单独搭，有的合作搭，搭好后拿不同的球从斜坡上
滚下，老师观察，并和幼儿一起玩斜坡滚球的游戏。

小月：将木板搭成形，让球从不同的方向滚下斜坡。

明明：先搭一个小斜坡玩球，再不断垫高，使斜坡越来越斜，
不断地将球从每一个高度的斜面上滚下。

亮亮：再斜坡底端竖着放块小积木，防止球滚得太远，当每
次球滚下来击倒小木块发出“啪”的一声时，他都得意地
说“我成功了”。

林林：因为几次球都从斜坡边滚落，于是他想办法，将积木、
盒子围在斜坡地四周，防止球从旁边滚落。

教学反思：由于给幼儿提供了自由探索地机会，每个孩子都
在积极动手、动脑、神情投入，交流自然，他们有地不断变
化斜坡地高度，有时不停地找各种球放到斜坡上往下滚。

老师发现幼儿操作中地创造性思维，及时给予肯定，并对孩
子玩同一个游戏但关注点不同，做到心中有数。

2.老师在斜坡底端加一块小木板，一手拿一个球放在斜坡最
上面，然后，同时松手，让球从斜坡上滚下，请身边地小朋
友观察，哪个球滚得快。孩子们很快模仿老师，几个小朋友
一起玩比赛。

这时，孩子们大部分从独自玩，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几个人一
起合作玩，有地喊口令，有的拿球，有的做裁判，玩得兴趣
更浓。幼儿都有好胜心，几次比赛如果失败，孩子们会比较
自己的球与同伴的球有什么不同，根据第一次尝试的经验去
换球，也有的改变斜坡的高度，力求使自己的球比同伴的滚



得快。

教学反思：在老师的隐性引导下，幼儿这一次的尝试更有目
的性，对斜坡的高度、球的'重量、大小与速度的关系有了初
步的感知。比赛的形式让幼儿觉得活动更有趣味。

3.引导幼儿讨论

(1)我们刚才玩了哪几种球?

(2)了哪几种斜坡?

冰冰：玩了大球、小球。

大海：玩了重球、轻球。

民民：玩了彩色的球。

小林：我们搭了高坡、低坡。

红红：我们搭了不高也不矮的坡……

教学反思：前面的尝试活动使幼儿对斜坡的高低和球的大小、
重量不同有了感性的认识。但幼儿没有注意到大小相同、重
量不同的球，于是，老师拿了两个一样大小、不同重量的球
让幼儿比较，为下面的实验做好相关经验准备。老师通过传
送仪出示记录(如图)，让幼儿对每组斜坡与球进行比较。

比较图一

幼儿能说出一个斜坡高，一个斜坡低，两个球是一样的。

比较图二

幼儿能说出斜坡一样高，一个球轻、一个球重。老师肯定是



一个球轻，一个球重。

比较图三

有了前面两次的比较，幼儿很快比较出第三张图的相同点与
不同点：斜坡一样高，一个球大，一个球小。

引导幼儿讨论：怎样进行以上三组实验及用什么方法做记录。

教学反思：老师在逐步引导幼儿学会看图示的过程重，帮助
幼儿理解实验条件和方法使实验能顺利进行。

提供两个人一张记录表，一支笔。一人操作，一人记录，然
后交换，并互相检查。

老师参与孩子们的活动，观察孩子们的操作情况，并对有困
难、操作不正确的幼儿给予帮助。

喃喃：我和你一起玩，你玩球，我记录。

万穗：我们三个人一起玩，你喊口令，我拿球、他记录……

教学反思：学习按图中的要求进行实验，对孩子使一个挑战。
实验中常有孩子顾及到一个条件、忽视另一个条件，这就需
要老师及时地发现，对老师全面观察幼儿的活动情况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两个人一张记录表，让孩子们合作实验，使他
们按表格要求，选择材料时能互相提醒，互相帮助，不断交
流，为孩子们提高观察能力、表达能力及科学实践方法的能
力提供了机会。

4.交流实际记录结果

明明：我拿两个一个的球，放在一个高坡与一个矮坡上，高
坡上的球滚得快。



红红：我拿两个一样得球，一个重、一个轻的球，在一样高
的斜坡上，让球滚下去，重的球滚得快。

蓝蓝：我拿一个大、一个小的球在同样高的坡上滚，大球滚
的快。

青青：我拿一个大、一个小的球在同样高的坡上滚，小球滚
的快。

援援：老师我玩了两次，有时大的快，有时小的快。

玲玲：我拿两个大小不同的球，在一样高的斜坡上玩，好像
差不多一样快。老师耐心地听每一个幼儿的发言，又适时地
提醒幼儿从怎样的条件下、怎样操作、记录的结果如何三方
面，用连贯、完整的语句讲述。

老师小结：在第一张图中，所有的小朋友都认为高坡上球滚
得快，早第二张图中，所有的小朋友都认为重球滚的快，第
三张图中，有些小朋友认为大球滚的快，有些小朋友认为小
球滚的快，到底是大球滚得快，还是小球滚得快，以后，小
朋友再去试一试。

教学反思：这个活动得全过程是通过对比实践得方法，让幼
儿在试中学、做中学、想中学、议中学，体现了幼儿科技教
育中尝试的精神和对待科学的态度。

本次活动涉及到斜面高度、球的重量和速度的关系，前两个
实验幼儿只要通过正确的操作不难总结出正确的经验，而后
一个实验根据幼儿的生活经验，他们很难分出大小不同的球
的重量是否一样，老师也不点破，让这点疑点留在头脑中，
等他们今后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时，产生联想，使认识更深刻。

本次活动存在的问题是：幼儿在搭斜坡时，由于个别孩子喜
欢搭的很高，以致斜坡不稳，落地声音较响，影响了其他小



朋友活动的顺利进行，在今后的活动中应提醒孩子注意。

中班体育杜鹃花教案反思篇五

在备课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这个体育活动《快乐岛》，因
为这是一个集体性的体育游戏活动，不需要在游戏中让孩子
过多的等待。

活动前我带孩子一起做了准备活动，边念儿歌边做动作，模
仿小乌龟的动作甚是可爱，当说小乌龟饿了的时候，孩子伸
出了小脖子，当说小乌龟困了的时候，则把脖子缩了进去，
还仿佛受到了惊吓，蹲了下来。

第二个环节的.时候，我出示了胸饰“鲨鱼”，让幼儿学习小
乌龟自由地爬来爬去，当听到“大鲨鱼来了”的时候，要求
孩子两个两个拉手，每次游戏后递进，三个三个或四个四个
拉手，大鲨鱼则设法追逐那些没有找到朋友的小乌龟。当要
求两个两个拉手时，孩子能快速找到伙伴合作，当出现要求
五个孩子手拉手时，就显得有点混乱了，明明五个孩子已手
拉手了，有的孩子还在呼唤其他的伙伴加入，当要求他们再
清点一下自己队伍中的人数时，才恍然大悟。

第三个环节中，运用报纸，将游戏进行改良，更加增进游戏
的趣味性。游戏方法是将报纸当做“海岛”，当大鲨鱼出现
的时候，小乌龟要迅速躲到“海岛”上，如若掉到大海里，
则被大鲨鱼吃掉。游戏的气氛热烈，每个孩子都能积极参与，
快乐的游戏。

活动的不足：

原本是每次游戏后要求幼儿一次次地将报纸不断对折，缩小
报纸面积，能与好朋友一起站在报纸上，同时保持身体的平
衡，让孩子的合作能力和平衡能力在游戏中得到刚好的提高。
但由于室外风较大，报纸不断被吹起，于是我只能把“报



纸”变成了移动的海岛，目标还是停留在出现大鲨鱼后能迅
速躲到“海岛”上，没有提升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