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游戏的研究方案设计(优质5
篇)

方案是指为解决问题或实现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步骤和措施。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方案呢？以下是小编给大
家介绍的方案范文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幼儿游戏的研究方案设计篇一

活动目标：

1、了解受伤的痛苦。

2、知道玩游戏时要注意安全。

3、乐意安静地倾听创可贴娃娃的受伤经历。

活动准备：

受伤的娃娃(在娃娃额头、脸颊、手、膝盖等处贴上创可贴)

活动过程：

一、教师出示娃娃，以娃娃的口吻讲述自己“受伤”的经历。

(1)引导幼儿观察娃娃，“咦!娃娃的身上帖的是什么呀?”

(2)“为什么娃娃身上会有这么多创可贴呢?”

二、娃娃讲述“受伤”的经历

娃娃：都怪我不好，一时的时候总是不注意安全，所以就变
成现在这样子了，头上是因为玩滑梯的'时候我头朝下滑，结
果磕破了头，贴上了这个创可贴;手和脚上是因为我跑的时候



眼睛没有看前面的路，结果让一块石头给绊倒了，擦破了皮，
贴上了这两个创可贴。现在，我看上去就像一个创可贴娃娃，
难看有难受，而且还不能和其他的娃娃一起做游戏，因为我
一动，这些创可贴的地方就会痛，(娃娃动一下胳膊)哎哟!好
痛!

三、引导幼儿围绕娃娃受伤的经历谈话

(1)娃娃的头上为什么要贴创可贴?我们应该怎么玩滑梯?

(坐在滑梯上，双手扶住两边的扶手)

(2)娃娃的手上、膝盖上为什么要贴创可贴?我，跑步的时候
眼睛要看哪里?

四、幼儿游戏

教师手持创可贴娃娃检查幼儿活动情况，提醒幼儿注意安全。

幼儿游戏的研究方案设计篇二

练习双脚站立由高20~25厘米处往下跳。

喜欢与同伴合作，体验运动的挑战与快乐。

培养幼儿边玩边记录的学习技能，并能够用自己简短、流利
的语言表达自己记录的意思。

小椅子、场地布置。

1、学做小鸟。

教师带幼儿模仿小鸟的动作一会飞、一会停在草地上找食、
一会理理羽毛。



2、游戏：小鸟找食

（1）教师当鸟妈妈，幼儿当鸟宝宝，小鸟飞到鸟妈妈身边，
鸟妈妈告诉鸟宝宝“前面有许多小树（花坛代替）我们飞到
树上，妈妈教你们轻轻地飞下来”小鸟们都飞到树上，然后
鸟妈妈讲解示范从树上飞下来的动作：小腿一弯轻轻跳。鸟
宝宝自由练习几次。

（2）鸟妈妈说：“鸟宝宝，你们学会了从树上轻轻飞下来的
本领，现在妈妈要带你们到草地上吃小虫，当你们听到野猫
的'叫声，就赶快飞到树上，听到妈妈说野猫不在了，你们再
飞下来，继续在草地上找虫子吃。”

（3）请一个幼儿当野猫，在小鸟们找虫子吃的时候“喵喵
喵”叫着跑出来，看到没有飞到树上的小鸟就去抓，被抓到
的小鸟要关到野猫的家里，暂停游戏一次。

（4）提醒幼儿在双脚同时跳下时要轻轻落地，不能过猛，要
注意安全。

（5）游戏进行几次。

3、活动结束。

师：鸟宝宝，你们都吃饱了吗？天黑了我们飞回家吧。

小百科：鸟，又称作鸟儿。定义：体表被覆羽毛的卵生脊椎
动物，鸟的主要特征是：身体呈流线型（纺锤型或梭形），
大多数飞翔生活。

幼儿游戏的研究方案设计篇三

《小老鼠过河》



通过游戏，让幼儿练习一个跟着一个走，提高排队走能力。

在场地上画两条相距10~15米的平行线当作“小河”幼儿每人
一个布绳。

1、将幼儿分成人数相等的四组，分别组成路纵队“站在”平
行线一侧。

2、教师扮演“老鼠”妈妈幼儿每人腰系一根布绳（留长一端
作为老鼠的尾巴）扮演小老鼠。

3、游戏前除排头小老鼠外，其余小老鼠依次抓住前面小老鼠
的尾巴。

4、游戏时，当小老鼠听到老鼠妈妈说：“小老鼠，我们排队
出去玩吧”时，小老鼠一个跟着一个走向“河对岸”（另一
侧的平行线）

5、游戏可重复进行。

1、初学者为保证幼儿一个跟着一个走，可要求幼儿一定要拉
住前面幼儿腰间的绳子，且走路时不要太快。

2、待幼儿熟悉游戏后，可让幼儿不抓绳子，一个跟着一个走，
并提醒幼儿走路时抬头，挺胸。

幼儿游戏的研究方案设计篇四

活动内容：

1、师生和同伴之间相互问候与交谈，记录天气情况，观察和
照料动植物等。

2、分享活动：向幼儿介绍自己收集到的有关汽车、路、桥等



资料。

体育活动：追泡泡

一、活动目标

1．练习追逐跑和躲闪，提高幼儿对信号迅速作出反应的能力。

2．在追逐躲闪游戏中，让幼儿体会身体运动带来的乐趣。

二、重点与难点

控制好自己的身体，既能较快速度地击中他人，又能灵活地
躲避他人的攻击。

三、材料与环境创设

1．塑料袋若干，请幼儿用各种颜色纸剪成自己喜爱的图案装
饰口袋。

2．夹子若干、小铃一副。

四、活动流程

扮演角色活动身体—提供材料自由探索—难点练习重点指
导—游戏结束放松身体

1．扮演角色，活动身体

（1）教师启发：“我们来做－个小熊玩泡泡的游戏，小朋友
都来做小熊，每只小熊拿一个塑料袋，往里面吹气，吹成一
个大泡泡，把口袋打个结系紧就成功了。然后把泡泡往天上
抛，看谁抛得高。”

（2）全体幼儿吹气、系袋，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往上抛塑料



袋，教师一旁观察指导。

2．提供材料、自由探索

（1）教师启发：“我们小熊除了把泡泡往上抛以外，还可以
怎么来玩泡泡？要和别的小熊玩得不一样。”

（2）全体幼儿探索各种玩泡泡的方法。（头顶、胸夹，手拍、
脚踢等）教师观察，重点辅导什么玩法也不会的幼儿。

3．难点练习，重点指导

（1）全体幼儿把泡泡系在脚踝上，相隔．定距离站好，听老
师的铃声节奏单脚或双脚跳。铃声停，幼儿迅速互相追逐，
设法去踩他人脚上拖着的泡泡，以不被人踩中为胜。

4，游戏结束，放松身体

（1）全体幼儿做“泡泡”，教师手持两根长纸棍来敲，纸棍
敲到谁，谁就到旁边休息一次。

（2）全体幼儿听“熊跳舞”音乐，做放松动作回教室。

生活活动：

一、内容与要求

1、让幼儿了解换牙的卫生及保护措施，知道保护牙齿的重要
性。

2、让幼儿养成点心、饭后要漱口的好习惯。

二、观察与指导要求

1、提醒幼儿把手洗干净，安静的用点心。



1、提醒幼儿点心、饭后正确漱口，并用纸巾擦嘴。

三、材料及环境创设

牙齿模型图片换牙记录表幼儿换牙感受记录等

自由活动：

鼓励幼儿同伴间能友好的交换、合作玩玩具、不奔跑、争抢。

学习活动：

街心花园——插花（5以内数的加减）

一、活动目标

1、在自选的插花游戏中，练习用3个数字来编算术题，进一
步理解加法和减法的实际意义。

2、培养幼儿积极的思维能力，发展思维的灵活性。

二、材料及环境创设

1、有数字的花盆，有数字的花。

2、没有数字的花盆，有数字的颜色不同的花。

三、活动流程

介绍材料，提出操作要求——幼儿自选操作，教师观察记
录——交流讨论——再操作

一、介绍材料，提出不同的操作要求。

1、出示有数字的花盆，鼓励幼儿能够自己选择两朵数字花，



这两朵数字花能够和花盆上的数排出加、减算术题目来。

2、出示没有数字的花盆，鼓励幼儿自己选择三朵数字花插到
花盆里去。看三朵花上的数字能排出加减算术题目来。红花1，
橙花2，黄花3，绿花4，兰花5。

二、幼儿自选操作，教师观察记录

可能发现：

1、选择花盆上有数字的材料操作的小朋友，往往从加法的角
度思考问题，很快找到花瓣上小的数字合起来是花盆上的数
字。这种材料相对简单。可引导幼儿从减法的角度来思考；
如盆上的数字是3，选择的数字花是2和5，而不仅仅是1和2。

2、选三朵数字花编题目时，幼儿一开始会按颜色来选数字花，
编出来的题目比较单一。

3、幼儿往往从加法的角度选择三朵数字花，渐渐引导到从减
法的角度来选花。

4、有的幼儿满足于选好3朵花编出1道题，那么各鼓励幼儿尝
试用三个数字编出4道题来。

三、中途交流：我选的三朵数字花能编几道题？

四、再次操作后讨论：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很快找到三朵能够
编4道题的数字花？

区域活动

活动目标：

1、通过自主活动，发展幼儿的动手探索操作能力和创造能力。



2、同伴之间能友好的合作，乐意共享自己的和别人的快乐。

活动材料与环境创设：

语言区：各类图书故事录音

益智区；下棋拼图智力魔珠点子移板等

美工区：剪贴“春”字制作房子、汽车橡皮泥等

计算区；采蘑菇锁和钥匙小火车转盘等

生活区：绣花绒线拼图水果拼盆编辫子等

建筑区：各类积木搭建“我们的小区”

活动流程：

创设环境幼儿自主活动师生交流

活动指导过程：

一、环境创设

1、师生共同布置活动区环境。

2、要求活动时保持安静，专心操作、探索，不影响别人。遇
到困难，不怕失败，不轻易放弃。

二、幼儿自主活动；

1、幼儿按自己的兴趣和意愿进入活动区活动。

2、教师观察指导要点：



建筑区：指导幼儿能围绕主题进行分工合作搭建，并能丰富
主题内容。

计算区：指导幼儿能想出多种玩的方法。

生活区：鼓励幼儿能做出各种美丽的拼盆，发展他们的想象。

3、发现幼儿遇到困难想放弃时，给予适时指导，争取取得成
功。

三、师生交流共享：

师：今天你们是不是学会了许多本领，让我分享一下你们的
快乐好吗？

1、让幼儿展示、介绍作品，部分展示在窗台上，增强幼儿的
自信心及成功感，体验并分享自己的和别人的快乐。并引导
幼儿大胆尝试、探索。

2、请幼儿讲讲活动中有没有遇到困难，遇到了怎么做的。鼓
励大家遇到困难不要放弃，想办法克服，就会学到更大的本
领。

4、共同收拾各类教玩具。

幼儿游戏的研究方案设计篇五

1、通过娃娃家的各个区域培养幼儿的动手能力、语言能力和
想象力。

2、让幼儿充分享受游戏带来的乐趣。

1、幼儿自选角色，装扮就位；



2、请幼儿开着小火车到“娃娃乐园”作客；

超市——幼儿可扮演超市促销员、收银员，客人可去购物；

糖果加工厂——加工员可用各种材料进行糖果、糕点的加工；

娃娃书屋——幼儿可扮演图书管理员，客人可以去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