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大班走的游戏教案(通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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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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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大班走的游戏教案篇一

现在离大班幼儿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我们的幼小衔接工作也
将接近尾声。经过采用多种形式的幼小衔接工作,使孩子入学
的意识越来越浓,向往入学的热情也不断上升。幼小衔接工作
的重点不仅是帮助幼儿在心理上作好准备,更重要的是在能力
上的做好准备。参观小学是幼小衔接工作的一个内容,虽然这
次的参观小学活动似乎可有可无,因为在4月底的时候曾受宁
波华贸外国语学校的邀请组织孩子们参观过他们的小学,但我
认为还是有参观一下前面“蔚斗小学”的必要,那是因为那所
学校才是很多孩子要去就读的学校,事先熟悉那里的环境,对
他们以后的入学都有好处,我想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开展的某一
项活动才是最有意义、最重要的!

1、进一步激发幼儿入学的向往之情,不断加深成为一名小学
生的自豪感。

2、参观自己就读的学校,熟悉学校的环境、教师和学生,激发
喜欢学校、喜欢学习的情感。

3、通过观摩小学生的课堂学习,帮助幼儿初步了解自己以后
的学习生活以及学习模式,在心理上做好适应这种学习模式的
准备。

事先联系好学校的相关负责人,洽谈好参观的相关事项

对幼儿进行参观前的谈话活动



1、先参观学校的环境,比如学生餐厅、学校大礼堂、教师办
公室、体育场等环境

2、了解各个环境设施的功能以及学生应遵守的公共规则。

3、进入课堂观摩一年级学生的学习活动。

4、回园后的谈话活动(小结参观活动情况)

幼儿园大班走的游戏教案篇二

我班的自然角里饲养了几条泥鳅,前段时间,孩子们在给泥鳅
换水时不小心把泥鳅掉在了地上,几个孩子手忙脚乱地抓了起
来,“呀,真滑啊!”“真不好抓。”“太滑了,抓不住。”孩
子们在自由地交流自己的发现。我知道孩子们对泥鳅不容易
抓的现象产生了兴趣,于是,就自然生成了―――《泥鳅》这
一科学活动。

1、感知并了解泥鳅的主要特征,体验捉泥鳅的乐趣。

2、在探究活动中发现粗糙材料易抓泥鳅的现象,激发幼儿探
索身边科学现象的兴趣。

1、幼儿已初步了解了鱼类知识。

2、泥鳅数条、盆、棉手套和塑料手套等。

3、介绍泥鳅主要特征及粘液作用的相关录像。

1、观察感受泥鳅,了解泥鳅的外形特征。

师:请小朋友仔细看看泥鳅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特别的地方或
有趣的事情,待会儿把你的发现告诉大家。(为便于幼儿观察,
事先在几个大脸盆中放若干泥鳅和水)



幼儿观察后自由讲述自己的发现。

幼:眼睛小小的。

幼:嘴边有胡须。

幼:背上有鳍,尾巴上也有,游起来很灵活。

师:是呀,这一点和谁一样啊?

幼:和鱼一样。

师:是的,因为它也是鱼家庭中的一员啊。你们有没有发现泥
鳅有趣的事情呢?

幼:它身上很滑。

幼:它身上滑溜溜的,老从我手里滑走。

幼:它身上很粘。

师:这些滑滑的、粘粘的是什么呀?

幼:叫粘液。

师:这些粘液对泥鳅有什么好处?

幼:能帮它逃走。

幼:因为很滑,别人不容易抓住。

师:除了帮它很快逃跑,粘液还会有什么好处呢,你们猜一
猜?(幼儿可能回答不上来),好吧,老师请你们看一段录像,看
了就知道了。



看录像,梳理有关泥鳅的知识。

师,刚才我们说的,录像中都说到了。现在你们知道了吧,泥鳅
的粘液还有什么作用呀?

幼:能帮它的皮肤呼吸。

幼:能帮它在泥地里很快地行走。

师:粘液对泥鳅的好处真不少啊。

2、尝试体验,比较发现粗糙材料易捉泥鳅的现象。

幼儿徒手尝试捉泥鳅后集体交流。

师:刚才小朋友说泥鳅身上滑滑的,不好捉。现在你们去试一
试,是不是真的很难捉。

师:你捉到泥鳅了吗?你怎么捉的?

幼:我捉了很长的时间才捉到两条。

幼:真不好捉啊,我先用一只手没捉到,后来用两只手才捉到的。

师:泥鳅在你手里是怎样的?

幼:我刚把泥鳅捉到,它就马上从我手里滑走了。

幼:它在我手里拼命扭动,要从我手里逃走。

师:泥鳅这么难捉,是什么在帮它的忙啊?

幼:是粘液在帮忙。

师:哦,有了粘液,泥鳅真不容易捉啊。刚才我还看见几个小朋



友用老师给你们擦手的毛巾在捉掉在地上的泥鳅呢,这个办法
也挺好。老师也准备了一些材料,请你们用这些材料试试捉泥
鳅。

幼儿尝试、比较,发现不同。

师:用这些材料捉泥鳅,你们有没有发现有趣的事情呢?

幼:用棉手套好捉,我捉了好多呢。

幼:我觉得塑料薄膜手套太滑,捉不到泥鳅。

幼:我用毛巾把泥鳅身上的粘液都吸掉就好捉了。

师:为什么棉手套捉泥鳅容易些,塑料手套就不容易?棉手套和
塑料手套有什么不同?

幼:棉手套粗糙,塑料手套光滑。

师小结:粗糙的棉手套捉泥鳅时,阻挡泥鳅滑走的力量变大了,
泥鳅就不容易滑走了。塑料手套自己也是滑滑的,它捉泥鳅时,
阻挡泥鳅滑走的力量还是很少,所以不容易捉到泥鳅。

3、联系生活,知道如何用粗糙材料防滑。

幼:我们穿了鞋子?

师:为什么穿了鞋子就不滑了?

幼:因为鞋底有花纹,很粗糙。

幼:可以铺些纸板。

幼:放块地毯。



幼:放块厚棉布。

师:生活中还有好多的地方是滑滑的,有些危险的,请小朋友回
去找一找,然后想办法解决吧!

活动延伸:

1、组织幼儿玩体育游戏――“捉泥鳅”。

2、请家长和幼儿共同探讨生活中的防滑方法。并请家长帮忙
做笔录。

我根据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立足于泥鳅的主要特征的观察和
感知,在活动一开始,就让幼儿自由观察泥鳅的外形特征,了解
外形特征与其生活环境的密切关系。在这个环节中,我让幼儿
带着“泥鳅长的什么样?它有什么有趣的地方?”等问题进行
探究,活动中始终让幼儿处于一个宽松、和谐、自由的观察氛
围,不要求幼儿获得完整知识,只要是幼儿有自己的观察与发
现就行了。在观察感知的基础上,再让幼儿将自己的发现与同
伴、老师交流,让幼儿在活动中主动地建构相关知识,而教师
此时只是一位积极的引导者、支持者与合作者。在幼儿描述
自己的发现时,我们针对“粘液”这一难点展开分析、设疑,
让幼儿自己发现、猜想,而后在操作实践和观看录像中得到答
案。

孩子们对活生生的泥鳅不易抓是抱有浓厚探究兴趣的,我始终
从幼儿的兴趣出发,在活动中以抓为主线,在抓的过程中发现
泥鳅因为粘液的帮忙而容易逃脱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材料的
出现使探究活动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在这个过程中,我重复在
让幼儿比较粗糙材料与光滑材料捉泥鳅的不同现象,只有发现
奇特的现象,才能激发幼儿探索的欲望,让幼儿发现事物间的
关系,获得新经验。在活动中,幼儿在亲自操作和体验中自然
地发现了棉手套易捉泥鳅的现象,同时,幼儿认识了两种材料
的特点,发现了材料特点与捉泥鳅难易程度的关系,从而让他



们自发地构建起粗糙的材料有防滑作用的经验。在这一过程
中,我的任务是观察孩子用材料尝试捕捉泥鳅的过程,提供适
时的帮助,引导幼儿互相交流分享自己的发现,共同探究这什
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助于幼儿重新思考自己的探究过程和发
现,促进感念和思维水平由低到高的不断发展。

科学活动应来源于生活,更应回归于生活。本次活动的延伸也
是继续探索的起点,正如《纲要》中说,孩子们在科学活动中
出现的问题,通过解决这些问题的探究活动,孩子们不仅能学
会学习,还将发展在社会生活中所必要的能力和行为。所以,
我从捉泥鳅的现象中生成活动,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幼儿知道,
之所以探索这个现象,探讨这个问题,是为了帮助我们解决生
活中的问题,是为我们的生活所服务的,为幼儿理解科学对人
们生活的实际意义提供了直接经验和实际背景。

幼儿园大班走的游戏教案篇三

1、了解一些现代社会人们使用的新型的购物方式，（刷卡、
快递、网上购物……）

2、有尝试接受和运用新事物的愿望。

1、过年时你们家里买了什么好东西招待客人？

怎样去买的？

（幼儿自由发言）

对了，我是在网上购物的。

除了网上购物，你们还知道有哪些新型的购物方式？

（刷卡、快递、网上购物等）



这些方法与以前的购物方法相比好不好？为什么？

你喜欢哪种购物方式？你想来试试吗？

以超市为背景，让幼儿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购物游戏。

在社会性游戏中继续开展新型的购物方式的活动。

幼儿园大班走的游戏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准确使用礼貌用语，用恰当的方法认识新朋友。

2、能相互协商、合作完成游戏。

3、关心照顾新朋友，体验朋友友好相处的乐趣。

4、喜欢帮助别人，与同伴友好相处。

5、培养幼儿与同伴之间和睦相处并珍惜这份友情。

活动准备：

配乐诗、眼罩、丛林(树桩―――皮质小凳，藤蔓――皮筋长
线，河流――硬纸版剪成河流状)。朋友花(彩色抱枕)，朋友
墙。

活动过程：

一、欣赏配乐诗。

(幼儿光脚走进活动室地毯，听着柔美的旋律，欣赏诗歌，想
象自己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地方……)



t：请小朋友安静地听，跟着我一起做，你也可以闭上眼睛想
象。

(分析：温馨的环境，简单的逾珈动作，柔美的旋律，想象着
蓝天白云，调节出一个清澈的心境。)

二、认识来自其他班级的新朋友。

(幼儿分别来自三个以上不同的班级)

(1)：认识一个新朋友。

t：你们有什么新发现?

(分析：来自不同班级的小朋友一起活动，为认识新朋友作准
备。)

t：你想认识一个新朋友吗?

t：现在就请你去找个不认识的小朋友聊聊天。

(2)幼儿自由讨论，相互认识。教师对不够主动的孩子加以引
导。

(3)：介绍你认识的新朋友。

t：你们成为朋友了吗?(请成功找到好朋友的孩子来说说)

他叫什么名字?你用什么方法交到的这个朋友?

(分析：小朋友用自己的方法去尝试认识新朋友，他们中有大
方的也有害羞的孩子，因此有人成功找到新朋友，也有人不
成功。)



(4)总结交新朋友的方法。

t：交新朋友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小结：交朋友要大方、礼貌。首先要介绍自己，然后主动地
向别人说出你的想法，你想和他(她)做朋友的想法，询问朋
友的名字并且和他一起玩。

(5)：幼儿再一次讨论。进一步与新朋友交流。

t：你们真棒都交到了新朋友!“朋友花”(象征友谊的彩色的
花)送给你们。

(分析：第一次的尝试中，孩子们积累了经验，通过讨论学习
到了很好的办法。这一次他们显得很轻松，用完整、准确的
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很快的都成功找到了新朋友，并且
得到了象征友谊的彩色的花。)

三：和新朋友一起做游戏。

(1)：交代游戏规则

t：找到了新朋友，我们就要和新朋友一起玩游戏了。这个游
戏要考验一下你们的默契，看哪一对朋友是搭档。游戏的时
候一个孩子会被蒙上眼睛，另外一个带着他(她)穿越丛林，
丛林里到处是“危险”你们要避开危险，把象征着友谊
的“朋友花”放在朋友墙上面。

等会儿请你们自己商量，谁蒙上眼睛。

(2)：讨论如何指导蒙着眼睛的新朋友穿越大森林。

t：大森林里有很多“危险”你怎么带着新朋友走出去呢?你会
对他说些什么?你会做些什么?注：丛林(饶过凳子，钻过树林，



跨过小溪等，分别说说需要注意什么?)

(3)：游戏准备。

t：你们商量好了吗?请帮助你新朋友把眼罩戴上。

t：蒙上眼睛的孩子心里是什么感觉?

t：你会对他说一些什么话，安慰和鼓励一下呢?

(3)：幼儿游戏。

(4)：游戏结束。

请两个朋友来说说游戏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好朋友是怎样
照顾你的?

(分析：这是个重要的环节，要求孩子们相互商量后，决定谁
蒙眼睛。被蒙住眼睛的孩子暂时失去了获得大部分外界信息
的能力，因此要充分的信赖这个新朋友，还得要理解新朋友
所说的话。对于那个没蒙眼睛的孩子呢，首先要照顾好新朋
友，丛林中处处是障碍，要保护新朋友不摔交，并且用合适
的语言说出越过障碍的方法。两人合作接受挑战!整个游戏过
程需要孩子们说很多话，对语言能力和交往能力都有很大提
高。)

四、音乐律动，《好朋友火车》

走出丛林了，我们都是搭档。有好朋友真开心啊，一起来庆
祝一下。跟着音乐跳起来。

幼儿园大班走的游戏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在讲讲、议议、想想、玩玩中知道盲人在日常生活中会遇
到很多的困难，激发幼儿愿意帮助别人的情感。

2、发展幼儿的想象力，积极地帮助盲人设计一些能够便于他
们生活的用具。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教学重难点：

了解盲人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不便，激发他们愿意帮助他们
的情感

教学准备：

已录制好的片段、画纸、蜡笔等

教学过程：

(一)导入引起兴趣

1、在我们的生活周围还有哪些人需要我们的帮助?为什么?

2、幼儿讲述，老师出示已收集好的资料和图片。

(二)观看录象、交流讨论

1、在录象中你看到了谁?你怎么知道他是盲人?(观看录象片
段一)

2、盲人看不见一切，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哪些困



难?

3、请幼儿体验看不见东西的感觉。(鼓励幼儿把眼睛闭起来，
试着往前走一走。)

4、观看录象片段二，在这段录象中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吗?

5、王爷爷和胡奶奶怎么会看不见的?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哪
些困难?(读盲文、日常生活中的烧菜、洗衣服都要靠不断的
练习、过马路时没有人提醒……)

6、观看录象片段三：王爷爷和胡奶奶觉得现在外出时过马路
和乘车子有很大的困难，请我们小朋友来帮王爷爷和胡奶奶
想想办法，怎么样使他们在过马路和乘车子时又快又安
全?(幼儿相互讨论)

(三)操作延伸

1、鼓励幼儿设计一些便于盲人的用具。

2、你觉得盲人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困难，可以怎样来帮助
他们?

3、一封求援信。

幼儿园大班活动方案策划4活动目标：

1、幼儿初步了解茶叶的制作过程，知道茶叶是从哪里来的。

2、幼儿观察茶叶泡水后有何变化，了解渴茶的好处。

3、让幼儿在活动中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

4、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5、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活动准备：

1、各种甜饮料、干茶叶。

2、录相带、磁带各一。

活动过程：

1、品尝饮料

请幼儿谈谈各种饮料的颜色、味道，以及是用什么做成的。

2、幼儿讨论：喝茶有什么好处。

3、幼儿观察比较各种茶叶的颜色形状有什么不同。

4、幼儿讨论茶叶是从哪里来的。

5、录像

讨论:你从录像里看到什么、·知道什么。

6、茶叶泡水后会有哪些变化呢?

7、律动:采茶舞

活动延伸：

关于茶叶的由来，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请幼儿回家后让爸
爸、妈妈帮助查找资料，下次活动时请小朋友们互相讲讲关
于茶叶的故事。



幼儿园大班走的游戏教案篇六

目标：

1.能说出球体的名称，知道球体的外形特征，即不论从哪个
方向看球体都是圆的，不论向前、后、左、右它都能转动。

2.发展幼儿的观察力、空间想象能力。

准备：1.幼儿每人一个小筐子，筐内有乒乓球、圆片纸、铅
笔、操作材料各一。

2.教师演示用的大范例，教室内角落放有球体形状的物体。

过程：1.请幼儿拿乒乓球，从上(下)面、前(后)面、左(右)
边等方向看乒乓球是什么形状的。请幼儿观察后回答。

教师小结：乒乓球从各个方向看，它都是圆的。

2.请幼儿拿圆片纸，比较圆片纸和乒乓球的不同，进一步了
解球体的特征。

引导幼儿从各个方向看圆片纸，从旁边看是一条线，幼儿观
察回答，教师小结。

3.把球放在桌子上，让幼儿玩球。注意不要让球离开桌面，
引导幼儿把球向前(后)、向左(右)等方向滚动，并启发幼儿
说出：球向前，向后，向左，向右都能滚动。

教师小结：球能向各个方向滚动，

小结：球体的外部特征，从各个方向看都是圆的，能往各个
方向滚动的，这样的形状叫球体。



4.找找哪些东西是球体的?

请幼儿想想并找找日常生活中哪些东西的球体形状的，说说
为什么要做成球体形状?

5.作操作材料，三个图例中，找找哪个是球体，为什么?

6.活动结束。

幼儿园大班走的游戏教案篇七

二、作品要求：

1.幼儿园材料提供：各色卡纸、色纸、油画棒、水彩笔、双
面胶、透明胶、剪刀、胶水。

2.家长自备作品创作所需其它材料。

3.作品以家庭亲子合作的形式制作。

三、活动时间：20__年6月1日

四、活动地点：幼儿园操场

五、参与人员：每班7对家庭

六、活动形式：

每班派出7对家庭，在规定时间内用"剪、折、撕、贴"等形式
表现"相亲相爱"主题。

活动结束后，所有的作品将在幼儿园展出。



幼儿园大班走的游戏教案篇八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有序的观察，并学习正确地读图做记录。

2.复习10以内的数、按数取物、按物取数等内容。

3.培养幼儿手口一致数数的能力。

活动重点：引导幼儿有序的观察，并学习正确地读图。

活动难点：通过活动学习正确地读图做记录。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谈话引题：教师：小朋友好，今天数字宝宝要
和小朋友一起玩游戏，你们愿意吗?那我们先来看看都有哪些
数字宝宝来到了我们身边。(请小朋友伸出小手把它读出了)
二、基本部分1.手指游戏：教师出示手写数字1-20，老师引
领幼儿手口一致唱数1-20。(小朋友认识了这些数字宝宝，数
字宝宝也着急的要和大家做游戏，游戏的名字叫有趣的小魔
星)。

2.游戏"有趣的小魔星"。

(1)请幼儿听铃鼓声拿相应数量的小魔星，看谁拿的又快又准。

桌子上的小筐里老师为小朋友准备了不同颜色的小魔星，游
戏的要求是老师拍几下铃鼓，小朋友就要从小筐里取几个小
魔星，不能多取，也不能少取。小朋友听明白了没有。好，
游戏开始，小朋友仔细听，看谁拿的又快又准。(教师拍3下，
5下、6下、8下)鼓励又快又准的小朋友。小朋友还想玩吗?哪
我们换一种玩法。



(2)教师出示数卡，幼儿根据数卡上的数拿相应的小魔
星。(出示数4、数7、数9、数10)(3)幼儿之间相互检查。(小
朋友互相看看你旁边的小朋友做对了吗)刚才小朋友游戏玩的
特别好，接下来我们要比一比谁的反应快。

3."比比谁的反应快"。

(1)教师出示不同的实物卡，请幼儿用目测点数的方法快速说
出正确数量。提问：图中是什么，各有几个?幼儿个别回答。

小结：好了游戏到此结束，小朋友玩得好，反应也快。接下
来老师这里有几个漂亮的池塘要让小朋友来看一看。

4."夏天的池塘"。(出示课件，幼儿观察)(1)出示椭圆形池塘。

(2)老师引领幼儿手口一致点数小鱼的数量。

(3)老师根据幼儿所说的结果在黑板上做记录。

(4)出示长方形池塘。

(5)老师引领幼儿手口一致点数小蜻蜓的数量。

(6)老师请一位幼儿在黑板上做记录，幼儿集体检查记录结果。

(7)出示梯形池塘。

青蛙呱呱唱，小朋友真快乐，大家看看，这个池塘是什么形
状的?水面上有几只青蛙?

(8)老师请一位幼儿在黑板上做记录，幼儿集体检查记录结果。

现在小朋友来看这张图片咱们回忆一下梯形、长方形、椭圆
形池塘有什么动物，数量是多少。先来看梯形池塘，梯形池
塘里有谁，有几只青蛙。教师示范圈画部分内容。



(9)出示《夏天的池塘》圈画部分内容(挂图)，分别请幼儿回
忆梯形、长方形、椭圆形池塘有什么动物，数量是多少。

(10)教师请2位幼儿在黑板上操作圈画部分内容。

(11)利用《幼儿用书》第19页进行操作练习。找一位小朋友
在电脑上操作。

(12)讲评幼儿作业。(作业和电脑上完全一样的小朋友举手)
三、结束部分1.教育幼儿喜欢大自然，保护小动物。(小朋友
说夏天的池塘漂亮吗?有了小动物更漂亮，因此我们的小朋友
要保护小动物，爱护的环境，不能在水中扔垃圾，不能伤害
小动物。

2.幼儿听音乐出活动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