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班体育游戏教案反思(通用8篇)
五年级教案的编写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
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有一定教学经验
的教师，这些小班教案范文都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灵感和思
考。

小班体育游戏教案反思篇一

《小青蛙跳荷叶》

1、学习弹跳的方法，练习跳的动作。

2、能配合手臂和腿的动作进行跳跃。

3、喜欢参与游戏，体验。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用呼啦圈作为荷叶，可根据孩子的弹跳能力适当改变圈之间
的距离。

幼儿从起始线开始，从一个圈里跳到另一个圈里，引导幼儿
互相学习小青蛙的跳跃动作，尝试手臂和腿配合进行弹跳的
动作。

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但是对于小班来说，既要让他们
记住活动内容又要保证安全还要活动的井井有条是有一定的
困难。所以在设计本次活动时我始终都以语言来提示幼儿注
意安全。

文档为doc格式



小班体育游戏教案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学习弹跳的方法，练习跳的动作

2.喜欢参加户外活动，并能遵守游戏规则

3.增强合作精神，提高竞争意识。

4.鼓励幼儿积极参与游戏，体验游戏带来的快乐。

活动准备：

1.在室外平整的场地上，用垫子作为荷叶

2.根据幼儿的弹跳能力适当改变圆圈和圆圈之间的距离

3.青蛙图片

活动过程：

1．师：宝宝们，今天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请宝宝们看一
下它是谁。（出示青蛙图片）

2．师：今天青蛙宝宝要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小朋友们高
兴吗？不过在玩之前，先请小朋友们和老师玩一个好玩的小
游戏，游戏的名称叫小青蛙，请小朋友跟着我一起做（边念
儿歌边做动作）我是一只小青蛙，抓虫本领大手儿伸一伸，
腿儿蹬一蹬，蹲下找一找小虫，跳起来-------------吃掉它！

1.请幼儿分成男孩一排，女孩一排。

2.教师示范一次如何跳荷叶，再带领幼儿进行游戏。



3.师：青蛙哥哥和青蛙姐姐们，今天我们要到河对面去抓害
虫；可是，要到对岸我们必须要从荷叶上跳过去，那荷叶在
哪呢？这些垫子就是荷叶，小朋友们要跟着老师一起跳过去。
宝宝们，跳到河对岸每个青蛙宝宝抓一个害虫，而且要边跳
边念儿歌哦！现在我们一起跳吧。小青蛙要抓虫，跳一跳，
呱呱呱，呱呱呱，抓到了！小青蛙要回家，跳一跳，呱呱呱，
呱呱呱，回到家了！4.教师再次带领幼儿进行小青蛙跳荷叶
的游戏。

1.师：宝宝们，今天表现的都很棒，每个小朋友都抓到了害
虫，我们表扬一下自己吧！不过现在老师要加大这个游戏的
难度咯，因为老师想看看那只小青蛙还能跳得更远。

2.把荷叶距离拉大加大游戏难度，教师带幼儿再跳一次荷叶。

1.师：宝宝们，今天我们玩了什么游戏呀？

2.师：每个青蛙宝宝都抓到害虫了，很开心吧，哪现在我们
一起坐上小火车到别的地方去看看那里还有害虫吧！

活动反思：

本次活动进行是幼儿刚刚开学一个月的时间，因此在设计活
动时，使整个环节设置利用情景，提高幼儿的兴趣，音乐选
择贴合主题，较为完整，活动过程中，幼儿兴趣很高，能够
积极地去尝试跳荷叶。不足之处：小组练习中，没能顾及到
最后一个孩子，忽略弱势孩子；荷叶摆放的有点密集，应松
散些，有些难度，其中一部分应摆成队形；自己也要融入情
境当中，妈妈和宝宝；放松时，注意摸孩子后背，看活动量
是否达到；教师示范放在后面，幼儿示范放在前面。

小班体育游戏教案反思篇三

1、利用游戏情境，练习双脚跳。



2、能配合手臂和腿的动作进行跳跃。

3、体验小青蛙跳荷叶的乐趣。

4、学会与同伴协商合作游戏。

5、培养机智、勇敢、灵活及遵守纪律的优良品德和活泼开朗
的性格。

荷叶若干

1、热身运动《小蝌蚪》，引导幼儿进入情景

(1)师问：咦，小蝌蚪长大后变成了什么呀?

小青蛙是怎么走路的呢?(鼓励全体幼儿尝试双脚跳)

小青蛙另外两只脚要怎么做?这样子跳就更像小青蛙了，小青
蛙们，我们再来跳一跳吧!(鼓励幼儿配合手臂和腿的动作进
行跳跃)

(2)师：今天天气不错，小青蛙们，快到妈妈这里来，咱们一
起去荷塘里玩!(加深难度，鼓励幼儿双脚向前跳)

2、进行游戏“跳荷叶”

(1)教师明确游戏规则

师：哇，你们看池塘里有好多的`荷叶啊，咱们今天就来玩儿
跳荷叶的游戏吧!小青蛙们可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千万不要掉
进水里。我们跟着音乐来跳，音乐停了，就赶快从荷塘里跳
出来，回到妈妈身边，好不好?(音乐响起)好了宝宝们，你们
去玩吧!

(2)音乐停，请个别幼儿示范，分组练习



师：刚才妈妈看到这个小青娃跳的真好，请他来跳一跳。还
有哪个小青蛙想来跳一跳?(个别幼儿示范，强化优点，提出
建议)

下面，妈妈请摸到头的小青蛙再去荷塘里跳一跳!(分组练习，
进行指导)

3、带领幼儿跟着音乐边跳边游进行放松

教师：小青蛙们跳累了，跟着妈妈一起坐在荷塘边，捶捶腿，
休息休息!孩子们，跟着青蛙妈妈，咱们到河里游玩吧!带领
幼儿边游泳边跳，跟鱼妈妈说再见。

本次活动进行是幼儿刚刚开学一个月的时间，因此在设计活
动时，使整个环节设置利用情景，提高幼儿的兴趣，音乐选
择贴合主题，较为完整，活动过程中，幼儿兴趣很高，能够
积极地去尝试跳荷叶。不足之处：小组练习中，没能顾及到
最后一个孩子，忽略弱势孩子;荷叶摆放的有点密集，应松散
些，有些难度，其中一部分应摆成队形;自己也要融入情境当
中，“妈妈和宝宝”;放松时，注意摸孩子后背，看活动量是
否达到;教师示范放在后面，幼儿示范放在前面。

小班体育游戏教案反思篇四

1、利用游戏情境，练习双脚跳；（重）

2、能配合手臂和腿的动作进行跳跃；（难）

3、体验小青蛙跳荷叶的'乐趣。

荷叶若干

1、热身运动《小蝌蚪》，引导幼儿进入情景



（1） ? 师问：咦，小蝌蚪长大后变成了什么呀？

小青蛙是怎么走路的呢？（鼓励全体幼儿尝试双脚跳）

小青蛙另外两只脚要怎么做?这样子跳就更像小青蛙了，小青
蛙们，我们再来跳一跳吧！(鼓励幼儿配合手臂和腿的动作进
行跳跃)

（2） ? 师：今天天气不错，小青蛙们，快到妈妈这里来，
咱们一起去荷塘里玩！（加深难度，鼓励幼儿双脚向前跳）

2、进行游戏“跳荷叶”

（1） ? 教师明确游戏规则

师：哇，你们看池塘里有好多的荷叶啊，咱们今天就来玩儿
跳荷叶的游戏吧！小青蛙们可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千万不要
掉进水里。我们跟着音乐来跳，音乐停了，就赶快从荷塘里
跳出来，回到妈妈身边，好不好？（音乐响起）好了宝宝们，
你们去玩吧！

（2） ? 音乐停，请个别幼儿示范，分组练习

师：刚才妈妈看到这个小青娃跳的真好，请他来跳一跳。还
有哪个小青蛙想来跳一跳？（个别幼儿示范，强化优点，提
出建议）

下面，妈妈请摸到头的小青蛙再去荷塘里跳一跳！（分组练
习，进行指导）

3、带领幼儿跟着音乐边跳边游进行放松

教师：小青蛙们跳累了，跟着妈妈一起坐在荷塘边，捶捶腿，
休息休息！孩子们，跟着青蛙妈妈，咱们到河里游玩吧！带
领幼儿边游泳边跳，跟鱼妈妈说再见。



小班体育游戏教案反思篇五

天气干燥的季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静电现象。
幼儿在生活中也会碰到梳头时头发立起来、脱毛衣时啪啪响
的情况。本次活动旨在结合幼儿身边的现象，通过动手操作，
引导幼儿发现并感知摩擦起电的简单物理现象。

1．初步感知并发现塑料吸管和毛巾摩擦后能吸起纸青蛙。

2．通过动手操作感受科学活动的有趣。

经验准备：认识统计表。

物质准备：纸青蛙、毛巾、塑料吸管、自制池塘、荷叶、大
统计表、小笑脸。

发现塑料吸管和毛巾摩擦后能吸起纸青蛙的现象。

1．以游戏口吻引起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1)出示一只手偶青蛙，提出问题，引起幼儿的兴趣。

(2)幼儿第一次操作：用吸管吸纸青蛙。

吸管能帮助小青蛙跳到荷叶上吗?

目的：引导幼儿第一次尝试用吸管吸纸青蛙。

2．幼儿进行猜想，并将自己的猜想贴到大统计表上。

(1)请幼儿猜一猜，小毛巾和吸管在一起，能不能帮助小青蛙
从池塘里跳到荷叶上。

(2)幼儿进行猜想，并将自己的猜想用笑脸贴到大统计表上。



觉得吸管和毛巾能帮助小青蛙跳到荷叶上的，请你把小笑脸
贴到对勾下面的方格里。

觉得吸管和毛巾不能帮助小青蛙跳到荷叶上的，请你把小笑
脸贴到叉子下面的方格里。

目的：引导幼儿进行猜想，并将猜想用笑脸贴到大统计表上。

3．幼儿操作实验，尝试用吸管和毛巾摩擦吸起纸青蛙。

(1)幼儿自己尝试用吸管和毛巾吸纸青蛙。

关键语：请小朋友试一试，毛巾和吸管在一起能不能帮助小
青蛙跳到荷叶上?

(2)教师引导幼儿用吸管和毛巾摩擦来吸纸青蛙。

小毛巾和吸管玩“蹭一蹭”的游戏，吸管能不能帮小青蛙从
池塘里跳到荷叶上?

你帮助小青蛙跳到荷叶上了吗?

你用什么方法让小青蛙跳到荷叶上的?

你是怎么做的?

(3)请幼儿把小笑脸贴到统计表上。

目的：在操作活动中，引导幼儿发现塑料吸管和毛巾摩擦能
吸起纸青蛙。

4．梳理实验小结。

小朋友们，刚才你们的小青蛙跳到荷叶上了吗?



你是用什么方法帮助小青蛙跳到荷叶上的?

教师梳理：用吸管和小毛巾蹭一蹭，吸管就能吸起纸青蛙，
帮小青蛙跳到荷叶上。

目的：通过操作，让幼儿发现，塑料吸管与毛巾摩擦后能吸
起纸青蛙。

1.开始部分

(1)出示一只玩偶青蛙，引起幼儿的兴趣。

教师：今天，老师请来了一个动物朋友，是谁呀?

幼儿：小青蛙。

教师：小青蛙平时生活在哪里呀?

幼儿：池塘里。

教师：小青蛙生活在池塘里，喜欢在荷叶上跳来跳去。

幼儿：好。

教师：小朋友那都有一根吸管，请小朋友想想能不能用吸管
帮助小青蛙跳到荷叶上?现在请小朋友来试一试吧。

(以游戏口吻引起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并第一次尝试用吸管
吸青蛙。这是第一层次，教师用激趣的语言激发幼儿，引导
幼儿只用吸管一个材料尝试吸青蛙。)

(2)幼儿第一次操作：用吸管吸纸制小青蛙。

教师：吸管能帮助小青蛙跳到荷叶上吗?



幼儿：不能。

(教师运用提问，帮助幼儿明确第一次试验的结果。)

2．幼儿进行猜想，并将自己的猜想贴到大统计表上

(1)回顾刚才实验的结果。

教师：请小朋友让吸管休息一下吧。小朋友刚才用吸管帮助
小青蛙跳到荷叶上了吗?

幼儿：没有。

教师：现在又有一块小毛巾也来帮它了。请小朋友猜一猜，
小毛巾和吸管在一起，能不能帮助小青蛙从池塘里跳到荷叶
上。

(教师梳理第一次结果的同时，引出第二个材料：小毛巾。)

(2)幼儿进行猜想，并将自己的猜想用笑脸贴到大统计表上。

教师：觉得吸管和毛巾能帮助小青蛙跳到荷叶上的，请你把
小笑脸贴到对勾下面的方格里。

教师：觉得吸管和毛巾不能帮助小青蛙跳到荷叶上的，请你
把小笑脸贴到叉子下面的方格里。

3．幼儿操作

(1)幼儿自己尝试用吸管和毛巾吸纸质小青蛙。

教师：请小朋友试一试，毛巾和吸管在一起能不能帮助小青
蛙跳到荷叶上。

(这是第二个层次，在不提示毛巾与吸管关系的情况下，请幼



儿自己尝试毛巾和吸管怎样帮助小青蛙跳到荷叶上。)

(2)教师引导幼儿用吸管和毛巾摩擦来吸小青蛙。

教师：小毛巾特别想和吸管玩“蹭一蹭”的游戏。咱们小朋
友不是玩过蹭一蹭的游戏吗，让它们也来蹭一蹭吧。看看玩
完蹭一蹭的游戏，小吸管能不能帮小青蛙从池塘里跳到荷叶
上。

(这是第三层次，教师提示幼儿用毛巾和吸管蹭一蹭来吸纸青
蛙。)

教师：小青蛙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要爱护它，可不能用力
杵它，要让吸管挨着小青蛙躺下，帮助小青蛙从池塘里跳到
荷叶上。

教师：小毛巾和吸管玩完蹭一蹭的游戏，吸管能不能帮小青
蛙从池塘里跳到荷叶上?

(在操作活动中，引导幼儿发现塑料吸管和毛巾摩擦后能吸起
纸片。)

教师：你帮助小青蛙跳到荷叶上了吗?

幼儿：跳到荷叶上了。

教师：你用什么方法让小青蛙跳到荷叶上的?

教师：你是怎么做的?

教师：啊，你是用吸管和小毛巾蹭一蹭把小青蛙吸上来，帮
它跳到荷叶上的。

教师：现在，我应该把小笑脸贴在哪呢?



幼儿：贴在对勾的下面。

教师：请小朋友来贴上小笑脸吧。

(教师通过几个关键提问帮助幼儿思考、回顾实验的过程。)

4．梳理小结

教师：小朋友，你们看，我这也有一个池塘，可是小青蛙还
没跳到荷叶上呢，我想请小朋友来帮帮卫老师。

教师：小朋友，刚才你们的小青蛙跳到荷叶上了吗?

教师：你是用什么方法帮助小青蛙跳到荷叶上的?

教师：你是怎么做的?我想请一个小朋友帮帮我。

教师：用吸管和小毛巾蹭一蹭，吸管就能吸起纸青蛙，帮小
青蛙跳到荷叶上。

教师：小青蛙今天特别高兴，谢谢小朋友们帮助它从池塘里
跳到荷叶上。我们跟小青蛙说再见吧，下次再跟小青蛙一起
做游戏。

(教师通过提问和请幼儿操作演示，帮助幼儿梳理、提炼经验，
让幼儿发现塑料吸管和毛巾摩擦后能吸起纸片，总结实验现
象。)

本节活动是我园园本科学特色课程的一个内容。我在原有教
案的基础上，结合我班幼儿的实际发展水平和近期目标进行
了修改。

原活动中的目标是“引导幼儿通过毛巾与木头筷子和塑料吸
管的摩擦，让幼儿发现塑料吸管摩擦起电的现象。”在小组
研课时，老师们通过分析、研讨后感觉，还是应该取消筷子



这个材料。大家认为两种材料会分散幼儿的注意，让幼儿只
用塑料吸管一种材料更有利于幼儿的探索。所以改成现在
的“初步感知并发现塑料吸管和毛巾摩擦后能吸起纸青
蛙。”

目标修改后，我对材料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发现塑料吸管
的材质、折青蛙纸张的厚薄、天气干湿程度、幼儿摩擦吸管
的力度、摩擦位置与吸管吸青蛙位置的不同等等都是影响幼
儿能否用静电吸起青蛙的不确定因素。对这些因素了解后，
我对材料进行了调整与修改，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干扰因素，
之后开展了此活动。

活动内容符合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活动目标把握准确；活
动过程层次清楚、探索的环节逐步深入。活动中，幼儿非常
投入，并在老师的引导下能积极探索并发现塑料吸管和毛巾
摩擦后能吸起纸青蛙的现象；教师的指导语清晰、明确，指
导时有针对性，引导幼儿把探索指向活动的目标。活动中针
对临时出现的问题能及时处理，如有的幼儿吸管湿了马上换
一个新的，纸青蛙吸不起来马上换成皱纹纸青蛙等。

在幼儿操作的环节中，有的幼儿用嘴吸吸管把纸青蛙吸起来，
对于这种现象我在梳理总结和分享的环节没有提及，错失了
帮助幼儿提升经验的契机；对于幼儿用毛巾摩擦吸管的位置
和力度提示的不够。

小班体育游戏教案反思篇六

活动内容：

小青蛙跳荷叶

活动目标：

1.练习单双脚跳，学习单双脚交替跳的基本动作。



2.训练幼儿的下肢力量及动作的协调性。

3.让幼儿初步具有不怕困难的意志品质，体验健康活动的乐
趣。

4.培养幼儿对体育锻炼的兴趣以及活泼开朗的性格

活动准备：

场地：无障碍活动场地;

材料： 小荷叶垫若干，大荷叶垫若干、大垫子3块、青蛙头
饰若干。

活动过程：

(一)带幼儿做准备活动，重点做好腿部准备动作，单脚跳、
双脚跳的动作加入到准备活动中进行练习播放背景音乐：按
游戏场景做动作：青蛙起床打打哈欠、动动脑袋、伸伸懒腰、
游游泳(前后摆动手臂)、骑骑自行车(双手握拳腰间双腿成自
行车状)、变身小弹簧、切水果。

(1)师：小朋友你们今天变身了什么小动物啊?小青蛙喜欢怎
么跳?今天我们就要变身小青蛙来玩游戏。

(2)师：请大家动脑筋想一想，荷叶垫可以怎么跳?每个小朋
友找一个地方，自己跳一跳荷叶垫。

(3)教师请小朋友分享不同的跳法;

(5)请个别队伍的幼儿示范自己的跳法，大家一起学一学。

(1)师：刚才我发现有的小朋友跳的方法和别人不一样，我们
看看她是怎么跳的。



(2)请幼儿示范单双脚交替向前跳。

(3)请幼儿看教师示范单、双脚跳。

(1)教师带幼儿反复练习，进行个别指导。

分成3组，请幼儿练习。(荷叶垫成现单个、单个、单个、的
依次排列，引导幼儿单脚正面、侧面跳过;加大难度呈现双个、
双个、双个的排列，（教案出自：快思教案网）引导幼儿双
脚分开连续向前跳;再次提升难度，呈现单个、双个、单个的
依次排列，引导幼儿单脚、双脚跳，也可以双脚合拢、分开
跳，也可以采取单个垫子蹲，双个垫子站跳的方式通过)

(1)间隔摆放荷叶垫，单脚踩在荷叶垫跨跳上岸。

(一)在本次活动中，你学会了什么?心情怎样?

(二)总结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表扬认真练习不偷懒的幼儿。

教学反思：

本次活动进行是幼儿刚刚开学一个月的时间，因此在设计活
动时，使整个环节设置利用情景，提高幼儿的兴趣，音乐选
择贴合主题，较为完整，活动过程中，幼儿兴趣很高，能够
积极地去尝试跳荷叶。

小班体育游戏教案反思篇七

功能：学习单脚、双脚跳和有一定距离的跳的各种方法。

材料：用马甲袋做的荷叶，用小的毛绒玩具做害虫，一个篮
子。

玩法：



1、妈妈把荷叶一张一张铺开放在地上，对宝宝说“春天来了，
池塘里也长出一些害虫，我们变成小青蛙去吃掉害虫，好不
好？”

2、妈妈和宝宝一起说“小青蛙，本领大，跳跳跳，呱呱
呱。”（活动四肢、巩固跳的动作）

3、青蛙妈妈带青蛙宝宝跳到荷叶上，一次捉一只害虫，然后
再返回去。

4、青蛙妈妈说“现在宝宝长大了，自己去捉害虫吧，妈妈在
家等你。”

5、妈妈可以根据宝宝的活动情况，适当改变荷叶与荷叶之间
的距离。

规则：一次只能捉一只害虫。只能跳。双脚要落在荷叶上。

小班体育游戏教案反思篇八

1、亲近自然，喜欢小动物。

2、初步了解青蛙的生活习性。

3、知道小青蛙是有益的，要爱护青蛙。

青蛙图片一幅

1、游戏：小蝌蚪变青蛙

2、师与幼儿一起做模仿动作：听《小蝌蚪找妈妈》音乐，轻
声哼唱。

1、利用墙饰青蛙图片，引导幼儿观察了解青蛙的特征：“头



上一对大眼睛，宽嘴巴，长着四条腿，穿着绿衣裳，露着白
肚皮”！

2、论“青蛙吃什么”？“会飞的小昆虫”所以青蛙是庄稼的
保护者，是有益的。

3、“你吃过青蛙肉吗“？青蛙肉好吃，可是青蛙少。你吃掉
了它们就没有人来捉害虫了。而且现在农药使用过多青蛙肉
有毒。

1、游戏：“小青蛙捉害虫”

2、幼儿学青蛙跳。“一跳、两跳、跳得高，抓住一只大坏蛋，
你抓住了什么”？

3、幼儿自由回答“苍蝇，蚊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