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老狼老狼几点了设计意图中班 老
狼老狼几点了中班教案(通用8篇)

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是我们企业的文化特色。企业标语要
有足够的煽动力，能够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和忠诚度。"每
一天都值得感恩" - 某健康食品公司

老狼老狼几点了设计意图中班篇一

以课本中学习钟表为背景，做这个游戏，让幼儿在游戏中愉
快的学习。

1、学习到钟表是怎么走的顺序。

2、从中巩固数字的排序。

3、幼儿的灵活。

4、幼儿的协调能力。

5、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应经学习了知
识。

钟表的运走顺序

一个老狼头套，数个羊头套，一个钟模板

1、准备所有小朋友头戴羊头套排成火车，双手搭在前面一个
小朋友前面，老师排在最前面充当老狼的角色。（头上戴老
狼头套，手拿钟模板）

2、开始游戏：



老师和小朋友一起说，老狼老狼几点了，一点了，指着钟模
板挨着说，最后说到12点，小朋友开始跑，老师所扮演的老
狼就开始来抓小朋友所扮演的小羊，被抓到的小羊就站在一
边，排成一排。

3、等所有小羊被抓完后，拍成一排，老狼就开始和小羊一起
来数有多少只小羊。

4、最后拿着钟模板和小朋友一起复述一下一点到12点。

1、在备课过程中知道小朋友对钟表这一块认识有点薄弱，但
小朋友在游戏中认识钟表的能力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2、活动过程的反思，通过游戏边玩边学让小朋友愉快而主动
的学习到知识是我们的目标。

老狼老狼几点了设计意图中班篇二

1、发展幼儿四散追跑的能力，锻炼幼儿下肢力量。

2、提高听力和数数能力、敏捷的反应能力和动作速度。

3、幼儿能积极地参与活动，并获得其中的快乐。

4、锻炼平衡能力及快速反应能力。

5、喜欢与同伴合作，体验运动的挑战与快乐。

老狼、羊妈妈头饰，宽阔平坦的场地，报纸若干张。

（一）热身运动

（二）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三）、教师说游戏规则。



那么现在你们来当小羊，我来当老狼，我会在我的狼堡里，
天黑了才出来抓羊，小羊们准备准备吧！老狼要出来啦！跟
着羊妈妈。

（四）开始游戏

小羊开始问：“老狼老狼几点了？”老狼回答：“我说几点
往前走几步了。”

小羊继续问“老狼老狼几点啦？”老狼大声说“天黑了！”，
这时候，小羊四散跑开，老狼追捕开始了。（第二遍抓到一
只小羊）

这只小羊被抓到了，怎么办呢？

小羊们，刚才你们是怎样躲过老狼的？

小结：闪躲、快跑，跟着羊妈妈，很聪明，而且，在跑的时
候不要大声叫哦，不然就被老狼发现，要懂得保护好自己。

好按照这个办法再试试，赶快准备准备吧！老狼又要出来咯！

（五）幼儿扮演老狼

你们这些小羊太能逃了，我请一只小狼来帮我抓羊。

（六）、设计难度（报纸）

小羊为为了不让老狼抓住，要赶紧回到羊圈哦！（报纸慢慢
减少）

问：羊圈慢慢减少了，不够一只羊一个羊圈怎么办？

小结：可以多只羊一起，要分享，要膨出位置给伙伴。



（七）定住老狼

一直以来，都是狼抓羊，小羊想不想治治狼，天黑前，小羊
要想办法靠近狼，定住它，狼动不了了，再也抓不了羊了，
小羊们试试吧。

你们是怎样把狼给定住的？用了什么办法把狼定住的？当说
到上午的时候你们该怎么样靠近狼？（当狼说道上午的时候，
我们就大不往前走，下午要慢慢往后退，这样就能定得住狼
咯）我们在试试吧！

（八）放松（结束）

体验到胜利的喜悦，同时引导幼儿明白了“人多力量大”的`
道理，只要团结起来，软弱的小羊就能战胜凶恶的大灰狼。
同时也达到了游戏的目的，发展了孩子的快跑能力。

老狼老狼几点了设计意图中班篇三

1、通过操作和游戏，培养幼儿探究、合作的学习意识和能力。

2、学会看整点。

1、实物时钟3个。

2、每人一个自制小时钟，胸卡数字1—12。

1、师：小朋友，今天老师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好朋友，猜猜它
是谁？仔细听：滴嗒滴嗒，滴嗒滴嗒，会走没有腿，会说没
有嘴，它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起。

2、提问：你在哪些地方见过钟表？那里为什么要有钟表？

引导幼儿回忆：你知道钟面上有什么吗？（请幼儿交流。）



时钟上到底有什么呢？小数字是怎样排队的？；本文指针是
怎样跑的？请小朋友仔细看一看。（每组一个时钟，请幼儿
与同伴观察交流，老师每组认真倾听，了解幼儿的观察能力。
）

师引导幼儿重点了解：

（1）有1—12个数字，知道数字的排列规律，了解数字之间
的关系，如12与6在一条直线上等；引导幼儿扮演时钟12个数
字，模仿小时钟站好，体验时钟数字的排列规律。

（2）有两根指针，黑色长针是分针、黑色短针是分针。了解
时针与分针的关系，分针跑一圈，时针走一个数字；知道指
针是顺时运转。

依次出现表示1点、2点、3点的钟面问：“这是几点？为什么？
你是怎么知道的.？”

引导幼儿通过观察、推理找规律，知道表示整点时，分针
指12，时针指着几就是几点整。以游戏方式引导幼儿操作练
习，如，教师拨出时间，幼儿快速说出时间；教师说出时间，
幼儿快速拨出时间。

设计意图：通过观察、推理找规律，提供可操作的时钟材料，
为每个幼儿都能运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索认识整点
提供活动的条件，使他们感受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体验
发现的乐趣。

老师与幼儿商讨游戏玩法，鼓励幼儿自主游戏。

规则：老狼说时间，幼儿扮小时钟正确表示。

[设计意图：孩子自主游戏时，需要思考：角色的分配——多
少人扮演数字，几个人扮演指针；游戏的组织——数字怎样



站，指针怎样站；游戏的玩法 ——时针与分针怎样运转才能
正确表示时间等等，面对这些问题，孩子们需要讨论、尝试、
商量、协调才能将问题解决，在这一过程中，孩子的组织能
力得到充分展示，对时钟的认识更加深刻，孩子的探索能力、
与同伴合作学习能力得到有效提高，并体验到独立解决问题
及与同伴合作游戏的乐趣。）

“老狼老狼几点了”这个民间游戏，它情节简单、有趣，游
戏中角色扮演深受孩子的喜欢，其次规则简单，游戏中的问
答对话，既是规则又是师幼互动的桥梁，老师在与幼儿对话
的同时，能合理、有趣地把握游戏节奏与运动频率。最后，
它的运动技能以跑、急停躲避为主，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
种运动方式，在奔跑中释放自由、愉快而奔放，体现了幼儿
这个年龄段的运动特点——喜欢奔跑、喜欢被逗引。 对性格
内向不爱活动的幼儿，我要多鼓励他参与到活动当中。小班
幼儿喜欢有情节、有角色扮演的民间游戏，对此我对民间游
戏进行了筛选，最终选择了“老狼老狼几点了”。

老狼老狼几点了设计意图中班篇四

活动目标：

1、发展幼儿四散追跑的能力，锻炼幼儿下肢力量，

2、提高听力和数数能力、敏捷的反应能力和动作速度。

3、幼儿能积极地参与活动，并获得其中的快乐。

4、愿意参与体育游戏，体验在游戏中奔跑、追逐的乐趣。

5、培养竞争意识，体验游戏带来的挑战与快乐。

活动准备：



老狼、小羊头饰，宽阔平坦的场地。

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二)、教师说游戏规则，开始游戏。

一人扮老狼，捂着眼面朝着墙，其余幼儿扮小羊站在老狼背
后。游戏开始后，小羊开始问：“老狼老狼几点了?”老狼回
答：“九点了或七点了。”小羊继续问“老狼老狼几点啦?”
老狼大声说“十二点啦!”这时候，小羊四散跑开，因为老狼
一报十二点就意味着追捕开始了。如果有一只小羊被老狼抓
住，被捉住的小羊再扮演老狼，游戏重新开始。

(三)、教师带领幼儿进行游戏，要注意幼儿的安全，不要让
幼儿拥挤。

活动反思：

“老狼老狼几点了”这个民间游戏，它情节简单、有趣，游
戏中角色扮演深受孩子的喜欢，其次规则简单，游戏中的问
答对话，既是规则又是师幼互动的桥梁，老师在与幼儿对话
的同时，能合理、有趣地把握游戏节奏与运动频率。最后，
它的'运动技能以跑、急停躲避为主，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
种运动方式，在奔跑中释放自由、愉快而奔放，体现了幼儿
这个年龄段的运动特点——喜欢奔跑、喜欢被逗引。对性格
内向不爱活动的幼儿，我要多鼓励他参与到活动当中。

小班幼儿喜欢有情节、有角色扮演的民间游戏，对此我对民
间游戏进行了筛选，最终选择了“老狼老狼几点了”。



老狼老狼几点了设计意图中班篇五

争对小班孩子的特点，我在下午的自选游戏活动中安排了
《老狼老狼几点钟》。这个游戏很简单，不用孩子们去硬记
游戏规则，很容易的就可以再玩的过程中明白怎么玩。

通常孩子们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去进行游戏活动，而这个游戏
活动不用老师的介入，孩子们自己玩就可以玩的很好。我先
是在大家面前请一个孩子与我配合示范游戏的玩法，我扮演
问时间的小动物，孩子扮演回答时间的老狼，如：教师
问“老狼老狼几点钟？”孩子答“3点钟。”继续问……天黑
啦！听到这句话就马上转身逃到规定的线内，就不准再抓了。
在游戏时，一边问一边往前移动，前后的内容很简单，示范
一遍孩子们就懂了。

【活动记录】

孩子们听到老师的下令解散去游戏时，他们很快的三两群结
对，大家很快开始了游戏。我看到有一个小女孩做老狼，后
面的孩子扮演小动物，他们玩起游戏来有模有样，很有趣。
当喊道：“天黑啦！”后面的小朋友飞快的逃到制定地点，
但是出现的情况是，不管逃到哪里，那只“老狼”就誓不罢
休一定要抓到小动物才停止。其他一组小朋友是由男孩子较
多的队伍，在游戏时常会有等不及抓的现象发生，回答一下
看看那些小朋友走到哪了，非等到小朋友离的很近时就马上喊
“天黑了”。还有情况是，小朋友很喜欢去捉弄那些在后面的
“小动物”，时不时喊“天黑了，天黑了”，弄的小朋友一
直在逃跑。

【分析归纳】

这个游戏活动给小朋友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总的来说，大家
玩的很开心。只是在游戏过程中的一些小状况很多，如：不
遵守游戏规则，比较随自己喜好的；非要抓到小动物的等等。



我通过分析以下几点，得出结论。

1.孩子的年龄特点

本来就小班的孩子，他们在玩游戏时就是属于比较随性的，
想要照着自己的方式来玩的，还有的就是他们之所以非要抓
到小动物才罢休，是因为太专注于角色的扮演，自己是老狼
就一定抓到猎物，所以不大管是不是有游戏规则这种事。

2.平时多进行游戏

游戏规则怎么深化，才能让孩子记住，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完
成，我觉得老师平时多带孩子玩游戏，孩子们就明白游戏时
要遵守规则，而不是想怎样就怎样。平时慢慢积累，小朋友
自然而然就会懂得守规则。

小结：想要慢慢的改善自己的游戏活动质量，一定要注重平
时的锻炼，平时玩的多，就不怕孩子在游戏时乱来，而且游
戏活动很有助于孩子良好性格的养成，以及发展智力，提高
运动能力等等的好处。每天有良好的游戏活动开展，相信一
个学期下来会有更多的进步。

老狼老狼几点了设计意图中班篇六

活动目标：喜欢参与音乐游戏，体验玩音乐游戏的快乐；能
大胆地表现老狼的动作、神态，进一步提高音乐表现力；能
较好地遵守游戏规则。

活动准备：1.准备水彩笔每人一支，小椅子每人一把，保证
椅子间的间隔距离能让幼儿自由绕椅子走动不碰撞。2.准备
音乐磁带、录音机。

指导要点：



(一)教师以语言引入，激发幼儿对活动的积极性。

师：“今天老师要和小朋友们一起玩一个游戏。

（二）认真的听音乐，感受音乐所表现的老狼形象。

1.整体欣赏音乐，感受音乐所表现的老狼形象。

师：“玩游戏之前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小朋友们要

认真听，听听音乐里都讲了些什么？”

（1）鼓励幼儿用自己所听到的歌词说一说听到了什么？

师：“你们刚才听到了什么？这是一只什么样的老狼？我们
可以用什么动作来表示？”

（2）教师与幼儿一起扮演贼头贼脑、张牙舞爪的老狼。

2.分段欣赏，引导幼儿用动作来表演。

师：“好，现在我们再来听一下音乐，看看你们说

的对不对。”

（1）欣赏第一段，引导幼儿想想这是一只坏老狼还是好老狼，
让幼儿说说自己的理由。

（2）欣赏第二段，先听听自己猜对了没有，把老狼的动作再
次练习一下，想想对付“老狼”的办法，集体练习游戏中的
动作。

师：“好，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下游戏要用的动作。”

第一段：扮演老狼的老师（幼儿）贼头贼脑、张牙舞爪地到



处张望，流着口水、饿着肚子想吃小羊的样子。

第二段：（1）-（2）小节，全体幼儿站起，边唱歌边指着老
狼。（3）-（4）小节，右手张开，向右用力地一甩。（5）-
（6）小节，用手围着自己的小椅子，保护“小羊”。（7）-
（8）小节，踏步走到自己椅子背后。（9）-（12）小节，伸
出画有黑猫警长的左手，右手做抓“老狼”的动作。（13）-
（22）小节，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做枪状，听音乐在椅子的上
下、左右、前后有节奏地开枪，并发出“叭叭”之声。“老
狼”在众多的枪声中边叫“哎哟”边抱头四处乱窜，最
后“死”在地上。全体幼儿高兴地跳跃、欢呼，庆祝胜利。

（三）教师以游戏的形式，将音乐游戏的玩法引出。

1．教师以神秘的口吻告诉幼儿：“老狼”要来了，

赶快去请“黑猫警长”。（请幼儿迅速用水彩笔

在左手心画一只简笔猫的头像。）

2．引导幼儿把小椅子当作假想中的“小羊”，边听音乐边进
行游戏。

师：“我们来想象小椅子就是小羊，我们要来保护它，不让
老狼欺负它。”

（四）师幼共同游戏，享受游戏的乐趣。

游戏前再次提醒幼儿要把老狼的动作、神态大

胆地表现出来。

1．全体练习表演：教师清唱歌曲和幼儿共同表演。”

2．跟着录音机里的音乐正式的进行游戏。



第一、二遍：老师扮演老狼，和小朋友共同游戏。

教师根据幼儿两次的游戏情况，再次提醒把老狼的动作、神
态大胆地表现出来。

第三、四遍：请几名幼儿来扮演老狼，和其他小朋友

共同游戏。

师：“现在老师想请一位小朋友来扮演老狼，这位

老狼要把动作和神态都表现出来。”

（五）、教师小结。

师：“今天我们玩了一个音乐游戏，游戏的名字叫作《老
狼》。这个游戏的要点就是要小朋友要把老狼贼头贼脑、张
牙舞爪的样子给大胆的表现出来。”

（六）、游戏在进行一遍，活动自然结束。

师:“好，我们再来将今天学的音乐游戏玩一遍，然

后去喝水、休息。”

四、活动延伸：活动后组织幼儿利用信封自制指偶或小指偶。
引导幼儿利用自制的“黑猫警长”玩具自由结伴游戏、小组
游戏或留待下次集体游戏时使用。

老狼

1=be2/4

有力地



||：35|350|64|550|34|

1.老狼，老狼，身体瘦瘦脚儿

2.老狼，老狼，不许你欺负小

5-|13|220|561|10：||

长，眼睛斜斜发绿光。

羊，

321|123|55|350|63|

要不然，我去叫黑猫警长，把你

553|23|230|232|50|

抓起来，给你一枪，给你一枪！

23|210|xx|xx0|x-|x0||

给你一枪！叭叭叭叭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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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名称：

报纸游戏《老狼捉鸡》

游戏目标：

培养幼儿身体的协调性和合作意识。



发展幼儿的观察比较能力。

喜欢参与游戏，体验。

游戏玩法：

教师扮鸡妈妈，幼儿扮鸡宝宝，配班教师扮老狼，报纸当做
鸡窝，放音乐。第一次游戏开始，鸡妈妈带着鸡宝宝在草地
上捉虫子（教师和幼儿做尖尖嘴，边走边找食的动作），音
乐突然结束，老狼（配班教师）来捉鸡，幼儿快速找到报纸
站到上面，躲过老狼抓捕。第二次游戏，拿走一半数量的报
纸，鸡妈妈带鸡宝宝捉虫子，音乐停止时，每张报纸上要站
两只“小鸡”。第三次游戏，再拿走一半数量的报纸，当游
戏音乐停止时，报纸上要站立四只“小鸡”。

游戏规则：

1、第一次音乐突然结束，幼儿快捷找到报纸站在上面，没找
到报纸幼儿被老狼抓住，应退出游戏。

2、第二次游戏，每张报纸只能站“两只小鸡”。

3、第三次游戏，每张报纸要站“四只小鸡”。

教学反思：

游戏是最适宜于促进幼儿主体性和个性化教育的形式，因此，
教师应积极地将理念转化为行为，注重在活动中观察、捕捉
幼儿的兴趣，把握时机及时引导，促使孩子们更深入进行游
戏，让孩子在健康游戏中得到更多的发展。

老狼老狼几点了设计意图中班篇八

活动目标：



1、发展幼儿四散追跑的能力，锻炼幼儿下肢力量，

2、提高听力和数数能力、敏捷的.反应能力和动作速度。

3、幼儿能积极地参与活动，并获得其中的快乐。

活动准备：

老狼、小羊头饰，宽阔平坦的场地。

活动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二）、教师说游戏规则，开始游戏。

一人扮老狼，捂着眼面朝着墙，其余幼儿扮小羊站在老狼背
后。游戏开始后，小羊开始问：“老狼老狼几点了？”老狼
回答：“九点了或七点了。”小羊继续问“老狼老狼几点
啦？”老狼大声说“十二点啦！”这时候，小羊四散跑开，
因为老狼一报十二点就意味着追捕开始了。如果有一只小羊
被老狼抓住，被捉住的小羊再扮演老狼，游戏重新开始。

（三）、教师带领幼儿进行游戏，要注意幼儿的安全，不要
让幼儿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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