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班民间游戏教案(汇总8篇)
小学教案应该注重任务导向，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合
作精神。高二教案是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对教学过程进行系统
安排的一种教学辅助工具。如何撰写一个具有针对性、科学
合理的高二教案是每位教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下面是
一些高二教案的范例，供教师参考。

中班民间游戏教案篇一

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学习方式，通过游戏幼儿可以在动作、
情感、社会性等方面都得到很好的发展。特别是民间游戏一
般都需要若干幼儿共同合作才能进行，这样无形中就培养了
幼儿的合作交往能力，如《炒黄豆》、《卷炮竹》、《城门
城门几丈高》等，而且材料都是我们是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些
物品。本游戏就是根据上述特点所选择的，所用的材料是纸，
在开展游戏之前我们开展了请幼儿制作纸棒的活动，纸棒是
幼儿生活中常见又熟悉的物件，他们通过亲自制作材料，对
这次活动更是充满了期待。这个活动就是利用他们的纸棒，
进行民间游戏"跳竹竿"满足了幼儿喜爱玩民间游戏的心理，
发展幼儿的弹跳能力。根据本班幼儿在与同伴交往、合作方
面有积极的愿望，教师及时提供这次机会，鼓励幼儿相互合
作，共同解决遇到的困难，共同体验得到的欢乐。

1、利用纸棒进行活动，学习跳竹竿游戏，发展弹跳能力。

2、体验与同伴合作游戏带来的快乐。

3、愿意积极想办法解决活动中遇到的困难。

4、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应经学习了知
识。

5、乐意与同伴合作游戏，体验游戏的愉悦。



老师准备玩跳竹竿，人手一根纸棒（活动前幼儿自己制作，
长度1米），录音机，磁带。

一、开始部分：

幼儿随音乐利用纸棒进行队列练习。

二、基本部分

（一）探索纸棒的玩法

2、鼓励幼儿随音乐用纸棒进行自由玩耍：骑马、合作组合"
抬轿子、坐马车"等等（活动此部分设计了利用纸棒进行"一
棒多玩"环节，是想了解幼儿对玩纸棒有多少经验，还有激发
了幼儿初步尝试与同伴合作玩，同时也为下一个环节奠定了
基础。）

（二）学习"跳竹竿"游戏

1、平时在电视里有没有看过玩"跳竹竿"的游戏？（这个问题
是想了解幼儿是否知道跳竹竿的游戏，引发幼儿讨论"这个游
戏是怎么玩的？如果幼儿不了解，就进行下一个环节欣赏老
师玩游戏"来引出讨论）

2、欣赏老师们玩"跳竹竿"，讨论玩法及规则

（1）这个游戏用纸棒是怎么玩的？做了哪些动作？你们有哪
些地方没看明白的吗？

（2）再次欣赏游戏，观察跳竹竿的方法：

师：有哪些不同的跳法？竹竿是怎么敲的？怎样才会不夹到
脚？几个人合作玩合适呢？（根据竹竿的长短，三个或四个
小朋友一起玩，用竹竿同时分合敲击，另一幼儿在中间看准
竹竿的分合跳进或跳出）



3、分组游戏

（1）幼儿自由组合尝试玩"跳竹竿"游戏鼓励幼儿创造性地
玩"跳竹竿"游戏，师生共同参与。

（2）交流分享：你们在玩游戏中遇到哪些问题？怎么解决的？

跳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你们是怎么合作玩的？（这几个问
题作为幼儿经验的回顾与统整）

（三）结束部分：

延伸至体锻活动或者是日常活动中继续玩"跳竹竿"根据此次
游戏，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还可以进行以下不同队形玩法的
尝试：

（1）两路纵队

（2）梯队形

（3）叫号接棒等。

课堂环节紧凑，幼儿在轻松的环境下享受，由于在游戏过程
中，我讲游戏规则不到位，导致幼儿在游戏过程有的捣乱，
气氛太过度的活跃，导致我控制不住场面。今后我要加强本
班的游戏规则的培养，是幼儿愉快、友好的分享游戏乐趣。

中班民间游戏教案篇二

１、练习钻的`动作，发展动作的灵敏性与力量。

２、培养幼儿喜欢民间游戏的情趣。

１）开始部分：



２）教师和幼儿骑大马念民谣，一个个从＂城门＂钻过到城
里去玩。

３）教师请幼儿两人一组用手来搭一搭城门并边念民谣边学
习游戏的开门关门规则。

４）基本部分：

５）教师请一位幼儿面对墙，搭成拱形城门，其余幼儿依次
钻过城门。

６）教师提出游戏规则：当念到＂瞧一瞧＂时，做城门者下
蹲放下手关城门，并问被关住的人选择要＂苹果＂还是＂香
蕉＂，幼儿选择好以后，把头饰挂在脖子上，站到城门的队
伍做城门。

７）幼儿第２次做钻城门的游戏一次。

８）教师继续提出游戏玩法及规则：＂苹果＂和＂香蕉＂站
在场地的一个圆圈内，相互用肩膀、臀部把对方挤出圆圈外，
看圆圈外＂苹果＂多还是＂香蕉＂多就哪对胜。

９）幼儿在音乐的伴奏下做游戏一次。

１０）增加城门的高度再次游戏。

１１）教师小结游戏并告诉幼儿此游戏是我国的一个民间游
戏，以后小朋友可以和家人、邻居玩。

做放松活动，带幼儿回教室。

中班民间游戏教案篇三

1．学习一些简单的跳牛皮筋的'基本动作



2．通过幼儿自主活动，相互学习，培养合作精神，体验自主
活动的快乐

牛皮筋、会念儿歌《小辫子》

1．让幼儿自己探索玩牛皮筋的跳法

2．教师演示跳牛皮筋的方法

小朋友分两组，一个跟着一个，一只脚伸进去，拿出来，在
伸进去，踩线

3．游戏规则

1用黑白配的方法，确定拉绳人（2人或3人）

2在跳绳时，要一边念儿歌一边做相应的动作

3跳错的小朋友就要去拉绳

4．游戏开始

游戏结束后组织小朋友做放松活动，以免小朋友感到疲劳。

中班民间游戏教案篇四

１、练习钻的动作，发展动作的灵敏性与力量。

２、培养幼儿喜欢民间游戏的'情趣。

１）开始部分：

２）教师和幼儿骑大马念民谣，一个个从＂城门＂钻过到城
里去玩。



３）教师请幼儿两人一组用手来搭一搭城门并边念民谣边学
习游戏的开门关门规则。

４）基本部分：

５）教师请一位幼儿面对墙，搭成拱形城门，其余幼儿依次
钻过城门。

６）教师提出游戏规则：当念到＂瞧一瞧＂时，做城门者下
蹲放下手关城门，并问被关住的人选择要＂苹果＂还是＂香
蕉＂，幼儿选择好以后，把头饰挂在脖子上，站到城门的队
伍做城门。

７）幼儿第２次做钻城门的游戏一次。

８）教师继续提出游戏玩法及规则：＂苹果＂和＂香蕉＂站
在场地的一个圆圈内，相互用肩膀、臀部把对方挤出圆圈外，
看圆圈外＂苹果＂多还是＂香蕉＂多就哪对胜。

９）幼儿在音乐的伴奏下做游戏一次。

１０）增加城门的高度再次游戏。

１１）教师小结游戏并告诉幼儿此游戏是我国的一个民间游
戏，以后小朋友可以和家人、邻居玩。

做放松活动，带幼儿回教室。

中班民间游戏教案篇五

这个游戏的趣味性很浓，游戏是以小动物为线索进行的，幼
儿同教师一起游戏，更是幼儿喜欢的方式。这个游戏更能体
现出在玩中学。让幼儿在游戏的过程中不但锻炼的身体，也
学到了知识。发展了个方面的能力。



1.培养肢体的灵活性，锻炼幼儿大肌肉群的发展

2.认识时间，练习1--24的顺数

3.培养幼儿注意倾听的习惯。

一、热身活动。幼儿在场地上做热身操，同时进行跑和跳的
练习。

二、游戏的玩法和规则。出示教具--大灰狼头饰，教师给幼
儿说明游戏规则：教师扮演狼，幼儿来扮演他们喜欢的小动
物，游戏开始后，教师在前面走，幼儿在身后问：老狼老狼
几点了？教师在前面报点：1点了--24点了，教师在这24个小
时中定上一个点（黑夜），做为老狼出来抓小动物的时间。
当教师说到这个时间时，幼儿要快速的回到家（出发地点），
如果被抓住就要停止游戏一次。

三、让幼儿扮演大灰狼，来报点。游戏反复进行，

四、游戏结束。与幼儿散步讨论如果你遇到坏人要怎样保护
自己。

中班民间游戏教案篇六

1．学习一些简单的跳牛皮筋的.基本动作

2．通过幼儿自主活动，相互学习，培养合作精神，体验自主
活动的快乐

牛皮筋、会念儿歌《小辫子》

1．让幼儿自己探索玩牛皮筋的跳法

2．教师演示跳牛皮筋的方法



小朋友分两组，一个跟着一个，一只脚伸进去，拿出来，在
伸进去，踩线

3．游戏规则

1用黑白配的方法，确定拉绳人（2人或3人）

2在跳绳时，要一边念儿歌一边做相应的动作

3跳错的小朋友就要去拉绳

4．游戏开始

游戏结束后组织小朋友做放松活动，以免小朋友感到疲劳。

中班民间游戏教案篇七

1、练习走、跑、跳、钻等动作，发展幼儿的身体素质。

2、提高幼儿的反应能力和身体的躲避能力。

3、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4、懂得遵守游戏规则，感受参加集体活动的乐趣。

5、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鸡妈妈头饰一个、鸡宝宝头饰7个、老鹰头饰一个

1、教师和幼儿一起来到橡胶地面游戏，避免幼儿摔伤。

2、教师介绍游戏规则及玩法：一个人当老鹰，一个人当鸡妈
妈，其余幼儿在鸡妈妈后面当小鸡了。

师：小鸡们猫着腰，抬着头，听着或者看着鸡妈妈的指挥，



左右移动，防止老鹰捕捉住后面的那些小鸡仔。

3、幼儿分组进行游戏，一名幼儿戴老鹰头饰装作老鹰，一名
幼儿扮演鸡妈妈，其他幼儿6-7名做小鸡。提醒幼儿注意安全，
跑的时候看着前面，不要碰到其他小朋友或摔倒。

4、老鹰一旦突破了鸡妈妈的防线，抓住了最后面的小鸡，依
次把所有小鸡抓住，就算是老鹰为赢，然后幼儿开始重新选
出老鹰和鸡妈妈，重新开始。

增加"救小鸡"的.活动，鸡妈妈和小鸡可以趁老鹰睡觉的时候
救出被抓的小鸡。玩法：老鹰每天都要睡午觉，小朋友一起
数数1-10（或者1-20，可以锻炼幼儿的数学思维能力），老
鹰就会醒了，小朋友要在数完数之前把小鸡救出来。

中班民间游戏教案篇八

1、练习钻的动作，发展动作的灵敏性与力量。

2、培养幼儿喜欢民间游戏的情趣。

3、乐于探索、交流与分享。

4、促进幼儿的创新思维与动作协调发展。

1)开始部分：

2)教师和幼儿骑大马念民谣，一个个从"城门"钻过到城里去
玩。

3)教师请幼儿两人一组用手来搭一搭城门并边念民谣边学习
游戏的开门关门规则。

4)基本部分：



5)教师请一位幼儿面对墙，搭成拱形城门，其余幼儿依次钻
过城门。

6)教师提出游戏规则：当念到"瞧一瞧"时，做城门者下蹲放
下手关城门，"屈;老师.教，案网出处"并问被关住的人选择
要"苹果"还是"香蕉"，幼儿选择好以后，把头饰挂在脖子上，
站到城门的'队伍做城门。

7)幼儿第2次做钻城门的游戏一次。

8)教师继续提出游戏玩法及规则："苹果"和"香蕉"站在场地
的一个圆圈内，相互用肩膀、臀部把对方挤出圆圈外，看圆
圈外"苹果"多还是"香蕉"多就哪对胜。

9)幼儿在音乐的伴奏下做游戏一次。

10)增加城门的高度再次游戏。

11)教师小结游戏并告诉幼儿此游戏是我国的一个民间游戏，
以后小朋友可以和家人、邻居玩。

四、结束部分：

做放松活动，带幼儿回教室。

活动反思

在游戏中，孩子们玩的很高兴，并且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反
应能力，同时合作意识也得到了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