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民间体育游戏踢瓦片教案反思
(汇总8篇)

高三教案的编写是一个不断完善和调整的过程，要根据实际
教学情况进行反思和改进。下文是一些初一教案的参考，供
教师们在备课过程中借鉴和参考。

大班民间体育游戏踢瓦片教案反思篇一

翻饼（炒黄豆）

1、练习幼儿钻的能力和动作协调性；

2、培养幼儿两两合作。

悉游戏规则及玩法（经验准备）

两个幼儿相对站立手拉手，左右摇动，同时念儿歌：“翻饼、
烙饼、油炸馅饼。”或念：“炒、炒、炒黄豆，炒好黄豆翻
跟斗。”念完立即高举一手，两人的头向里钻，同时转体360度
（转体时要钻过举起的手，相背时两手高低交换）。

儿歌内容可根据当地习惯自选自编。

活动结束后我觉得幼儿的游戏兴趣不是很高，我反思了很久，
觉得在下次游戏中为了不让幼儿觉得枯燥乏问，念完儿歌可
以尝尝黄豆的味道，比如：“你黄豆炒的真棒，很好
吃！”“黄豆没炒熟，继续炒！”这样增强了游戏的趣味性，
相信小朋友在这样的启发引导下会有强烈的游戏欲望。

大班民间体育游戏踢瓦片教案反思篇二

1、初步尝试单双脚跳的快乐，学习单双脚连续跳格子房子，



锻炼腿部力量，有良好的动作协调性、灵敏性。

2、喜欢参与体育活动，遵守游戏规则，体验与同伴合作游戏
带来的快乐。

3、发展幼儿的弹跳能力，培养幼儿的创造思维能力，感受跳
格子房子的乐趣。

4、主动参与活动，体验活动的快乐及成功的喜悦。

5、引导幼儿初步掌握日常生活中的xxx。

1、幼儿事先已掌握双脚、单脚跳的方法。

2、画有四种不同形状格子房子的场地一块。

3、录音机、磁带、小红旗一面。

一、热身运动幼儿随音乐练习各种走的动作，(高人走、矮人
走、脚尖走、脚跟走、脚内外侧走等)

二、合作探索，尝试练习

(幼：单脚跳、双脚跳、跨跳、分并腿跳、单双脚交替跳
等。)

2、请几个幼儿示范创意玩法。(教育幼儿在活动过程中不要
互相碰撞，学会保护自己和同伴，学会商量合作、交往，规
则是不踩到格子房子的边缘线。)

3、教师小结：请幼儿轮流演示自己的玩法及分享合作的创意
玩法。

(1)师：你刚才和谁一起玩的?你们是怎样跳格子房子的?鼓励
幼儿介绍不同形状的格子房子的玩法或一种方式多种玩法。



(2)你还能想出什么样的跳法来?你还能想出什么形状的格子
房子呢?

4、教师为幼儿示范连续弹跳的技巧，然后组织幼儿集中练
习1--2次。

(1)讲解连续跳的方法、技巧、规则和安全事项：从第一个房
子起点开始，逐格单脚跳跃到终点。走到第二个房子起点，
逐格双脚跳跃到终点。走到第三个房子起点，逐格跨跳到终
点。走到第四个房子起点，逐格单双脚交替跳。跳跃时，要
求跳到格子中间，不能踩到边缘线。

(2)幼儿玩"跳格子"游戏，重点指导幼儿在连续跳的过程中不
踩边缘线。

三、游戏："争夺红旗"

1、玩法;幼儿分成人数相等的四组跳房子，完成四种方法，
在同一时间内速度快的'一组夺得红旗获胜。

2、规则："跳房子"的时候不能踩边缘线，踩到线的幼儿须退
回起点重跳。一种跳法完后，依次从旁边绕开，接着队伍继
续第二种跳法。

3、幼儿开始比赛。

4、教师小结比赛情况。

四、幼儿擦汗，随音乐做放松运动"炒黄豆"结束。

五、活动延伸：

(1)在户外活动时间让幼儿继续练习跳房子游戏的多种玩法。

(2)在幼儿玩的过程中还可生成民间体育游戏如：踢沙包，夹



沙包等。

1.本次活动课是根据我们孩子的年龄特点接受能力来设计的，
由于我们班幼儿没有玩过类似的游戏，因此我在设计时先从
简单的开始，让幼儿掌握游戏规则，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个游
戏。

2.本次活动我由易入难的推进活动进程在幼儿掌握一种玩法
规则后再扩充其他玩法。

3.从活动情况看孩子都能清楚游戏的规则。

4.不足的是，由于较少开展类似活动，所以孩子们在单脚跳
格踢串珠时容易失去平衡。

大班民间体育游戏踢瓦片教案反思篇三

培养幼儿动作的协调性。

遵守游戏规则，掌握游戏的玩法。

让幼儿学会听口令玩游戏，锻炼反应能力和倾听能力。

两人一组，手拉手相对站立，边念儿歌边左右摆动双手，念
至儿歌最后一个字时两人同时翻身。

两手拉紧不能松开。

1.小班幼儿可先转体180度，背对背站立，准备一下再转180
度，面对面站立，这样继续进行。

2.中、大班幼儿可连续翻。

3.此儿歌用上海方言念，趣味更浓。



炒炒炒，炒黄豆，噼呖啪啦翻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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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民间体育游戏踢瓦片教案反思篇四

，同时也是我们餐桌上的美食。因而，在幼儿园的食谱上也
常常会出现豆类食品，如早点中的`豆浆，中餐中的香干、油
豆腐、豆腐汤等等。但是，孩子们并不喜欢吃这些豆制食品，
特别是刚入园的小班孩子更是如此，任凭老师怎么哄，不吃
就是不吃。为了让孩子们愿意并喜欢吃豆制品，我选择了认
识黄豆作为教学活动内容，并取名为“黄豆宝宝”，旨在让
小班的孩子在看看，摸摸，玩玩，尝尝的活动中，进一步认识
“黄豆宝宝”，喜欢“黄豆宝宝”，初步了解“黄豆宝宝”
所制成的常见的几种豆制品。期间，在认识黄豆----喜欢黄
豆----喜欢吃豆制品的过程中，使孩子们知道豆制品有营养，
吃了会使自己的身体变的强壮，少生病。

1、活动目标

（1）让幼儿在看一看、摸一摸、玩一玩、尝一尝等活动中，
认识“黄豆宝宝”，并初步认识几种豆制品，喜欢吃豆制品。

（2）帮助幼儿养成不挑食的好习惯。

（3）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分析：本次活动是针对刚入园的孩子有挑食的不良习惯而设
计的，目标旨在让幼儿在活动中从认识----初步了解---品尝
的过程中养成克服挑食的不良习惯。



2、活动重点：通过各种感官，认识“黄豆宝宝”，喜欢“黄
豆宝宝”，并愿意吃豆制品。

3、活动难点：初步了解豆制品与我们的关系。

1、经验准备

（1）让幼儿在家长的陪同下到超市寻找较为熟悉的几种豆制
品。

（2）环境中的“黄豆宝宝”之家展览会。

2、物质准备：生黄豆、泡过水的黄豆、炒黄豆、煮黄豆、各
种豆制品（香干、豆腐、豆腐皮、千层、腐竹、豆浆）红、
黄、绿颜料，豆制听音筒、调羹等。

活动环节

环节一：认识“黄豆宝宝”

活动策略：

1、教师准备两种黄豆：水泡过的黄豆、干黄豆。

2、请小朋友来玩一玩“黄豆宝宝”，用手去摸一摸、捏一捏
黄豆宝宝。

3、讨论：都是“黄豆宝宝”，他们长的一样吗？摸上去感觉
怎么样？

活动目标：

通过幼儿用手触摸干黄豆和水泡黄豆，知道黄豆浸水后会变
软、变大。为下一个磨制豆浆活动作好铺垫。



环节二：了解豆制品

活动策略：

1、磨豆浆、品尝豆浆。

2、参观豆制品展览会。

3、品尝豆制品。

活动目标：

1、知道这些豆浆喝豆制品都是由浸水后的“黄豆宝宝”制成
的。

2、让幼儿在参观中感受到“黄豆宝宝”的本领很大，我们要
喜欢“黄豆宝宝”

3、在品尝豆制品的过程中了解豆制品很好吃，有营养，吃了
会长大、长胖、身体好。

4、结合实际帮助幼儿养成不挑食的饮食好习惯。

环节三：与“黄豆宝宝”一起玩

活动策略

1、提供浸过红、黄、绿三种颜料的黄豆，放在白纸上，用手
轻轻摇动白纸，进行滚画活动。

2、可以自选一种颜色，也可以几种交叉滚动。

活动目标：

1、在滚画游戏中，让幼儿了解“黄豆宝宝”不仅能吃，还能



做成各种豆制品，更有趣的是还能玩画画游戏。知道“黄豆
宝宝”是个宝，我们爱吃，我们更爱和它一起玩。

2、卫生要求：玩过的“黄豆宝宝”是不能吃的。

1、活动过程游戏化

本次活动针对小班第一学期幼儿的年龄特点而设计的，让孩
子们和“黄豆宝宝”做游戏来完成整个活动，使幼儿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中参与活动，并让幼儿通过各种感官游戏，激发
幼儿活动的兴趣，帮助幼儿养成不挑食，喜欢吃豆浆喝豆制
品的好习惯。

2、教育过程整合化

本次活动为综合活动，不仅让幼儿认识了“黄豆宝宝”及其
豆制品，还让幼儿了解了豆制品营养丰富，吃豆制品能够使
身体健康，少生病的健康教育，并把此项教学内容再延伸于
活动区，渗透于各领域，使教育内容自然整合，教育思想渗
透整合。

大班民间体育游戏踢瓦片教案反思篇五

1、训练幼儿动作的协调性和关节的灵活性。

2、发展幼儿自主合作意识。

3、促进幼儿手脚和全身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活性。

4、商讨游戏规则，体验合作游戏的快乐。

5、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
一起游戏。



大沙包若干，小蚂蚁头饰（与幼儿人数相等），大蚂蚁头饰
一个，音乐磁带《爱我你就抱抱我》 。

1、开始部分。

——教师：“今天天气真好，小蚂蚁跟妈 妈一起出来活动活
动吧！”幼儿听音乐做韵律活动。

2、基本部分。

——引出话题：“刚才小蚂蚁跟妈 妈经过田埂时，有没有发
现那边有一大堆黄豆？”“我们一起去尝一尝吧。”

——老师：“告诉你们吧，黄豆炒熟了会更香更好吃的，我
们一起来炒黄豆吧！”

——幼儿自创动作炒黄豆，教师注意观察。

——教师和幼儿合作边念儿歌“炒黄豆，炒蚕豆，咕噜咕噜
翻跟头。”边玩炒豆豆游戏。

——幼儿自由结伴进行游戏，并引导幼儿交换合作伙伴进行
游戏。

——引导幼儿两两合作往一个方向连续炒黄豆。

3、结束部分。

——教师：“小蚂蚁真能干，把黄豆炒得香香的，我们一起
把豆豆搬回去，过冬时再吃，好吗？”指导幼儿将豆豆搬回
家。

原本枯燥的动作练习，以炒豆子的游戏形式组织起来，幼儿
比较感兴趣，使 活动更加生动，幼儿成了一粒粒小豆子，让
幼儿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也更愿意 参与到活动中来，在游



戏中幼儿能更专注的进行动作的练习。

大班民间体育游戏踢瓦片教案反思篇六

活动目标：

1、学习手推车的本领，在活动中提高动作的协调性。

2、初步学会发现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懂得合作的`
重要性。

3、喜欢民间游戏，体验游戏过程中的快乐。

活动准备：

1、游戏材料若干，“手推车”示范图和音乐光盘各一张。

2、粮仓两个，粮食12袋，地垫数量和师幼人数相等。

活动过程：

一、在轻松愉快的游戏情境中自然导入活动

1、幼儿自主选择民间游戏，教师随机参与。

2、简单交流对民间游戏的认识，说说自己玩过什么游戏?怎
么玩的?

二、学习游戏“手推车”

1、借助图片导入：他们在干什么?这个游戏你玩过吗?怎么玩
的?

2、幼儿分组尝试，探索游戏的玩法，教师观察并鼓励幼儿练
习。



3、互相交流游戏后的感受，懂得游戏需要三人一起合作，坚
持进行。

4、一组幼儿示范，介绍小组推车快的原因，重点掌握两人手
托同伴膝盖向前协调推行的方法。

5、幼儿分组继续练习，结束后交流感受、总结经验。

三、游戏：“运粮食”

1、引起兴趣：农民伯伯的粮食丰收了，咱们着一起运到粮仓
里去吧!

2、探讨规则：要想运得快，三个人应该怎么做?粮食掉了怎
么办?

3、师幼示范：边运粮食边强调游戏规则和合作的重要性。

4、幼儿分红、黄两队进行运粮食的比赛。

5、交流第一次运粮食的感受，总结经验。

6、幼儿再次进行游戏，教师为幼儿加油。

四、放松游戏，结束活动

1、师幼边念儿歌边玩民间小游戏(王婆婆抱妹妹等)。

2、小结：今天玩得开心吗?为什么?

大班民间体育游戏踢瓦片教案反思篇七

活动目标：

1、熟悉儿歌内容。



2、引导幼儿用肢体动作表演。

活动准备：

老虎头饰、安全干净的活动场地。

活动过程：

一、教师戴着老虎头饰导入。

(今天老师请来一位老虎朋友，它将教我们家做游戏)

二、玩法：

1、将幼儿分成相等的`两组。

2、教师与一名幼儿示范。

两人对面站立，两手相牵，抖动小手，一起唱儿歌：“炸果
果，腰里一个铁索索，翻开，掉开，吱扭，过来。”说到过
来时，师生要翻身过来，变成背后手拉手的姿势。

3、向幼儿介绍翻身应注意安全。

三、幼儿分组练习。

四、点评幼儿。

活动规则：

当念到儿歌的最后一句时，两人必须同时从两臂中钻过。如
果其中的一名动作不一致时，这说明违了规则。



大班民间体育游戏踢瓦片教案反思篇八

活动目的：

1.让幼儿感受体育活动所带来的乐趣，激发幼儿参加体育游
戏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2.培养幼儿自主运动能力。

3.发展幼儿钻，爬，跳，平衡等基本活动能力。

活动准备：垫子圈滑板竹梯体操棒沙包玩具轮胎若干

活动流程：

活动过程：

一、设环境：

1.小动物来和我们一起锻炼身体，看那些小动物来了?(1号小
狗，2号小乌龟，3号小兔，4号小猴)

2.想一想，小兔最喜欢玩什么?什么器械放在他的场地上最合
适?

3.那小狗，小乌龟，小猴他们呢?什么器械最合适他们呢?动
一动脑筋，让我们现在一起来他们布置。

4.师生布置场地。

二.调动身心：

让我们一起来做准备运动。

三.基本部分：



1.分散活动：小朋友，现在可以去玩了，待会儿，可别忘了
拿牌子。

a.幼儿玩器械。

b.出示辅助物：看!小动物为你们准备了什么?你想一想怎么
玩?

2.集中活动：讲评小猴(竹梯)和小乌龟(垫子)，让幼儿示范
不同的'玩法。

3.分散活动：刚才玩的小朋友还可以到其他动物运动场去玩。
请你们想出和别人不一样的玩法，谁想的玩法越多越好!

四.放松活动：

1.今天你们都到哪里去锻炼过了?(看牌子)

我们小动物一起整理运动器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