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体育活动设计与点评心得体会
(实用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
写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
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幼儿园体育活动设计与点评心得体会篇一

1、尝试用不同方法玩飞盘，发展走，跑、跳，往上抛等动作。

2、体验玩飞盘的乐趣。

用达能酸奶瓶制作的小飞盘若干（每个幼儿两块）

一、开始部分

1、幼儿拿着飞盘边听音乐边玩着飞盘进场。

2、热身运动：快乐的小飞盘

（1）、教师引导：今天我们来和飞盘玩游戏，这些小飞盘可
神奇了，它会会和小朋友玩游戏的，飞盘说：“今天我来考
考小朋友，看看谁玩的方法多。现在你们可以和我（飞盘）
玩游戏了。你们可以自己玩，也可以和你的好朋友一起玩。

（2）、幼儿自由探索玩飞盘，教师观察引导。可能会出现的
玩法，向上抛接，挥手臂，两人对接，投远，幼儿合作把飞
盘平放于地面，双脚跳，连续跳，绕着走等。

二、交流分享

请多名幼儿演示不同的玩法，边说边做。全体幼儿观看评议。



三、神奇的小飞盘与颜色做朋友

1、教师引导，小朋友可聪明了，你们玩出这么多的玩法，咦，
你们看，你们手上的飞盘都有很多种好看的颜色，下面我们
一起和飞盘上的颜色做游戏，看看那些小朋友的小飞盘最神
奇。

2、教师组织幼儿做游戏：

找颜色：幼儿把飞盘放在场地上，教师出示蓝色，幼儿跑到
蓝色的飞盘边站好，没找到的幼儿停止游戏一次、（游戏反
复更换颜色进行）。

找朋友：幼儿看教师出示飞盘颜色，快速跑去找相应的颜色
飞盘，然后，自己商量合作游戏。

四、活动结束

1、教师引导：小朋友玩得可开心了，飞盘也累了，我们把飞
盘送回家吧！

2、带领幼儿拿着飞盘轻松愉快地放回去，然后放松绕场走一
圈，返回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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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练习原地向上纵跳抛物。

2、活动中会听信号按要求活动。

1、组织幼儿制作雪花。

幼儿按意愿将纸（如挂历、报纸、美工活动剩下的边料）剪
成或撕成各种长条或花边，当作“雪花”，每人自制若干。



2、教师使用的箩筐、铃鼓等。

1、开展游戏“雪花飘飘”。

（1）每个幼儿向上纵跳的同时，将“雪花”抛向空中，然后
尽力接住。比一比谁抛得高、接得准、接住的次数多。

（2）幼儿自由结伴，一人抛“雪花”，一人接，然后互换角
色进行游戏，看谁抛得高、接住的次数多。

教师注意观察体力教弱的幼儿，与其结伴游戏，鼓励他们用
力向上抛。

2、师幼共同开展游戏“风儿与雪花”。

（1）幼儿手持自制雪花，扮“小雪花”，教师扮“风婆婆”或
“风爷爷”，摇动铃鼓。引导幼儿根据铃鼓声的速度、音量
变化，在场地内慢跑、快跑、快走，随着渐弱的铃鼓声慢慢
原地蹲下来。

（2）幼儿熟悉游戏后，可请个别幼儿扮“风婆婆”或“风爷
爷”，幼儿继续游戏。

3组织幼儿玩“扫雪花”的游戏。

教师扮“扫雪人”，幼儿扮“小雪花”。扫到哪片“小雪
花”，哪个幼儿就把自己的雪花放在箩筐内，留作下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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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

1、认识各种打击乐器，并尝试用乐器进行打击乐的活动。



2、初步学会看图谱并根据图谱进行节奏练习。

3、乐意与同伴进行打击乐活动。

活动准备：

1、节奏图谱一张

2、指挥棒一根

3、下载音乐《蜜蜂做工》

活动过程：

一、导入部分

教师：“春天来了，好多花都开了，你们猜猜看，这么多花，
把谁吸引过来了呀?”

教师：“哦，是小蜜蜂来了，它来干什么呀?”

二、完整练习拍节奏

1、教师：“你们看花园的花多美啊，我们快坐下来欣赏一下。
”(出示节奏图谱)

2、教师：“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有的是一朵，有的两朵连
在一起的)

3、(出示小蜜蜂)“现在小蜜蜂要来教我们采蜜啦!看好。(教
师进行节奏示范) 讲解如何看节奏图谱，如何根据图谱打节
拍。

三、使用打击乐器演奏



1、 讲解所要用的打击乐器，并引导幼儿根据乐段来使用合
适的乐器。

2、引导幼儿熟悉乐器的演奏方式，幼儿练习自己需要演奏的
乐段，强调演奏时要看指挥。

3、 指挥幼儿进行完整的演奏。2~3遍

4、交换乐器进行演奏

四、结束部分

教师：让我们一起到外面去采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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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索泡沫垫的多种玩法。

2、结合数字规律练习单脚跳、双脚跳及跨跳等多种跳的能力
及动作的协调能力。

3、努力听清教师指令，遵守游戏规则。

人手一块泡沫垫，1～10的数字卡片2套。

一、开始部分。

今天天气真不错，我们一起来玩玩吧！（幼儿随教师的口令
练习变换队形走）

二、基本部分。

1、出示泡沫垫，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它有什么用？泡沫垫
除了可以作为垫子，还可以和我们玩游戏呢？我们来试试吧
（幼儿四散游戏）。



教师观察幼儿活动情况，对幼儿在游戏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及
时进行指导（合作、交往方面）

幼儿可将各自的泡沫垫连成两条长龙铺在地上，幼儿分成两
组，以接龙竞赛形式从“泡沫垫”的一端爬到另一端。

幼儿可将泡沫垫每两块连接在一起，然后，每隔一段距离就
摆放一组，泡沫垫横向摆放，共摆五组，其间距要相等。幼
儿做小兔跳的姿势跳过每块泡沫垫。

可将泡沫垫两块相靠竖向摆放，提高跳跃的难度，加大运动
量。提醒幼儿在跳的过程中必须双脚并拢，不得分开。

2、讲评幼儿游戏情况，表扬玩法新颖，合作默契的幼儿。

3、出示袋鼠图片，问：这是谁？它的本领是什么？今天我们
来和小袋鼠学习跳的本领，看看谁会是跳跃冠军。

4、鼓励幼儿想出多种方法利用泡沫垫进行跳的练习。教师用
语言或简单的动作予以提示或帮助。

将泡沫垫平放，双脚并拢跳过。提醒幼儿逐步加强高度，看
看自己能跳过几块泡沫垫。

将泡沫垫隔一定距离平放，幼儿有序进行连续跨跳（或单脚
跳、双脚跳）。提醒幼儿观察并实践不同的跳法适宜的宽度
是多少。

将泡沫垫两块相靠竖向摆放，连续摆放五处，进行跨跳练习，
提醒幼儿尽量不要碰倒泡沫垫，如果碰倒，要立即重新摆放。

5、将泡沫垫平放，幼儿围坐休息。可相互敲敲背、捏捏腿，
做一做放松运动。

6、游戏：跳数字格子。



出示数字卡片，请幼儿自由挑选一块，并贴在自己的泡沫垫
上。将泡沫垫按数字大小摆成两条长龙，要求幼儿听清教师
指令，进行跳跃活动。

单脚跳顺数（或倒数）。

双脚跳单数。提醒幼儿两排的单数都要跳。

左脚跳单数、右脚跳双数。提醒幼儿想好再跳。

变化摆放方法，继续游戏。

三、结束部分：游戏《叫号猜猜碰》。

幼儿听教师叫号，叫到的两个同号幼儿为一组，进行剪刀、
石头、布的游戏。

泡沫垫是幼儿身边常见又熟悉的物件。这个活动利用最简单
的泡沫垫，进行民间游戏“跳格子”活动。既满足了幼儿喜
爱玩民间游戏的心理，又发展幼儿的弹跳能力，同时还结合
幼儿学过的关于单数、双数、顺数、倒数等概念进行游戏，
加强了游戏的趣味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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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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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助跑跨跳动作是大班年龄阶段较难掌握的.跳跃动作一味
地进行专门的练习会使幼儿感到枯燥乏味同时也不利于动作
的发展本活动设计想通过“学刘翔哥哥来跨栏”这一主题式
游戏方式贯穿整个运动教学引导幼儿向刘翔哥哥学习学做跨
栏的游戏。同时掌握助跑跨跳动作的一些基本要领促使动作
的发展和动作的协调性。



2、在组织此次运动时障碍物要稳落地处尽量做到松软。因幼
儿骨盆还未形成下肢关节、韧带都比较嫩。

1、使幼儿初步学习跨栏运动，并对此项运动产生兴趣。

2、学习助跑跨跳的方式跳过障碍物，提高幼儿腿部肌肉的力
量。

3、尝试助跑跨跳，发展幼儿的腿部力量，提高动作的协调性
和灵敏性。

4、能向刘翔哥哥学习勇于尝试、不怕困难。

提供长短不同的纸棒若干根、小椅子、红花若干。

(一)、开始部分

活动场地热身运动：教师带领幼儿进入活动场地，做热身运
动，活动手部、腿部等部位，消除活动的危险性，促进活动
的正常进行。引导幼儿了解体育运动，如打篮球、排球、跳
高、跳远、跨栏等，由刘翔跨栏引出跨栏运动。

(二)基本部分

1、幼儿探索。

(2)椅子和纸棍，引导幼儿设计小跨栏。

(3)两人一组自由探索，教师指导。

(4)说一说自己的玩法，并做示范。

教师重点示范动作要领：起跑速度快、跨跳要有力，

(5)引导幼儿尝试更高一点的跨栏。



(6)教师：刘翔大哥哥是不是只跨一个栏呢?怎样才能跨很多
呢?让幼儿自己将小跨栏组合在一起，进行练习。

2、游戏“我是跨栏小冠军”

(1)教师：你们想做冠军吗?想得奖牌吗?在比赛中动作要规范，
有力，不能犯规。

(2)幼儿分成四组比赛，为获胜组贴红花。

(3)提高跨栏的高度，幼儿再次比赛，提醒幼儿注意安全。

3、出示椅子，利用椅子进行跨栏运动。

教师调整椅子之间的距离，进行跨栏练习。

(1)将椅子按恰当顺序摆放好，各组小朋友分别从椅子上连续
跨过。

(2)分别将两个椅子背背相对，排成一列，各组小朋友分别从
椅子上连续跨过。

比较小组同学完成时间的长短，跨椅子过程中，椅子倒地这
位同学失败。孩子跨栏过程中，教师指导动作，保护好学生
安全。

注意活动前，教师要讲好规则，注意安全，保持身体平衡

(三)结束部分

1、幼儿坐在椅子上做放松运动。

2、收拾场地。

通过本次活动，培养了幼儿良好的心理品质和道德品质。通



过反复练习，增强了孩子们的毅力、勇气、信心，克服了恐
惧心理。通过互相交流、帮助，促进孩子们之的间合作，增
进了友谊，培养了他们的合作意识和能力，融洽师生关系。
师通过示范、讲解、保护帮助，提高师生亲和力、信任感。
为孩子营造了一个平等和谐、友爱互助的人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