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户外玩沙教案反思 小班户外
活动夹包跳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教
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
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班户外玩沙教案反思篇一

在一次“自制器械”中，教师和家长做了许多的自制机械，
特别是沙包。幼儿人手一个，但我发现幼儿在玩沙包的时候，
都喜欢用手去玩沙包，却很少有幼儿用脚玩沙包，为此，我
设计了“夹包跳”活动引导孩子们用脚来玩沙包，利用沙包
来发展幼儿脚的夹、抛等能力。

1：能用双脚夹住沙包，用力跳起，向前抛沙包

2：发展双脚向上跳起，用力抛物的能力，动作协调、灵活

3：体验玩沙包和竞赛游戏的乐趣

1：能用双脚夹住沙包，用力跳起，向前抛沙包

2：发展双脚向上跳起，用力抛物的能力，动作协调、灵活

1：沙包、圈各1个

3：平衡木一个，椅子10把，垫子一块

4：音乐磁带、录音机、口各一个

5：场地准备



教师用简洁的语言，迅速将幼儿引入兔妈妈带着兔宝宝一起
锻炼身体的情景中，并用口哨和变化的s形队伍足赤幼儿进入
场地，使活动有情有景，富有游戏性，很好的调动幼儿的活
动热情。

教师：让我们来跳个舞吧，把沙包放在身体的左边当做萝卜，
（音乐起）师生共跳《小白兔》。

教师分层次引导幼儿探索沙包的各种玩法，逐步提出由易到
难的要求，重点引导幼儿用脚夹沙包，发展幼儿用脚夹、用
脚玩的能力。

“夹包跳”。

“投石进河”。

小班户外玩沙教案反思篇二

体育活动——夹包连续跳

1、教会幼儿夹包跳动作，培养幼儿的弹跳力和动作的协调性。

2、培养幼儿与同伴的相互合作能力。

3、发展幼儿创造性。

1、沙袋(数目与幼儿人数相等)。

2、组号牌六个(分别为第一组，第二组……)。

3、开阔的场地可供幼儿游戏。

1、小朋友们听口令：整队：请小朋友双手平举一个直臂的距
离。



稍息，立正，向右看，放下。

2、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准备运动，准备：头部运动：(四个
八拍，第三个八拍开始转头)，弹簧游戏，腰部运动，关节运动
(屈伸，屈伸)，跑步运动，放松吸气。

1、徒手练习(夹包跳)。

师：请小朋友站在梯形线上，看老师做个动作，小朋友观察
仔细，老师站在了起跑线边上，老师的两个动作有什么不一
样?(引导幼儿发现老师两次跳起落在的地方不一样)。

师：小结：小朋友观察的真仔细，老师第一次双脚跳起后双
脚落在了线后面，第二次跳起落在了线的前面。

师;请小朋友也站在起跳线边上，一起来来做做这个动作。

2、幼儿练习，指导幼儿练习。(引导幼儿不要双脚起跳落在
起跳点)。

3、夹包练习：幼儿依次取沙包在场地自由分散进行一物多玩
活动。

师：请小朋友猜猜今天老师要请大家玩什么?

师：请小朋友看看在线的左边有什么?(沙包)，那我们今天就
来玩沙包，请小朋友在篮子里每人拿一个沙包，站在线旁边
玩玩。听到老师口令立即回到起跑线上。

4、小结：刚才小朋友都在玩夹包跳，请你们来说说你们把沙
包夹在了什么位置?(请个别小朋友来回答)。

小结：有的小朋友把沙包夹在了脚的中间，有的小朋友把沙
包夹在了脚尖。好，沙包有两个位置可以夹。



5、那沙包夹在哪里才能用上力，请你们再试一试?一会把答
案告诉我。(第二次探索)。

师：你们都找到答案了，请你们一起告诉我，沙包夹在什么
位置可以用上劲?(夹在脚尖)。

6、老师示范：那现在我请一个小朋友来与老师比一比，看谁
夹包跳得远。(两次)。

师：谁夹得远(老师)。为什么老师夹包跳得远?(因为你是老
师)。

师：因为我是老师，我更有力气，这个你们说对了，那除了
这个，要让沙包夹得远，还有什么地方要用劲，你们仔细观
察了吗?(起小朋友说说)。

小结：刚才小朋友说手要用劲，腿要用劲，胳膊也要用劲，
还有一个答案你们没有找到。

7、引导幼儿知道沙包要夹的远脚腕要用劲甩出去。

老师示范：那就请小朋友看清楚，如果老师的这两只手就好
象是两只脚，请小朋友观察一下，还有什么地方要用劲。(脚
腕)。

师：哦，原来是脚腕还要用劲，脚尖夹紧沙包，用脚腕把沙
包甩出去。请小朋友再试一试，练习一下。

8、游戏部分“夹包连续跳”。

师：集合：看小朋友玩得都很开心，我们马上就要进行一个
比赛了，比赛是有规则的。请小朋友听清楚：

师：比赛分成六组进行，请第一组的小朋友站在第一赛道，
第二组的小朋友站在第二赛道。(整队站好六个纵队)。



规则：各队第一名小朋友夹着沙包连续往前跳，跳到前面的
横线处，把沙包夹起用力甩出去。然后捡起沙包从跑回把沙
包交给第二名小朋友的手中，接到沙包的小朋友马上接着进
行往前跳。依次进行，哪一组的小朋友先轮完那一组为胜。
获胜的那一组可以得到一面小红旗。看哪一组先获胜，得的
红旗多。

5、幼儿游戏，教师在旁边指导。

6、游戏反复进行两次。

1、最后做放松整理活动。

2、师：请小朋友找个好朋友手拉手。

3、小结活动情况下课！

小班户外玩沙教案反思篇三

1、 通过学习双脚夹包跳起前掷，发展幼儿双脚向上跳的能
力和动作速度。

2、 培养幼儿初步的竞争意识。

沙包、椅子、积木、垫子等。

第一组：传沙包。坐在椅子上，将沙包从第一个幼儿头上向
后传，最后拿到沙包的幼儿迅速跑到排头，其他幼儿依次向
后移。

第二组：过小桥。双手平托沙包走平衡木。

第三组：乌龟运粮。将沙包放在背上在垫子上学乌龟爬。



第四组：小蛇游。头顶沙包绕障碍走s形。

第五组：打沙包，用沙包练习投掷。

1、 教师示范动作。

2、 幼儿讲述观察结果，教师小结动作要领。

3、 幼儿示范，共同评价，讨论。

4、 分散练习，个别指导。

5、 集合，共同解决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强化动作要领。

1、 讲解游戏的方法，教师示范怎样运果子。

2、 幼儿游戏，注意游戏的规则。

3、 小结游戏。

小班户外玩沙教案反思篇四

“吹泡泡”是幼儿童年中最好玩、最难忘的游戏，幼儿都很
喜欢它的乐趣和体验。“吹泡泡”也来源于幼儿的生活，所
以我通过吹泡泡的形式让孩子们观察了解泡泡的五彩缤纷，
利用泡泡引发了孩子们更多的遐想，给予幼儿更多去想去说
的空间。因此设计科学活动《吹泡泡》，主要培养幼儿探究
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良好品质，为幼儿的一生奠定
良好的基础。

1.尝试用不同的材料吹泡泡，知道哪些材料可以吹出泡泡。

2.发现有洞的材料容易吹泡泡，体验动手动脑解决问题的成
功感。



3.根据自己的猜想有目的的进行验证，体验成功的喜悦。

知道用不同的材料和哪些材料可以吹出大小不同的泡泡，培
养幼儿根据自己的猜想有目的的进行验证的能力。

：通过动手实验操作，知道有洞的物体可以吹出泡泡。

记录表、笔、泡泡器、肥皂水、玩具、铁丝、吸管、毛巾等。

（一）谈话导入

2.教师操作

3.出示材料，介绍材料、记录表，幼儿猜测

幼儿猜测，“有谁愿意把自己的想法与大家说一说？”

你们的想法可多，我们赶紧把它记录下来（集体记录）

（二）幼儿操作

1.介绍四组材料，鼓励幼儿每种材料都试一试

2.幼儿表述操作结果，共同记录

哪些材料可以吹出泡泡呢？

3.幼儿再次操作

师幼共同总结：原来它们都有洞洞，所以可以吹出泡泡

（三）结束部分

今天我们玩了吹泡泡的游戏，大家开心吗？



小班户外玩沙教案反思篇五

在拍手游戏中让幼儿感受济南的美丽，通过设计情境让幼儿
体验家乡游的快乐，并锻炼幼儿的跨、跳、钻、爬、平衡的
动作技能,为此设计了“家乡游”这一好玩的游戏。

练习跨、跳、钻、爬、平衡的动作技能。体验合作游戏的快
乐。

布置好梅花桩、爬行垫、拱形门、50厘米地垫、若干面小红
旗。

1.边说儿歌边做拍手游戏,做准备运动。

附：拍手歌

你拍一，我拍一，济南泉城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佛山
倒影真美丽。你拍三，我拍三，济南有个趵突泉。你拍四，
我拍四，珍珠泉边做游戏。你拍五，我拍五，四面荷花三面
柳。你拍六，我拍六，大宽马路遛一遛。你拍七，我拍七，
广场喷泉真神奇。你拍八，我拍八，红叶谷里美如画。你拍
九，我拍九，大明湖边走一走。你拍十，我拍十，泉城济南
真美丽。

2.教师以游戏“家乡美”的形式组织活动。引导幼儿观看、
熟悉场地，并让幼儿探讨、尝试玩法。

3.教师介绍并示范玩法。

(1)青青绿草地(爬过爬行垫)。动作要求：手脚着地。(2)勇
过隧道(2个拱形门一组纵队，中间间距1——1.5米，上面用
布罩上，做成隧道状)。提醒幼儿钻的过程中尽量弯腰，不要
碰坏了“隧道”。



(3)喷涌的泉水(走梅花桩)。提醒幼儿可以张开双臂，以便保
持平衡，尽量不要掉进“泉水”里。

(4)跨过小河(跨过50厘米的地垫)。依据幼儿的能力，可允许
鼓励幼儿尝试进行立定跳跃、助跑跨越等动作。

练习以上动作时组织幼儿一个跟一个进行活动，提醒幼儿注
意安全。

4.组织幼儿逐项进行，分组练习。

5.游戏开始，教师讲解游戏规则：幼儿一个跟着一个按一定
的路线进行游戏，逐一经过各个障碍，到达终点后举起小红
旗表示胜利。

6..放松整理活动，利用“我们都是好朋友”的情景，组织幼
儿之间相互捶捶腿、敲敲背，放松肌肉，自然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