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恐龙体育游戏教案(汇总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恐龙体育游戏教案篇一

“跑蜗牛”是流传于胶州民间的一种游戏活动，形式新颖且
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跑蜗牛”主要引导幼儿练习沙包的投准和躲闪跑得动作，
在游戏过程中提高幼儿的反应能力和动作的灵活性，通过与
同伴互相交换角色和分组游戏，提高大班幼儿协商、合作游
戏的能力。

1、练习跑、躲闪和投掷的动作，发展身体动作的协调性。

2、能手眼协调地投掷沙包或灵活的躲闪沙包跑。

3、体验与同伴合作游戏的快乐。

1、沙包若干，《我是快乐的小蜗牛》音乐。

2、场地布置：用粉笔在场地上画一个大大的螺旋状蜗牛壳，
蜗牛壳线与线之间的距离可以容两名幼儿同时通过，圈的多
少可根据实际情况定。

1、准备活动，随《我是快乐的小蜗牛》音乐节奏玩“卷蜗
牛”游戏。

幼儿 10 人左右为一组，双手搭伙伴的肩膀站成一纵队，随
着教师“卷，卷，快快（慢慢）卷，卷成一只小蜗牛”口令



向里卷卷成蜗牛状，活动身体关节。

2、玩游戏“打蜗牛”，练习投掷或躲闪的动作。

3、 教师介绍游戏玩法，引导幼儿轮流交换角色进行游戏。

玩“跑蜗牛游戏”，练习在跑的过程中兼顾投掷或躲闪沙包，
提高身体动作的灵活性和快速反应能力。

（1）教师介绍并示范游戏玩法。

（2）幼儿可 5 人一组进行游戏，熟练后可交换角色反复游
戏。

4、放松活动：随《我是快乐的小蜗牛》音乐节奏，引导幼儿
模仿小蜗牛下山坡、爬行、睡觉等动作进行放松。

5 名幼儿为一组，两名幼儿面对面站在相隔 5 米远的两条平
行线上，从两边轮流投沙包，其他幼儿扮演蜗牛在两条平行
线中间躲闪沙包，不能被飞来的沙包碰到身体的任何一个地
方，碰到后算失败。可以接住飞来的沙包，还给投掷的幼儿
继续游戏。

玩法：小蜗牛要躲过障碍物（同伴丢来的沙包）跑到蜗牛岛
的中心，再跑回来。我牛刀中心是安全区，不能扔沙包；小
蜗牛跑时要注意不能踩到蜗牛壳线或是互相碰撞，还要躲避
飞来的沙包，可以接住，接住后扔出，扔得越远越好， 在丢
沙包的人捡起沙包的这段时间，可以在无障碍的情况下快跑。

恐龙体育游戏教案篇二

设计意图：

小羊是幼儿喜欢的动物，救小羊和扮演迷路的小羊幼儿更是



喜欢。为了发展幼儿的基本动作，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体
验与同伴游戏的快乐，设计了本次活动。

活动目标

1、培养幼儿合作意识，提高幼儿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敏性。

2、综合练习走、跑、跳的动作，体验团结友爱的情感。

活动准备

小羊头饰、录音磁带、长绳（小河）、平衡木（小桥）、易
拉罐（树林）拱形门（山洞）

活动过程

1、热身运动：放音乐《向前冲》带领幼儿做体操进行热身。

2、谈话激趣：师：有一群小羊迷路了，小朋友们想不想救小
羊。（想）

3、游戏规则：把幼儿分成两队，一队扮演迷路的小羊，藏在
山洞里或藏在树后面，一队救小羊。救小羊的小朋友要钻山
洞、夸小河、钻树林、过独木桥。找到迷路的小羊，然后一
对一拉着小羊的手顺原路返回。（救小羊的幼儿半路不能松
开小羊的手。）

4、游戏：《救小羊》布置场地：山洞、树林、小河、独木桥。
把幼儿分成两队，迷路的小羊藏起来。放欢乐的音乐，游戏
开始。第二次游戏互换角色。

5、放松活动：老师带领幼儿随着音乐轻轻拍打自己的腿和身
体做放松。最后扮演小羊跟着老师回教室休息。

活动反思：



通过这次活动，锻炼了幼儿团结友爱的精神，使幼儿懂得了
同伴之间要互相帮助，既帮助了朋友自己又得到了快乐。

恐龙体育游戏教案篇三

跳房子是一种传统的游戏活动，对于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
是一种并不陌生的游戏，可是对于现代的孩子，各种各样的
电子玩具充斥着他们的世界，户外活动已是现代孩子的向往，
跳房子的游戏，简单安全。在游戏活动幼儿不仅学会了序数
的排列，而且学会了指物点数，在游戏的过程中，需要同伴
的合作才能达到一定的级别，培养了孩子的合作意识，锻炼
了孩子的合作能力，使孩子的身心得到了愉悦和发展。

1、发展幼儿双脚跳、单脚跳的能力。

2、培养幼儿对户外活动的兴趣，培养了孩子的合作能力。

沙包、用粉笔在地上画的房子图形

幼儿随音乐做热身运动，踢腿、伸手、弯腰、点头。

1、不能跨格或者是数游戏者字跳，必须按顺
序1—2—3—4—5—6—7—8—9。

2、单脚跳的途中，如果其中一只脚落地了，就算输，罚下场，
等候第二轮比赛。

游戏一：

幼儿分组，每组三人，或者是自己组合，几人均可。幼儿把
沙包扔进标有数字“1”的长方形方格里面，然后双脚夹起沙
包把它扔到标有数字“2”的长方形格子里面。依次进行，直
到沙包被扔到“9”时，幼儿弯腰把沙包捡起，跳出房子。第



二名幼儿再重新开始。

游戏二：

幼儿把沙包扔进数字“1”里面，再单脚跳进“1”，然后单
脚包沙包踢进“2”，依次进行。最后把沙包踢进“9”后，
幼儿单脚站在数字“8”里面，弯腰把沙包捡起来。第二名幼
儿再开始。

游戏三：

玩的方法同“1”或“2”，如果第一名幼儿没有失误，就可
以再第二轮比赛中直接把沙包扔进“2”，如果还是没有失误，
就可以再直接把沙包扔进“3”。第二名、第三名幼儿进行时
也同样。

幼儿回家后与同伴或者是哥哥姐姐玩跳房子的.游戏。

本游戏的玩法自由灵活，简单安全。不受时间场地的限制，
幼儿随时都可自由玩耍，并且对幼儿的认识数字，排列序数，
指物点数都有一定的帮助，培养了幼儿的合作意识与合作能
力，是幼儿在游戏过程中体验了活动的快乐，愉悦了身心。

恐龙体育游戏教案篇四

1、尝试用钻和跨的动作合作完成游戏，体验成功的快乐。

2、调节肢体动作的灵活性和协调性。

活动准备：1、泡沫板（两人一块）、

2、标记线、

3、示意图卡、(游戏玩法、规则、注意事项)



4、音乐 （三段不同性质的音乐：热身――游戏――放松）

一、 热身运动：

老师：孩子们！我们背上小书包去郊游了！出发！

（动作:跷跷板、划船、小火车、过河??）

提示：幼儿随着音乐节奏，在老师引领下利用泡沫板，尝试
同伴合作进行热身运动 过渡：孩子们，我们先坐下来休息一
会，（队形：半圆）

二、 体育游戏《烤香肠》

（一）引发游戏兴趣

1、你们吃过香肠吗？你能用身体来表现香肠的吗？（幼儿表
演）

2、，今天我们就来玩一个有趣的`游戏，名字就叫《烤香肠》
怎么玩呢？

（二）老师介绍游戏的玩法和规则（提示：规则卡）

1、老师一边讲述游戏的方法一边用图示卡进行提示并突出游
戏的重点动作：跨、钻

2、请两位幼儿进行示范，再一次理解游戏的玩法

3、介绍游戏方法过程中穿插游戏规则

烤三次“香肠”才能算熟（“厨师”从做“香肠”的小朋友
身上跨过去，“香肠”翻个身，“香肠”手脚着地，做拱门
状，变胖了，“厨师”从“香肠”下面钻过去算作烤一次；
循环持续跨过去、钻回来，反复三次，“香肠”就熟了。



烤好的“香肠”要做一个可爱有趣的动作，表示香肠烤熟了。

两个朋友可以互换角色，再次游戏。

4、交代游戏的注意事项：双手护胸自我保护

（三）幼儿游戏

1、幼儿两两合作进行游戏的尝试，练习跨和钻的动作，完成
游戏“烤香肠”

2、交流分享并示范

说说你们用什么好办法能让“香肠“烤的快一点？

如果一个是矮个子和一个高个子合作的话，又能用什么好办
法烤的快一点呢？

三、 幼儿再次练习

（四）游戏竞赛“烤香肠大赛“

肠”一次躺在垫子上。“厨师”要跨过每一根“香肠”，再
从每一根“香肠”下钻回来，拍一下“小厨师”的手，下一位
“厨师”才能出发。重复前面的动作，直至所有的厨师都拷
过香肠。

2、介绍游戏规则：

第二个“厨师”在与第一个“厨师”拍手前不能提前越线。

率先考完所有“香肠”的“厨师”组获胜。

3、交代游戏注意事项：“厨师”要注意安全，不要把“香
肠”踩坏了。（提醒做“香肠”的小朋友双手抱在身体上保



护好自己）

4、幼儿开始游戏

四、结束活动：幼儿放松运动

恐龙体育游戏教案篇五

跳绳是幼儿常玩的，也是幼儿锻炼身体所用的。为了调动孩
子们跳绳的兴趣，增强孩子们的体质，探索出绳子更多的玩
法，促进孩子与妈妈之间情感的.交流。在孩子与妈妈一起跳
绳的过程中使家长重温童年的快乐，有效增进亲子感情。因
此结合大班主题特色活动，决定开展“妈妈和我一起来”亲
子活动。

1.能探索出绳子的各种玩法，掌握玩绳的基本技能，发展幼
儿的身体动作。

2.引导妈妈参与到孩子的活动中，体验创造性玩绳的乐趣，
发展幼儿的想象力与创造

力

3.在孩子与妈妈一起跳绳的过程中，增加亲子感情，体验与
孩子一起成长的快乐。

1、幼儿、妈妈每人一跟绳子；

2、幼儿花样跳绳的经验；

3、提前进行家园沟通，妈妈在家进行跳绳练习

20xx年12月21日



幼儿园操场组织人：丁婕

参加人员：大班全体教师、全体幼儿及妈妈

组织家长与孩子人员：臧雅楠、丁婕、刘晓、李英杰摄像：
管风燕

音乐：王明月

一、准备活动

1.跟随音乐，练习跳跃及上肢动作。

师：跳、跳、跳，跟着老师跳一跳，绕绕臂，绕绕臂，跟着
老师绕绕臂。提问：“还可以怎么跳？还可以怎样绕臂？”

引导幼儿向前跳，向后跳，向上跳，蹲跳，向左跳，向右跳，
单、双脚跳；向前饶，向后绕，单、双手绕，举起手臂绕等。

二、游戏：与我说的相反

玩法：师说向上跳，妈妈和宝宝蹲跳，师说向前跳，妈妈和
宝宝则后跳，练习动作的灵敏性。

三、我和妈妈一起跳绳比赛

1、幼儿1分钟跳绳比赛

2、幼儿花样跳绳展示，妈妈花样跳绳

3、妈妈带宝宝跳绳1分钟跳绳比赛

4、妈妈和宝宝探索“合作跳绳”玩法四、放松活动

妈妈和宝宝自愿组合，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拉伸等放松活动。



五、请妈妈们就活动写出感想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