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集体游戏活动有哪些 幼儿园小班游
戏课教案(大全6篇)

通过竞聘，人们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进一步拓展职业
发展的空间。在竞聘中，我们要展示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以增加获胜的机会。以下是一些竞聘中常见的问题及解决方
法，供大家参考借鉴。

小班集体游戏活动有哪些篇一

托班幼儿学会水杯口朝上拿杯子。

小豆豆、水杯、装豆豆的筐子。场地一端是装满豆豆的筐子,
另一端是空筐子。

2.幼儿回答完,老师说："咱们用小水杯帮忙运豆豆好不好?"

3.老师交待用水杯运豆豆的方法,强调杯口一定要朝上,否则
豆豆就撒出来了,边说边给幼儿示范。老师提示说：要是撒了
就小心拣起来再向前走。

4.幼儿将豆豆运到对面的空筐子里倒进去再回到起点,重复前
边的动作。

小朋友一起听音乐。

小班游戏：小兔子捉迷藏

1、初步熟悉音乐旋律，学习蹦跳步，并能按音乐节奏和情节
进行表演。

2、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创编出花的不同造型动作、小兔动作
和自然物。



3、体验游戏中小兔和兔妈妈捉迷藏时的愉快情绪。

1、小兔头饰于幼儿人数相等、录音机、磁带

2、日常活动中带领幼儿观察并模仿花的造型

一、复习歌曲《春来到》，鼓励幼儿有表情的表现小动物出
来玩的样子。

二、熟悉音乐旋律，了解游戏玩法

1、教师引导幼儿完整欣赏a、b、c三段音乐

1)、导语：春天来了，还有许多动物出来玩了，你们听它们
是谁?

(教师播放音乐，引导幼儿完整欣赏三段音乐)

2)、提问：你觉得这段音乐里都有谁出来了，它们在做什么?

2、幼儿听音乐看表演(使幼儿进一步感受、理解音乐，了解
游戏情境)

教师表演后提问：

1)、你们喜欢刚刚的.表演吗?想再看一遍吗?你们要注意看看
都有谁出来了?它们在做什么?(引导幼儿了解游戏情节)

2)、刚刚的游戏中都有谁?它们在做什么?你从哪里看出来的?

(进一步引导幼儿了解游戏顺序和小兔动作)

3)、它们是不是一开始就在捉迷藏啊?

(引导幼儿再次完整欣赏两段音乐，感受两段音乐表现的不同



内容和游戏情境)

3、学习蹦跳步和小兔子动作

小班集体游戏活动有哪些篇二

小班幼儿处于懵懂时期，知识经验不够丰富，但对周围世界
充满浓厚的兴趣，探索世界不妨从幼儿自身开始。身体是每
个孩子都有的，却很少有机会去仔细观察它，创设这样的机
会让孩子们感受，在游戏中萌发对身体的初步探索兴趣。

在活动形式安排上，我考虑到了幼儿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行动"的特点，通过看、说、摸、跳等形式，让孩子们在宽
松的氛围中充分地感知、体验、表达，在发展想象和语言表
达能力的同时，获得保护身体的粗浅知识。

1．在游戏中初步了解身体各部位的名称。

2．运用身体各部位积极参与活动，感受身体的重要性。

3．体验游戏的乐趣，萌发初步的自我保护意识。

知识经验准备：已有初步的认识人体的经验。

物质材料准备：10个呼啦圈，一块大布，每人一张拼图，三
首奥尔夫音乐。

一、韵律导入，认知身体"小朋友，你知道我们的'身体有哪
些部位吗？"(有脚、头、肩膀……)"让我们一起再来认识一
下它们，从头开始吧！"二、摸摸猜猜，学说儿歌过渡："小
朋友真棒，身体的各个部位：头、手、脚都协调地动起来了。
现在先请小朋友坐下，我们来玩个猜猜看的游戏。"1.幼儿触
摸，进一步认识身体。



"这块大布下藏着一个人，我们来摸一摸，猜猜你摸到他身体
的哪个部位。"2.揭示人体部位名称，学说"我的xx"。

3.完整说儿歌。

三、呼啦圈游戏，协调动作"现在，老师想和小朋友玩一个呼
啦圈游戏。"1.介绍游戏规则。

2.听音乐（奥尔夫--开始、停止的音乐。）玩游戏，适当增
加难度。

四、模仿想象，迁移经验过渡：我们认识了身体的这么多部
位，好能干啊！你的身体平时都干些什么事，谁能表演一下？
（洗脸、刷牙、打电话……）1.模仿生活动作。

小班集体游戏活动有哪些篇三

目标：

1、通过游戏模仿怀孕时的妈妈，发展幼儿跳的动作;

2、喜欢参与游戏，能与同伴轮换玩具玩游戏;

3、培养幼儿边操作边讲述的习惯。

4、让孩子们能正确判断数量。

准备：4 个不同颜色的大布口袋(里面装着沙子)、平衡木、

过程：

1、准备活动：动物模仿动作

2、游戏：《袋鼠妈妈》玩法：幼儿分成人数相同的四队，每



一队排头的幼儿系上大口袋当袋鼠妈妈，走过平衡木，(教案
出自：快思教案网)跳到呼拉圈里，再跳回来把口袋交给下一
名幼儿;规则：当袋鼠妈妈必须要跳着完成游戏;没跳的幼儿
要重新开始。

3、分散活动：提供大口袋，指导幼儿带着大口袋模仿袋鼠妈
妈的动作，扮演角色进行袋鼠妈妈跳跳跳的游戏。

活动反思：

反馈活动中，幼儿在跳得过程中，由于个别幼儿跳的较近，
导致后面的快的幼儿就会不小心绊倒前面幼儿，幼儿参与活
动的积极性很高，但活动秩序较乱，游戏内容掌握不到位。

小班集体游戏活动有哪些篇四

1、初步学习在奔跑时用眼睛观察对方，避免碰撞。

2、积极参加游戏，遵守游戏规则。

活动准备

1、活动前观察秋天起风时落叶飞舞、飘动的景象。

2、风婆婆头饰一个。

活动过程

1、一起念儿歌《片片飞来象蝴蝶》，边做相应动作。

2、提问帮助幼儿回忆和表现风与树叶飘动的关系。

——小朋友看到风来了，小树叶会怎样？



——教师发出信号，幼儿根据信号做相应的动作：站立、跑、
走、蹲下。

3、学习游戏“风婆婆和小树叶”。

——交代游戏角色和玩法。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风婆婆和小树叶”的游戏，你们都
来做小树叶，老师来做风婆婆。小树叶蹲在地上，当你们听
到风婆婆说“起风了”，就站起来；当你们听到风婆婆
说“风大了”，你们就轻轻地跑步，在飞舞；当你们听到风
婆婆说“风小了”，你们就慢慢地走，轻轻地飘；当你们听
到风婆婆说“风停了”，你们就一起蹲下，“落”在了地上。

——小朋友在跑的时候眼睛看什么地方？小嘴巴应该怎样？
提醒幼儿眼睛看前方，避免碰撞，嘴巴不喊叫，以免咳嗽。

——教师扮演“风婆婆”和幼儿共同游戏3——4次。教师可
根据幼儿的运动能力调整走、跑的时间，同时提醒幼儿按教
师发出的信号行动。

——请个别能力强的幼儿来扮演“风婆婆”，其余幼儿扮
演“小树叶”再次游戏。

小班集体游戏活动有哪些篇五

1、理解、学习儿歌，初步感受儿歌的比喻手法。

2、根据生活经验讲述爸爸妈妈对自己的爱，语言完整。

3、尝试替换儿歌中的祝福语进行朗诵，表达自己对爸爸妈妈
的感激之情。



1、幼儿课前了解爸爸妈妈的工作单位、爱好等一些情况。

2、磁带、录音机。

一、谈话

1、请小朋友向你身边的朋友介绍一下你的爸爸妈妈，我们是
干什么工作的?在家里都做哪些事情?个别介绍：谁愿意向全
班的小朋友和老师介绍介绍自己的爸爸妈妈?教师小结：爸爸
妈妈很爱我们，他们不怕辛苦，每天都为我们做很多事情。

2、小朋友你们爱不爱自己的爸爸妈妈?你想对爸爸妈妈说一
句什么话?(鼓励幼儿对爸爸妈妈说一句感谢或祝福的话)

二、理解并学习儿歌

1、有一首儿歌，说的就是小朋友祝福爸爸妈妈的话，儿歌的
名字叫《爱的祝福》，我们来听听。

2、教师朗诵儿歌，提问：儿歌的名字叫什么?儿歌里说了些
什么?

3、放录音，再次欣赏儿歌，提问：儿歌的名字叫什么?儿歌
里把爸爸妈妈的爱比作什么?为什么?最后小朋友是怎么祝福
爸爸妈妈的?(引导运用儿歌中的语言进行回答。)

4、教师带领幼儿完整学习朗诵儿歌。

5、教师引导幼儿有感情地朗诵儿歌。

6、幼儿完整朗诵儿歌。

三、仿编儿歌

1、除了祝爸爸妈妈快乐又健康，你还想祝他们什么呢?



2、根据幼儿的回答，替换祝福与并示范朗诵。鼓励幼儿大胆
创编儿歌。

3、带领幼儿朗诵新编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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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三角铁、并熟悉三角铁的音色。

2、能够辨别两种乐器同时敲击的声音，并说出它们的名称。

3、喜欢参加音乐活动，在活动中体验敲击乐器的乐趣。

4、在活动中幼儿倾听音乐，大胆的游戏表演。

5、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能够辨别两种乐器同时敲击的声音，并说出它们的名称。

1、经验准备：认识沙锤、手铃、响板。

2、物质准备：沙锤、手铃、响板、三角铁、四种乐器的图片。

（一）认识新乐器

1、教师在幕后敲击乐器，请幼儿倾听是哪种乐器发出的声音。

师：“小朋友们，听一听是哪种乐器朋友来了。”

2、教师敲击一种乐器，请幼儿猜想一种结果，依次出示敲击
的乐器。

师：“你们真棒！今天我们班又来了一个新的乐器朋友，请
你们听一听是哪种乐器来了。”教师敲击三角铁，请幼儿说
说是什么乐器！



3、“小朋友们看一看它是什么形状的，（三角形）！请小朋
友摸一摸它的材质，（铁的）！听一听它的声音，（清脆
的）！所以它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三角铁。”

4、请小朋友自由敲击三角铁乐器。

（二）玩游戏“什么乐器在歌唱”

1、请幼儿分两次倾听沙锤、三角铁、手铃、响板的声音。在
幕前敲击一次，在幕后敲击一次。

2、游戏一：分别将四张乐器图片粘贴在教室的四个方位，代
表乐器的家。教师依次介绍乐器家的方位。

3、规则：请幼儿倾听教师幕后敲击的乐器，请幼儿根据自己
的判断站到相对应的图片家中。等幼儿站好后，教师出示敲
击的乐器，猜对的幼儿教师给一个大拇指鼓励。猜错的幼儿，
教师再次敲击该乐器，请幼儿再次倾听。继续玩游戏。

4、游戏二：分别将四张乐器图片不重复的两两分成一组，粘
贴在教室的各个方位，教师依次介绍乐器家的方位。

5、规则：教师在幕后同时敲击两种乐器，请幼儿根据自己的
判断站到相对应的两种图片家中，等幼儿站好后，教师出示
敲击的乐器，猜对的幼儿教师给一个大拇指鼓励。鼓励后游
戏继续玩。猜错的幼儿，教师再次敲击该乐器，请幼儿再次
倾听。继续玩游戏。

（三）游戏结束

幼儿的兴趣非常浓，能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但在幼儿讨论
的这个阶段，我应该创设情景，让幼儿体验。我会多看看多
学学，让以后的教学活动能够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