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体育捕虾教学反思 大班体育教案及
教学反思(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大班体育捕虾教学反思篇一

让幼儿联系听信号原地转向和改变方向跑。

商讨游戏规则，体验合作游戏的快乐。

初步培养幼儿体育活动的兴趣。

场地准备

1、热身，入场;

2、引题，介绍玩法;让一半的幼儿做地道，让他们站成四列
纵队，然后两臂侧平举手拉手，则横队和横队之间的通道即
为地道，其余的幼儿则为穿地道者。游戏开始时，穿地道的
幼儿分散地在各条"地道"上随意跑动，教师发出口令："向
左(右)――转!"组成地道的幼儿立即放下手臂，同时向左右
转身。然后再侧平举，手拉手地组成新地道。穿地道的幼儿
继续在新地道中任意跑动。反复转身数次后，让两组幼儿交
换角色，然后继续进行游戏。

3、交代注意事项：教师要指挥穿地道的幼儿统一跑的方向，
以避免他们互相碰撞。



4、幼儿游戏，师参与游戏，玩中指导。

5、整队，休息。结束。

体育游戏作为幼儿生活中最基本的活动，是幼儿园的重要教
育教学手段，幼师必须高度重视，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不
断探索，真正做到使幼儿处在一个自由轻松的环境中，随着
意愿活动，在愉快的气氛中获得宝贵的知识和经验。

大班体育捕虾教学反思篇二

大中小班皆可制作方法：用长约65cm的松紧带缝牢两头成圈，
圈上粘五彩绉纸做成。

1、手上绕圈：幼儿将圈套在手指上，在胸前或头顶上绕。，
熟练后可边跑边绕，进行单脚跳着绕或原地绕。

2、 拉弓射箭：右手食指勾住圈;左手拉直松紧带，向空中射
出并接住。比比谁射得高，谁接到的次数多。

3、 打气筒：将"五彩圈"一边踩在脚下，双手用力拉另一边。
嘴里可模仿打气的声音。

1、 拉力器：把两个"五彩圈"摆成十字交叉，幼儿面对面站
成弓射箭步，双手伸平，轮流将圈向两侧拉送。

2、踩小蛇：两个拴地一起。一幼儿弯腰拖圈学蛇游动，另一
幼儿则追着踩蛇。踩到后交换进行。

1、 接边跑：全班幼儿分组，多组第一位幼儿将圈拴在距起
点6米处的椅子上，返回后第二位再将圈解开后把圈交给第三
位，如此来回，比哪一组先结束。

1、喜欢帮助别人，与同伴友好相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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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活动中，我发现大班的孩子虽然不会转圈，但他们非
常喜欢跟圈做游戏。所以在本次活动中，我以玩圈为主线，
根据大班孩子的年龄特点，先让孩子自由探索，再集体练习。
在玩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圈的多种玩法，孩子们互相学习、分
享，大大提高了孩子玩圈的兴趣!这节活动比较成功。

大班体育捕虾教学反思篇三

我们发现常有弱视、斜视或不爱护眼睛的问题出现，而成人
后的各种视力问题也多由小时候的不良习惯所形成。因此，"
眼睛会做操"这一内容具有一定的教育价值，既符合的现实需
要，又有利其长远发展：既贴近生活，又有助拓展的知识经
验。

1、懂得保护眼睛重要性，掌握更多保护眼睛（视力）的知识。

2、创编"眼保健操"、体验大胆表达的成功感。

3、发展手眼协调一致的能力及创造能力。

4、乐于参与体育游戏，体验游戏的乐趣。

5、体验人多力量大，同伴间应该相互合作的情感。

知识经验准备：具备一定的保护眼睛的常识；具备分组讨论
的经验。

教师知识经验准备：事先充分了解保护眼睛的知识。

教具、学具准备：每人一副太阳镜，上面贴满胶带；制的小
老鼠指偶人手一个；音乐磁带《你的眼里有个我》；教师己



设计的护眼知识课件；每组一套不爱护眼睛及爱护眼睛的图
卡。

第一环节：黑暗体验、感受眼睛的重要性。

戴上制的眼镜，体验看不见东西时的感受以及由此带来的困
难，认识眼睛在我们生活的重要性。

第二环节：同伴、师幼互动，掌握更多保护眼睛（视力）的
知识。

1、让观察桌面上的图卡。围绕"如何爱护眼睛"进行讨论，在
讨论获得保护眼睛的新知识，教师观察、倾听，适时给予引
导。

2、结合护眼知识教学课件，与一道小结各种保护眼睛的常识，
关注不同的不同表达方式。

第三环节：创编"眼保健操"。

1、教师请取出小老鼠指偶，引导想象己是黑猫警长，将指偶
呈现在眼前，眼珠随着小老鼠上、下、左、右移动，不让老
鼠逃跑。这一过程，轻松达到让手眼一致、活动眼球的目的。

2、教师鼓励随音乐节拍设计、创编运动眼球、放松眼睛的步
骤。

3、分组设计、创编，选择最佳方案，编成创的眼保健操。

第四个环节：用图示方法记录"眼保健操"。

教师及时给予支持、引导、帮助，鼓励大胆表现，用己喜欢
的方式记录。最后，展示的记录。

1、将眼保健操作为一日活动的常规活动。



2、将"眼保健操"设计图带回家，提醒己和家长不忘保护视力。

在活动指导过程、我注重"三个最"，即最大的观察（努力观
察每位，适时提供帮助）；最小的干预（教师不干预代替，
突出为主体）：最多的鼓励（肯定、鼓励的点滴进步）。另
外。努力把握"玩学"的度。让在四个环节的层层递进，体验、
讨论、游戏、操作，获取新知，充分表现己，达成本次活动
目标。

大班体育捕虾教学反思篇四

1、探索各器械的多种玩法，有一定的创造性，提高动作的协
调性。

2、乐意与同伴分享交流自己的活动经验。

3、乐于参加体育活动，感受帮助有困难的人的快乐体验。

4、鼓励幼儿积极参与游戏，体验游戏带来的快乐。

沙包、橡皮筋、尾巴、各色绸带、纸棒、报纸、皮球等

热身运动自主探索运动分享交流

一、热身运动

运动员模仿操

二、自主探索活动

1、幼儿自由选择器具探索一物多玩的方法。

2、教师观察幼儿对各种器具的玩法，及时给予鼓励和肯定。

3、注意幼儿自我调节运动量、休息调整情况。



三、分享交流

1、幼儿间相互交流自己玩的方法。

2、个别幼儿表演自己的玩法，让孩子体验玩树叶的乐趣。老
师小结“方法多多多”。

3、游戏：

将手中的器具铺成一条能练跳、平衡的路后，开展游戏。(以
早操小组为单位开展)。

本次活动幼儿能基本学会各个乐句的动作，但是在学的过程
中，一些转向并做动作的地方掌握的比较慢，因为要跳又要
拍手，难度较大，练习的次数较多。个别幼儿没有学会，要
在游戏时在单独教他们练习几次，也有部分幼儿不仅动作学
会了，而且在配上音乐时很有感觉。

大班体育捕虾教学反思篇五

1、学习利用拳击的基本动作，发展幼儿的上肢力量和动作的
灵敏性。

2、培养幼儿团结协作的能力及勇敢的品质。

3、幼儿能自主结队进行游戏，学会与他人协作，提高团结协
作能力

4、让孩子们认识到，跟同伴合作是一种精神。有的时候一个
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跟同伴合作会得到更多的帮助，更多的
乐趣。

活动活动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拳击手套人手一套，沙袋，
录音机，磁带，奖章，怪兽服装。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幼儿有了兴趣就能主动积
极的去学习，高高兴兴的去玩，但不意味着幼儿都要像拳击
手那样地动作规范，只是通过活动让幼儿学习一种健身和发
泄的方法，减少攻击性行为。

游戏开始我请幼儿扮演奥特蔓战士，苦练拳击本领。再加上
一些音乐，把幼儿的生理、心里情绪都调动起来了，有跃跃
欲试，一显身手的冲动。林林说：“我要用钩拳打怪兽。”
铭铭说：“我会用直拳。”说完他们就到沙袋上打了起来。
其他小朋友看到他们像拳击手一样练得好时，也以他们为榜
样，练的更带劲。活动中我注重幼儿的个体差异，对能力强、
动作好的幼儿不仅要求上肢动作到位，进一步要求脚下灵活，
移动迅速，对能力差的幼儿，引导他们掌握出拳动作即可。
本领练好了，奥特蔓战士要去执行任务了，开车出发。这时
由男老师扮演的怪兽出现了，奥特曼战士要用拳击的本领战
胜他，打中要害怪兽就发出叫声，规则是：

1、怪兽退回老穴，战士必须回来补充能量。

2、怪兽倒下后不能再打。结果有的战士回来说，自己打中了
怪兽，可是怪兽没有叫，而其他小朋友打它时，它叫了。这
时怪兽指着那几个小朋友，说他们的拳没有力气，好像在给
自己按摩。我让两名幼儿做对比，他们很快发现出拳无力的
原因：

一是出拳没有转拳。

二是收拳不到位。并提醒幼儿再次练习时注意这两点，充分
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了幼儿的主体性。练好本领的
战士终于战胜了怪兽，战士们欢呼不已。在整个游戏活动中，
没有枯燥无味的讲解，没有长时间的等待，教师精讲，幼儿
多练，让幼儿得到了充分的活动。

在平常就可以多多跟孩子交涉此类问题，让孩子知道我已经



长大了，成为勇敢的孩子了。只有这样，孩子的进步才能够
直接凸显出来。

在平常就可以多多跟孩子交涉此类问题，让孩子知道我已经
长大了，成为勇敢的孩子了。只有这样，孩子的进步才能够
直接凸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