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老鹰捉小鸡教案活动反思中班(精
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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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案的
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
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老鹰捉小鸡教案活动反思中班篇一

小班幼儿活泼好动，特别喜欢体育游戏，但游戏的规则意识、
安全意识不强，所以户外活动应选择简单易学，孩子感兴趣
的游戏。《老鹰捉小鸡》这一民间游戏易懂、易学，动作简
单有趣，容易被幼儿所接受，且随时随地自由结合，不用任
何道具就玩的很开心，非常适合小班孩子玩。

1、锻炼幼儿行动的敏捷性和反响本领，学会躲闪。

2、通过幼儿对民间游戏的了解，培养幼儿团结合作的精神，
弘扬我国民族文化。

3、培养幼儿对体育运动的兴趣爱好。

宽敞平坦的活动区，鸡妈妈、老鹰的头饰;鸡宝宝胸饰若干;
录有民间童谣的音乐磁带。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讲故事：鸡妈妈领着小鸡在草地上找食吃，忽然天上飞来了
一只大老鹰，小鸡们吓的大喊：“妈妈救命”鸡妈妈大声说：
“孩子们快排好队，到妈妈身后来。听妈妈的口令。”老
鹰”扑来扑去，心里盘算着怎样抓到小鸡。可是”鸡妈妈”
紧紧地护着小鸡，使老鹰很难有下手的机会。老鹰装作漫不



经心的样子，突然猛一转身，向着小鸡扑了过去。鸡妈妈见
状，大吃一惊，张开了她的双翅迅速挡住了老鹰的去路，机
警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们。而小鸡们可听话了，也一个拉着
一个，左躲右闪，不让”老鹰”抓住。

教师：孩子们，鸡妈妈是不是很勇敢?小鸡是不是很听话?

现在我们出去做游戏，你们听老师的话吗?

幼儿：听话

二、开始游戏(幼儿扮演小鸡，一位老师扮演鸡妈妈，另一位
老师扮演老鹰)

师：小鸡宝宝们，鸡妈妈我呀想带你们出去玩玩，你们想去
吗?鸡宝宝按顺序排好队，跟着妈妈出发吧。 (幼儿在童谣音
乐声中,走进活动场地同时做准备活动并队列训练)

幼儿：老鹰来了

师：哎呀,谁来了?(老鹰来了)快到妈妈身后躲起来。

(师幼玩老鹰捉小鸡游戏)

三、归纳总结

游戏时应该遵守游戏规则，不推不挤，注意安全。

四、儿歌韵律，放松活动

孩子们真棒，你们出汗了吗?我们一起休息休息吧!

这节课孩子们积极投入、兴趣高涨，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角色
中，表现出自主探索、乐意合作和挑战自我的精神。通过游
戏锻炼了幼儿快速跑的本领，学会躲闪。还培养了幼儿遵守



游戏规则意识和安全意识。在这节活动课中教师还充分利用
背景音乐代替教师的语言，较好地刺激了幼儿的音乐感官和
运动感官，使民间体育游戏活动成为培养儿童兴趣、发展动
作、表达情感、开拓创新的过程。

老鹰捉小鸡教案活动反思中班篇二

1．发展幼儿表演，边看边演，边看边听的能力。

2.在游戏中发展儿童的.认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在游戏中发展儿童的认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

难点：通过游戏练习儿童各种感官能力。

分组，制作老鹰头饰作为教具，小鸡头饰教具

1．开始

教学如何玩老鹰做小鸡这个活动，讲游戏规则。

2．进入游戏

将中班幼儿分成若干个组，然后挑一组师生合作玩作为示范，
其他组边看边玩

3．教师适时到各组参与游戏，并对不敢做的幼儿耐心引导，
帮助其进入到游戏的氛围中。

1.中班幼儿有强烈的好奇心，同伴关系的发展迅速，他们有
这强烈的合群愿望。并且在活动中他们能有所创新，他们会
改变活动中的一些小细节规则，更加的适合他们的心理需要。



2.对活动过程的反思：

（1）对幼儿发展的反思：这个活动设计得还是很成功的，大
部分儿童都能积极参与到活动中去，很多儿童积极配合老师
组织活动，但是从这个活动看，也有一些不足，特别是对于
一些平时不爱动的孩子，要给予多一些鼓励，但是我只是关
注大部分儿童，并没有做到面面俱到，还有就是对于儿童在
活动中的一些创新没有及时给予表扬。

（2）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反思：由于自己刚出来工作，理论联
系实际不够强，以后要多实践，要了解班上的每一个儿童的
心理特点，在设计活动的时候要制造多套灵活的活动方案，
根据不同儿童的心理承受能力安排活动内容。

（3）对师幼互动的反思：在师生进入游戏角色的伊始，我耐
心讲解，学生很快进入游戏角色。师生在游戏过程中气氛浓
厚。

3.对活动效果的评析：活动由始到终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
随着儿童对活动的熟悉度和玩耍时间的推移，有一些儿童明
显有些厌倦了此项活动，他们想玩其他的游戏了，在今后的
活动设计一定要考虑到儿童对游戏热情度的持续情况。

4.如果让我重新上这节课，我会更加关注活动的各个环节，
我会选拔一些能力强的做小老师，去教不是很会玩的儿童，
这样一来能更好的发展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还要给予在活
动中表现突出的儿童一些奖励。

老鹰捉小鸡教案活动反思中班篇三

节民间体育游戏课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设计巧妙、过程自然、
活动效果好，是一节非常成功的体育课。



一、首先我来谈谈这节课的三大亮点：

1、亮点一：教具新颖可操作性强。

这节课教师一改往常体育课成品教具的使用形式，利用废旧
海绵条、彩色布条和子母贴进行包装，把海绵的柔软性、布
条的多彩和子母贴的可粘贴性融为一体制作的海绵条，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特点：1、色彩鲜艳亮丽，孩子们非常喜爱，自
然把孩子们分成红黄蓝绿四组，便于教师的组织教学和孩子
的角色进入；2、海绵条的多变性和子母贴的可粘贴性，可直
可弯，还可互相连接，就象变魔术，充分体现了一物多玩的
特点，调动了幼儿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使海绵条在这节
游戏课中充分地发挥了极为广阔的教育价值。

2、亮点二：独具民族文化特色，设计巧妙，过程体现层次性。

这节课将我们幼儿园江西省省级重点课题《开发民间体育游
戏，促进幼儿动作发展的实践研究》和主题《弯弯绕饶》巧
妙地融合在一起，弘扬我国了民族文化，发展了民族精神。用
《老鹰抓小鸡》的游戏贯穿整个活动始终，通过创编海绵条
的玩法到利用具有特色的民间游戏《过独木桥》、《城门城
门几丈高》、《跳房子》、《三大-炮》四个环节来发展幼儿
走、钻、跳、投掷等动作，教学设计巧妙，独具特色。而且
在游戏内容的设计上由易到难，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独木
桥由宽到窄、城门从高到低，每一次难度的提升，都为幼儿
创造了一次次成功的体验，使他们在活动中增强了自信，得
到了快乐，创新意识得到了提高。

3、背景音乐和民间童谣的合理使用又是一大亮点

在这节活动课中教师充分利用背景音乐代替教师的语言，使
各个环节过渡自然，合理使用朗朗上口的民间童谣进行有目
的.地贯穿，较好地刺激了幼儿的音乐感官和运动感官，使幼
儿在多种感官的参与下，进行有趣地主动活动，使学习、游



戏生活化，从而使幼儿在活动中主动、整体地发展，使民间
体育游戏活动成为培养儿童兴趣、发展动作、表达情感、开
拓创新的过程。

二、在活动中老师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为每个幼儿提供了
平等参与的机会，注重与孩子的交流，在教学难点一物多玩
这一环节中，语言提示恰到好处，指导针对性强。教师语言
简洁、口令有力，教态亲切自然，完全将自己置身于鸡妈妈
的角色之中，很好地完成活动。

三、在活动中，孩子们积极投入，表现出自主探索、乐意合
作、挑战自我的精神。

老鹰捉小鸡教案活动反思中班篇四

1.能够听信号向指定方向跑，跑动中能平稳控制自己的身体。

2.尝试一物多玩，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3.乐于参与体育游戏，体验游戏的乐趣。

4.学会与同伴协商合作游戏。

5.初步培养幼儿体育活动的兴趣。

乐于参与体育游戏，体验游戏的乐趣。探索一物多玩方法。

1．幼儿人手一个呼啦圈。

2．音乐、老鹰、母鸡、小兔、小猫和小狗头饰。

3.小树、小桥等材料布置场地，创设游戏情境。

一、热身活动：开汽车进场。



师：“小鸡宝宝们，今天天气真好，我们一起去郊游吧!”随
音乐入场。

二、幼儿探索圈的多种玩法。

1、幼儿自由玩圈。

2、交流圈的多种玩法。

请幼儿说一说自己是怎样玩圈的？并演示玩法。

3、鼓励幼儿探索圈的多种玩法，引导幼儿相互学习。

三、游戏：超级变变变

四、游戏：老鹰捉小鸡

1、认识3个小动物的家。

“开车来到“小兔家”：“咦？这是谁的家呀？”“我们一
起向小兔问好！”接着开车来到“小猫家”、“小狗家”。

2、讨论：老鹰来了怎么办？（讨论游戏规则）

“听——这是什么？可能是谁来啦？”“如果老鹰来了，我
们怎么办呢？”“躲到哪？”我们试试看，教师与幼儿一同
跑到“小猫家”将圈放地上躲好。

3、游戏：老鹰捉小鸡（根据指令找“家”）

五、放松活动：开汽车回家

老鹰捉小鸡教案活动反思中班篇五

1．发展幼儿表演，边看边演，边看边听的能力。



2. 在游戏中发展儿童的认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在游戏中发展儿童的认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

难点：通过游戏练习儿童各种感官能力。

分组，制作老鹰头饰作为教具，小鸡头饰教具

1．开始

教学如何玩老鹰做小鸡这个活动，讲游戏规则。

2．进入游戏

将中班幼儿分成若干个组，然后挑一组师生合作玩作为示范，
其他组边看边玩

3．教师适时到各组参与游戏，并对不敢做的幼儿耐心引导，
帮助其进入到游戏的氛围中。

1. 中班幼儿有强烈的好奇心，同伴关系的发展迅速，他们有
这强烈的合群愿望。并且在活动中他们能有所创新，他们会
改变活动中的一些小细节规则，更加的适合他们的心理需要。

2. 对活动过程的反思：

（1） 对幼儿发展的反思：这个活动设计得还是很成功的，
大部分儿童都能积极参与到活动中去，很多儿童积极配合老
师组织活动，但是从这个活动看，也有一些不足，特别是对
于一些平时不爱动的`孩子，要给予多一些鼓励，但是我只是
关注大部分儿童，并没有做到面面俱到，还有就是对于儿童
在活动中的一些创新没有及时给予表扬。



（2） 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反思：由于自己刚出来工作，理论
联系实际不够强，以后要多实践，要了解班上的每一个儿童
的心理特点，在设计活动的时候要制造多套灵活的活动方案，
根据不同儿童的心理承受能力安排活动内容。

（3） 对师幼互动的反思：在师生进入游戏角色的伊始，我
耐心讲解，学生很快进入游戏角色。师生在游戏过程中气氛
浓厚。

3. 对活动效果的评析：活动由始到终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
随着儿童对活动的熟悉度和玩耍时间的推移，有一些儿童明
显有些厌倦了此项活动，他们想玩其他的游戏了，在今后的
活动设计一定要考虑到儿童对游戏热情度的持续情况。

4. 如果让我重新上这节课，我会更加关注活动的各个环节，
我会选拔一些能力强的做小老师，去教不是很会玩的儿童，
这样一来能更好的发展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还要给予在活
动中表现突出的儿童一些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