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角色游戏教案超市反思(精
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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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
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班角色游戏教案超市反思篇一

超市是幼儿生活中熟悉的场所，而“藏”在超市里的数学却
比比皆是，货品分类、货品排列、货品重量、货品价格、买
卖等等。通过一种简单明了的方法把需要的物品清楚的记录
下来，这对于大班的幼儿是一种经验的提升。设计这个活动
是想让幼儿带着以开超市为主要目的学习任务，尝试分类，
并使用另一种统计方法来记录超市物品，并在活动中能表现
出自主、探索的学习状态。

1、结合生活实际经验，初步学习利用图表进行统计的方法，
并了解图表统计的特点。

2、乐于尝试和探索，愿意与同伴合作学习。

１、玩具架3个，小篮子5个，购物车2辆水果、蔬菜、水产品
若干；

２、统计图范例一张，空白表格两张；

３、幼儿操作用格子图纸若干、水彩笔。

一、结合生活经验，谈论与超市有关的内容，引发幼儿活动
的兴趣。



二、通过记录货架等物品初步尝试统计。

1.请幼儿用自己的方式记录货架、购物篮、购物车的数量。

2.幼儿交流自己所记录的方法。

3.讨论新图表制作方法。

4.尝试新图表的统计方法进行记录。

三、通过对超市商品的分类，学习和利用新图表统计货品。

1.请幼儿把超市商品进行分类。

2.尝试合作学习，分组统计各种类别的商品数量。

3.请幼儿将各类别的商品进行再次分类并统计数量。

大班角色游戏教案超市反思篇二

游戏目标

1、会用礼貌用语欢送和迎接。

2、能按教师的引导去沟通。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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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活动中将幼儿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5、使小朋友们感到快乐、好玩，在不知不觉中应经学习了知
识。

游戏准备



场景布置服装店、衣裤、人民币。

游戏玩法

1、教师指导大家分配角色，有店员和顾客来玩这个游戏。

2、店员负责摆放衣裤，给衣裤进行搭配和招呼客人。客人进
店时，要主动的欢迎客人的到来。

3、店员负责热情有礼貌的招待客人，[老师。]回答客人所提
出的问题。

4、客人要说出自己的要求，想要什么样式的.衣裤，想要什
么颜色的……

5、店员要询问客人需要什么？要根据客人的需要，提供出来
相应的物品来。

6、客人与店员结账的时候，要根据物品的钱数，来付出相对
应的人民币。能有礼貌的和客人道别。

活动反思：

本活动坚持以幼儿为主体，教师通过为幼儿创设宽松自由的
探索空间、真实的情景体境，充分发挥幼儿的自主性，使幼
儿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中建构新的知识经验。而教师坚持做
一个“热情而积极的鼓励者、支持者，有效而审慎的引导
者”，根据幼儿的需要在精神上、策略上因势利导给予启发
帮助，使幼儿在自由的环境中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整
个活动以情激趣，以情激学，激发了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望，充分发挥了师生互动作用，使幼儿在真实的情感体验中
学习，变被动为主动，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



大班角色游戏教案超市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通过游戏，培养幼儿热爱生活，关心他人。礼貌待人，遵
守规则等良好品德行为。

2、培养幼儿正确反映角色的社会职责和角色之间的社会关系。

活动准备：我的家的各种玩具家具。__用品、食品。

教师预设与幼儿活动情况：

一、在游戏之前启发幼儿回忆家庭生活、社会活动，特别对
麦当劳幼儿尤其兴趣。这时教师引导幼儿主动，正确，自如
地使用礼貌用语等欣慰与同伴交往。

二、由于此次活动的两个游戏串连，因此要启发幼儿对角色
的认识，启发角色与其他角色的相互交流等。

三、活动后讲评，重点肯定幼儿的表现，鼓励幼儿自评。

大班角色游戏教案超市反思篇四

数的分合是大班一个很重要的教育内容，其重点是让幼儿体
验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为日后学习加减法奠定基础，大
班“小超市”数学活动。本活动以孩子生活中常能接触的硬
币为载体，通过抛玩硬币，引发孩子用自己的符号来表现自
己的认识，从而在动动玩玩的游戏中轻松地获得经验和发展。

1.感受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2.用不同符号创造性地反映自己的探索结果。



3.体验成功的快乐，乐于与人交往。

设置小超市（物品都卖一元或两元），一元和一角的硬币若
干，垫板，两台取款机，作业纸，油画棒。

一、游戏导入

教师：今天小超市开业了，你们想去逛逛吗？我们开着汽车
去吧。

（评析：生活中幼儿喜欢逛超市，老师以游戏的口吻把幼儿
引入情境，激起幼儿参与活动的愿望。）

二、取钱

1.教师：逛超市买东西，要什么呢？（出示装有硬币的小包，
请幼儿听听猜猜里面装的什么。）

（评析：神秘的小包激起了幼儿的好奇心，幼儿神情专注，
听觉参与活动，凭借经验大胆地进行猜测，活跃了思维。）

2.教师：取款机里有大小不同的各种硬币，请不用眼睛看，
用手摸出三枚硬币，要和老师手上的硬币一样，比谁又快又
准。（老师手上是3枚1元的硬币）

（评析：引导幼儿触摸、感知、辨别大小不同的硬币，发展
了幼儿的触摸觉。）

3.教师：请告诉大家，你是怎样摸出三枚硬币的？

（评析：引导幼儿交流操作过程，分享经验，增进了幼儿间
的相互学习，教师观察幼儿不同的操作方法，了解了幼儿的
操作水平，数学论文《大班“小超市”数学活动》。）

4.好朋友相互检查一下，是不是都摸对了。



三、观察硬币

1.教师：看看硬币是什么样的？它两面的图案一样吗？正面
是什么样子？反面是什么？

（评析：引导幼儿观察硬币的外形特征，增进对硬币的认识，
为下面的探索活动做好铺垫。）

2.教师：你们知道一枚硬币是多少钱吗？那么你们手上有多
少钱呢？请用动作告诉大家。

（评析：引导幼儿用不同的动作来表现感知的数量，拓展了
孩子的思维。）

四、抛玩硬币

1.教师：现在时间还早，超市还没开门呢，我们找空地方坐
下玩玩吧。

2.教师：我们一起来玩个抛硬币的游戏，小朋友把3枚硬币轻
轻撒到垫板上，看看有几个正面？几个反面？然后用自己的
标记记录下来。

3.幼儿游戏并记录。

（评析：此环节为活动重点，引导幼儿在“玩”中探索出3的
分合，并将玩的结果作记录，记录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有的
用abb；幼儿的创造性得到充分的体现。）

4.展示记录情况。

（评析：幼儿探索在先，老师归纳提升在后，培养了幼儿的
探索意识。）



五、猜硬币

教师：我手里有三枚硬币，我将它们藏到两只手上，你们猜
猜每只手里藏了几枚？

（评析：将刚获得的经验迁移到新的游戏中来，使幼儿体验
到成功的喜悦，幼儿的兴致很高。）

六、购物

教师：小超市开门了，超市里的商品真多，它们的价钱是不
一样的，你们跟好朋友一起逛逛，商量商量买什么，送给谁，
每个人都要把自己手上的钱用完。

（评析：将数的分合经验运用到模拟的生活情境中去，解决
生活中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幼儿进一步体验了整体与部分
的关系，感受到教学的作用及游戏活动的快乐。）

大班角色游戏教案超市反思篇五

1、让幼儿在消费的过程中，体验货币的价值。

2、初步认识植物的根、茎、叶。

3、通过讨论了解钱是大人辛苦挣来的，平时要节约用钱。

4、发展幼儿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5、培养幼儿完整、连贯地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不同标价的商品若干、篮子、自制电脑、

幼儿人手10元(用雪花片替代)，

引起兴趣：



1、宣布消息

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开了一家娃娃超市。里面的东
西又多又便宜，欢迎大家光临。

师：我的超市还缺三个营业员，谁愿意？

幼儿自由聘请营业员。

二、高高兴兴逛超市

1、观察幼儿购买的情况，鼓励幼儿购买不同的商品。

2、适时引导幼儿看清标价后再拿。

3、观察幼儿付钱的情况，适时引导。

三、交流分享

1、你买了什么商品？（根据幼儿购买的植物介绍植物的根、
茎、叶）

植物都有根、茎、叶，谁能找到这些植物的根？茎？叶？

幼儿指认青菜、芹菜、郝菜、萝卜、土豆等的根、茎、叶

2、你买了几件商品，他们分别是多少钱？

引导幼儿猜一猜算一算用掉了多少钱？还剩下多少钱？

你们真有爱心！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平时处处想到我们，关
心我们，我们也要想到他们，关心他们。

4、引导：我们买了这么多东西，花了不少钱，这些钱是从哪
里来的呢？



师：娃娃超市的东西可多了！请客人老师也来逛逛我们的娃
娃超市，好吗？（幼儿邀请客人老师）

在活动中，我一方面，引导孩子观察，引发其他孩子去探索；
另一方面，孩子们在合作探索、购买品尝的过程中，获得自
我认同或发现矛盾、冲突，进而重新评价或改变自己的认识。
如：购买了商品后，孩子们互相谈论自己共买了几次？用去
多少钱？还剩多少钱？在讨论与争执中，孩子们对数的运用
有了初步的理解。

在活动中我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在与儿童共同探讨问题时，
是一位学习者和合作者，而不是一个知识的传授者。活动中，
对幼儿多鼓励、多表扬、多支持、多肯定、多承认、多接纳、
多欣赏，给幼儿创造的宽松、自由的气氛，使幼儿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