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班角色游戏玩具店教案四个阶
段 角色游戏小班游戏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大家想知道怎么
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班角色游戏玩具店教案四个阶段篇一

根据本次开展的主题“真好吃”因此我们开展了“小吃店”
主要包括“我喜欢吃什么”、“我经常吃什https:///
么”、“我学着做”和“我会吃”等几个方面。我们将以幼
儿最喜欢吃的食物作为切入点，让幼儿了解食物的多样性；
并且我们还设计了家长共同参与的亲子活动，通过这些活动
来激发幼儿主动品尝食物的热情，并让幼儿在活动中懂得基
本的进餐要求，不挑食、不暴饮暴食。

【

1、对游戏活动感兴趣，愿意参与活动，能自愿扮演各种角色
进行游戏。

2、积极参与游戏表现各角色的行为、活动，逐步拓展游戏主
题和情节。

3、能与同伴友好协商、合作，尝试解决游戏中遇到的问题。

4、能遵守简单的游戏规则，学会在游戏中使用礼貌用语。

【】

第十七周周一下午（2011年12月19日）



执教：张林芳

【】

1、了解厨师、收银员、顾客不同的角色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简
单的对话。

2、积极参与游戏环境的布置，感受快乐。

【】

1、经验准备：与爸爸、妈妈一起到小吃店进餐，观察了解小
吃店的人员及环境。

2、物质准备：餐具（一次性纸盘、汤匙、叉子等），材料
（饺子、面条、扁食、等食物）小吃店ppt。

3、环境创设：收集餐具、用具布置游戏环境。

【】

1、引入。

师：你们有吃过小吃吗？（引导孩子们回忆）师：你们去过
的小吃店是什么样子的？

2、交流经验师：小吃店里有什么？工作人员是怎么工作的？

3、教师播放ppt教师过程讲解一边做动作。

4、提出规则

（1）工作人员不能随意的走动，要负责好自己的岗位，使用
文明礼貌用语。



（2）顾客要明确自己的身份。

（3）游戏结束后要把玩具送回家。

5、幼儿自由选择游戏

教师事先分配好角色，幼儿也可以自主选择要扮演什么角色，
（教师要特别跟幼儿强调不能大声喧哗和随意走动）

6、小结

让幼儿说说自己的游戏体验、感受，交流“小吃店”里游戏
开展的情况。

【】

幼儿对小吃店游戏十分兴趣，游戏一开始，许多幼儿涌入活
动区中，场面一片混乱，孩子们不明确自己的角色身份和职
责，一味地在那里煮东西，角色间也不交流沟通，有的就一
直坐在位置上不知道要做什么。教师要进一步引导幼儿感受
小吃店的游戏，个别幼儿明确扮演角色。在下一次活动中进
一步了解各工作人员的职责，引导幼儿探索并丰富游戏材料。

【】

第十八周周一下午（20xx年12月26日）

执教：张林芳

【】

1、懂得用礼貌的语言进行交流；

2、熟悉顾客的游戏规则，能够排队等候。



【】

增添食物：鸡蛋、面条、辣椒。

【】

1、回顾上次游戏不足：客人来了要怎么做？

2、请小朋友讨论解决问题：将食物放进指定的盘子里，收银
员要负责提醒顾客吃饱要付钱。

3、请个别小朋友扮演厨师和顾客，老师提醒厨师要主动询问
客人要吃什么，服务员和顾客要用礼貌的语言交谈。

4、老师和小朋友一同商量分配角色。

5、自由游戏，老师以顾客的身份帮助游戏情节开展，鼓励厨
师主动询问客人要吃什么，提醒顾客将吃完的食物放进指定
的筐里。

6、游戏结束，讲评游戏。

（1）表扬用礼貌语言积极交流的顾客和厨师。表扬遵守游戏
规则的顾客。

（2）鼓励小朋友用简单的语言表述自己扮演的角色。

【】

【】

第十九周周一下午（20xx年1月9日）

执教：张林芳



【】

1、了解“小吃店”的人员、环境布局。

2、尝试表现小吃店中成人的劳动情景。

3、积极参与游戏环境的布置，感受快乐。

【】

1、亲子活动：请家长协助幼儿调查小吃店中丰富的小吃品种，
并向厨师了解各种小吃的加工方法，用照片的形式记录。

2、环境创设：增添食物加工场所

3、物质准备：增添加工食物材料，海绵、胶布、干净的丝袜、
双面胶、皱纹纸、卡纸。

3、环境创设：收集餐具、用具布置游戏环境。

【】

1、谈话导入师：今天牛老师要和大家一起看一些东西这些都
是爸爸妈妈帮我们一起收集的呢，展示收集的各种小吃资料，
互相介绍了解到的小吃加工方法。

2、出示食品加工材料，帮助幼儿明确食品加工场所及制作方
法。

4、幼儿按意愿开展游戏

教师重点观察小吃店的工作人员招呼客人的情况以及新加入
食品加工情况。



5、让幼儿说说小吃店工作人员的情况及食品加工情况，并针
对游戏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

【】

幼儿还是不明确小吃店各角色的职责和分工，能有礼貌地服
务顾客，但是客人在点餐就有些困难了不知道吃什么，服务
有还不会介绍店里的小吃。客人也不能较有序地点餐，并遵
守小吃店的游戏纪律。下一阶段我们将帮助幼儿继续规范一
些规则。

小班角色游戏玩具店教案四个阶段篇二

1、通过游戏，让幼儿比较大小、巩固“1”和“许多”。

2、体验与同伴交往，合作游戏的快乐。

3、认识水果，进一步感知秋季的特征。

1、果树三棵及果宝宝挂饰（苹果、桔子、梨）、音乐磁带、
录音机。

2、把果宝宝挂饰挂在果树上。

通过游戏，认识水果，并比较大小，进一步巩固“1”和“许
多”。

幼儿进一步感知秋季的特征且体验与同伴合作游戏的快乐。

一、开始部分：

听音乐进活动室。

小朋友，美丽的秋天里有好多的果宝宝成熟了，我们去参观



一下果宝宝的家好吗？到了，我们休息一下（入座）

二、基本部分：

1、参观“果园”知道水果的名称、外形特征。

2、比较果宝宝的大小，小朋友，仔细看看这些果宝宝有什么
不同吗？

老师：拿一个大一个小的苹果，让幼儿观察还有哪些果宝宝
也是大的，哪些是小的？启发幼儿说出：大的叫什么？（果
妈妈）小的叫什么？（果宝宝）。

3、游戏：你想做什么水果，是想做妈妈，还是做宝宝，妈妈
要选大的水果，宝宝选小的水果。先请个别幼儿上来选
（5—6名）

4、请幼儿自由上来摘，拿到大的就戴大的，小的就戴小的，
大的是果妈妈，小的是果宝宝。

5、游戏：《果宝宝找妈妈》

老师先示范再请几组幼儿听音乐找。

6、集体一起游戏二次。

7、送果宝宝回家，我们把一个一个的果妈妈和一个一个的果
宝宝送到老师这里，我这里有多少果子啊？（许多）

三、活动结束

现在我们离开果园（听音乐）结束活动。



小班角色游戏玩具店教案四个阶段篇三

1、合理使用材料，创造性地使用材料进行游戏

2、大胆想象进行游戏

3、加强各角色间的联系

一、以谈话的形式引入。

2、师：如果有的顾客买了东西觉得不满意，你会怎么做?

3、引导幼儿说说商店应该怎么玩。

二、引导幼儿协商分配角色并引导幼儿合理的布置商店。

1、我们的商店开张了，你们想要在商店里扮演什么角色?

2、师：我们的商店需还需要什么呢?我们要怎样来布置我们
的商店?

三、幼儿游戏，师参与游戏并指导。

1、师：我想买冰红茶，你们这儿有些什么品种的呀?

2、师：你的冰红茶怎么卖?可以便宜一些吗?

3、师：我昨天在你们这儿买的饼干，是过期的，你们说该怎
么办呢?可以换吗?

活动以引导幼儿说出具有特色的商店是什么样子的？是用什
么做成的？怎样做的？在幼儿的讨论下，师幼儿共同商定需
准备和制作的材料，幼儿自带家中的废旧材料并参与制作，
兴趣较高。活动中发现幼儿想象、替带废旧材料的能力还不
够，幼儿多是过于逼真的反应游戏材料，还不够大胆创新，



创造想象的能力还不够。

在下一次的游戏中会重点鼓励幼儿大胆想象，大胆创造，给
予启发性引导，请家长帮忙在家进行指导，给予知识经验准
备。

小班角色游戏玩具店教案四个阶段篇四

(一)幼儿游戏现状分析

在游戏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幼儿能通过与材料和同伴互动，
自然地反映自己的生活经验，有个别幼儿还能发挥想象来进
行游戏。但是，幼儿在游戏中普遍缺乏角色意识，游戏兴趣
和注意力不太稳定，有时还会出现争抢的行为。部分幼儿的
生活经验限制了自己的游戏行为。因此，通过为幼儿提供适
宜的游戏材料，激发幼儿的游戏兴趣，让幼儿充分体验游戏
的快乐。

(二)游戏材料与环境准备

1、游戏主题：医院材料投放：听诊器、盐水瓶、药瓶、×光
片等。

2.游戏主题：理发店 材料投放：化妆品、梳子、夹子、发型
图等。

3.游戏主题：面包房 材料投放：各式面包玩具，蛋糕盒、水
果图片，橡皮泥、模具等。

4游戏主题：娃娃家 材料投放：餐具、装扮物、娃娃，微波
炉、洗衣机(自制)等。

5.游戏主题：动物园 材料投放：积木、各类动物玩具，食物
等。



6.游戏主题：小舞台 材料投放：各种头饰、演出服装，话筒、
伴奏小乐器等。

7.游戏主题：小汽车 材料投放：方向盘、油门刹车标记、加
油器、小工具等。

(三)近阶段游戏目标

1.鼓励幼儿积极参与游戏，激发初步的与同伴交往的意识。

2.强化幼儿的角色意识，鼓励幼儿大胆反映生活经验。

3游戏后，幼儿能自己把玩具摆放整齐。

(四)教师观察要点

1.游戏中幼儿的角色意识，是否愿意模仿相关的行为?

2游戏中幼儿与投放材料之间的互动是否适宜，材料的调整与
补充?

3幼儿游戏情节是否有所发展?

(一)游戏中，部分幼儿已不满足于单纯地摆弄玩具，他们会
将生活中的事物在游戏中反映出来。但是，一段时间后，我
发现娃娃家游戏内容始终没有新的发展，而点心师对卖饼干
的兴趣也在逐渐消退。在游戏中我还发现有些幼儿提出了给
娃娃过生日的想法，但显然目前娃娃家所提供的材料限制了
他们的游戏行为。

教师调整：为幼儿提供可以制作水果蛋糕的材料。向家长求
助收集废旧蛋糕盒，并在上面贴上水果标记;制作水果图片，
以便幼儿能够一一对应将水果图片插入标记中。

制作水果蛋糕的材料果然吸引了点心师的注意，他们很专注



地开始制作水果蛋糕。娃娃家的妈妈、动物园的饲养员纷纷
来到面包房对售货员说：“今天娃娃过生日了，我要买一个
蛋糕。…今天小白兔过生日了，我想送个蛋糕给它。”面包
房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在娃娃家、动物园里，幼儿们围在一
起开始唱起生日歌、切蛋糕，玩得很开心。

分析与反思：教师调整材料的依据来自于幼儿的需要。材料
投放之后，幼儿已有的经验有了表现的机会，丰富的游戏行
为便随之产生了。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蕴含的游戏目标——
兴趣激发、专注力培养等得到了体现，幼儿同伴间的交往也
增强了。可见，能满足幼儿游戏意愿的材料能诱发幼儿积极
的游戏和交往行为。

(二)在一次游戏后的交流活动中，我和幼儿讨论起了“冬天
怎样保暖”这个话题。在我的鼓动下，第二天便有些幼儿从
家里带来了一些冬天用的防护用品，如面霜等。于是，我将
这些材料放进了娃娃家。可观察下来，幼儿在游戏时并没有
使用这些材料，个别幼儿能想到出门时要帮娃娃穿好衣服，
但都没想到帮娃娃涂面霜。显然，娃娃家过于繁多的材料，
以及幼儿对涂面霜经验的缺乏影响了幼儿的游戏行为。

教师调整：教师有目的地与幼儿交流，让幼儿回忆冬天妈妈
带孩子出门时的情景，重点演示“涂面霜”的细节。在随后
的游戏中，我发现孩子们大多都没有忘记“给娃娃涂面霜”
这个细节。

分析与反思：小班幼儿年龄太小，因此在游戏中难免出现忽
视游戏材料的情况，因此教师在和小班幼儿做游戏时可通过
谈话交流、情景演示的方式，揭示材料与游戏行为之间的关
系，甚至将个别幼儿的经验扩展到所有幼儿身上，以此让幼
儿的游戏行为变得有意义，提升幼儿的生活经验。



小班角色游戏玩具店教案四个阶段篇五

1、老师指导幼儿分配角色，有炊事员、服务员、厨师、顾客
等然后开始游戏。

2、炊事员四人分两组，两人摘菜、洗菜、切菜，准备炒菜，
两人用橡皮泥蒸馒头，做拉面等。

3、服务员热情迎接顾客，当顾客入座后，服务员询问顾客要
什么菜，并把菜名报道厨师那里。

4、厨师按一定程序如：先放油、再放花椒、葱花，最后放菜
等，开始做菜。

5、服务员边说“来了、来了!”，边将做好的菜送到顾客的
餐桌上。(这是顾客应该说：谢谢你)。

6、顾客吃着菜，老师问他们厨师做的菜好吃不，并逐一问顾
客自己点的哪一样菜，为什么要点这个菜。比如顾客
说：“我点的是芹菜，因为芹菜里含有好多铁元素，常吃芹
菜能预防缺铁性贫血。”“我点的是香菜，因为香菜里含有
很多的钙元素，多吃香才能使我们的骨骼和牙齿正常发
育。”“我点的是大白菜，大白菜里面含有好多被称为‘生
命之花’的锌，常吃大白菜能增强抗病能力，保护皮肤健康。
”

7、服务员询问顾客要馒头还是面条，顾客：“还是一人一碗
面条吧”，服务员上面条。

8、顾客与服务员结账，正确使用人民币，然后服务员与顾客
有礼貌的道别，服务员并说：“再见，欢迎下次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