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手指游戏教学反思(大全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手指游戏教学反思篇一

活动目的：

1、了解什么是沙包。

2、会用沙包和伙伴一起玩游戏。

3、体会玩沙包的乐趣。

活动准备：空场地，沙包若干。

活动重难点：用多种方式玩沙包，并注意安全。

活动过程：

一，游戏导入。

小朋友们，你们以前玩过什么游戏呢?哦，那么我们来玩一玩
丢手绢吧。

二，沙包导入。

三，让小朋友自由的玩沙包。

注意，在玩的过程中，教师不能评价小孩子玩法的对与错，
只能提示注意安全，不能把沙包对着人脸上扔。



四，教师总结孩子们发现的沙包玩法。

五，从总结出来的玩法中选出可玩性较强的，全班一起玩。

六，在游戏中自由结束课程。

手指游戏教学反思篇二

活动目标：

1、让幼儿感受两段不同的音乐，并能跟着音乐做出各种动物
的动作。

2、乐意参与音乐游戏，感受活动的乐趣。

活动重难点：

重点：让幼儿能听着音乐做动作。

难点：幼儿能听着音乐做出各种小动物的动作。

活动准备：

教师布置场景，音乐，小白兔和大灰狼的头饰。

活动过程：

一、带幼儿进入场地

教师：小朋友我们一起学小鸟飞到森林里吧

二、听第一段音乐

1、教师：小朋友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段好听的音乐，我
们一起来听听看。(播放音乐)



2、教师提问：听了这个音乐你感觉怎么样?

3、教师提问：那你们来说说看，森林里有什么动物?(请个别
幼儿说，并请幼儿做出动作)

4、让幼儿跟着音乐做各种小动物的动作。(播放音乐)

教师：小朋友那我们跟着音乐做自己说出来的小动物的动作
吧!但是等会音乐停的时候，请小朋友们蹲下来不动。

三、听第二段音乐

1、教师：老师还给小朋友来来了一段好听的音乐，我们也一
起来听听看。(播放音乐)

2、教师提问：听了这个音乐你感觉怎么样?

3、教师提问：那你们来说说看，森林里又来了什么小动
物?(请个别幼儿说，并请幼儿做出动作)

4、让幼儿跟着音乐做各种小动物的动作。(播放音乐)

教师：小朋友那我们跟着音乐做自己说出来的小动物的动作
吧!但是等会音乐停的时候，请小朋友们蹲下来不动。

四、完整的欣赏音乐。(播放音乐)

今天小兔子和大灰狼也想出来玩，那我们就跟着音乐坐在椅
子上做动作，好吗?

五、教师小结：小朋友们玩的真开心，我们今天都来当小兔
子，一起来玩《小白兔和大灰狼》的游戏。“本，文来源:
屈;老.师教;案网”

六、游戏



教师讲述游戏规则：小白兔们，你们看外面草地上多美呀，
我们一起去草地上玩吧，但是等会要是大灰狼出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蹲在那里，那样子大灰狼就找不到我们，他自己
就会走掉的!

1、教师带领幼儿当小白兔，请一位老师当大灰狼。(提醒幼
儿做各种小白兔的动作，大灰狼出来的时候要蹲在那里不动)
播放音乐。

2、请一位幼儿当大灰狼，教师和幼儿当小白兔。播放音乐。

活动反思：

手指游戏教学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1、幼儿熟悉红、黄、绿、蓝四色。

2、复习点数1——5。

3、知道一些重要节日，如国庆节、元旦节、春节、儿童节等。

4、发展幼儿十指协调能力。

5、让幼儿区分“1”和“许多”。

活动预备：

1、红、黄、绿、蓝四色彩条若干，可用皱纹纸做成（长度约
为手指尖到肘关节）

2、小篮子若干，根据幼儿人数定

3、奖励品，（自定）



4、好听的音乐

5、一些标记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组织教学（小朋友，你们好，把你们的头抬起来，让我看到
你们漂亮的脸蛋！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某老师，问老师好。
真乖！我就是听说你们这个班的小朋友最聪慧，最听话，所
以呀今天某老师才来和你们一起玩游戏，小朋友们想不想和
我一起玩游戏？那好，告诉我，哪个小朋友可以来拍拍我的
手？或亲亲脸、抱一抱，我真是太兴奋了，我给你们带来了
很多好玩的东西，看！）出示奖励品，激起幼儿爱好。（这
些东西呀，老师全要送给你们，就看你们谁最棒！）

注重：此过程的目的是为了让老师和孩子互相熟悉，拉进距
离，老师的一切语言与行动都要表示出亲切、温柔，让幼儿
在很短的时间内喜欢上老师，这样在后来的活动中才能积极
配合。

二、基本部分

1、师拿各色彩条抖动，（拿在三分之一处），问幼儿，象什
么？积极引导幼儿发挥想象，师可作适当提示，如花，什么
花，漂亮的花，幼儿学习“漂亮”一词；本季节菊花开了，
可引导幼儿说出菊花。

2、幼儿熟悉颜色（小朋友们看，这都是些什么颜色呀？）逐
个拿出彩条让儿说出什么色

（1）、红色：好，让幼儿找找自己身上和四周还有什么东西
是红色的？鼓励幼儿大胆找，在听课的老师身上也可以找，
（呀，小朋友好棒，找了这么多红色，想想看，还有什么是
红色的）引导幼儿说出“火”，对幼儿进行安全意识教育，



教幼儿了解火警电话“119”。

（2）、黄色，同上。了解安全标记，如小黄帽等。

（3）、蓝色，同上。

（4）、绿色，同上。可出示环保标记，让幼儿了解。

3、师小结：（呀，这么多颜色放在一起就是五颜六色，真漂
亮）

4、引导幼儿点数1——5，数出五根彩条，幼儿点数一次

5、教师说给小朋友们变一个魔术，（将彩条撕起碎片装在小
蓝里），并抓起来给幼儿看，彩条变成小彩片罗，引导幼儿
想：你们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种彩片，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撒
这种彩片？如结婚、过节，过生日，兴奋时等等。

6、问幼儿自己想不想变魔术？将幼儿分组去撕彩条，装在篮
子里。

7、（小朋友，你们变得很多了吗？到老师这里来，给我看看，
竞赛看谁快？）让幼儿拿着篮子到自己身边来。

8、（好，小朋友，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可以撒彩片的时候，
那现在我们也来撒，好不好？）师喊结婚了，和小朋友们一
起撒，又喊过节了，过生日了等，说一个就撒一次，充分调
动幼儿的积极性，让幼儿心情地玩，撒！

9、（唉，好累，好累，某老师累了，你们呢）师作很累的样
子，动作尽量夸张，目的是让幼儿从兴奋的状态中停下来，
（我们让小彩片也休息一下，它们也累了）

10、待幼儿安静下来之后，师从地上捡起一张彩片，大声问
（咦！看老师捡到什么颜色的彩片了？）让幼儿找相同颜色



的。目的是复习颜色。

三、结束部分

（小朋友，你们今天玩得兴奋吗？，我也是，跟你们在一起，
某老师觉得好快乐，那现在你们和我一起跳个舞，好不好？）
放音乐，师生同乐，自然结束。最好是动感的音乐，幼儿跳
起来才有激情。

强调：在上课的过程中，教师肯定要做到平和，冷静，随便，
让幼儿感到放松，自然。如在找颜色一块，让幼儿在听课的
老师中找找，我们教师可说：“呀，你真聪慧，那么我们请
这位老师举起你的手，让全部小朋友都看见你漂亮的衣服）
等。每个过程自然过渡，不必太强调幼儿遵守纪律，教师要
把好度，能放得开，也能收得回。对幼儿出乎意料之外的回
答，老师要给予积极的肯定，然后加以引导。

手指游戏教学反思篇四

活动主题的选择：

人人都喜欢活泼、可爱的孩子，特别是对聪明、懂事、明事
理、且能与人大胆交往的孩子尤为如此。天下的父母哪一个
不爱自己的孩子?哪一个父母不在为孩子处处着想?他们都希
望自己的孩子聪明、能干、懂事、能健康地成长。而幼儿的
个别差异是在所难免的。当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家的
孩子不会说话、不够活泼时，心中甚为着急，但缺乏如何培
养的方法。在开展幼儿民间游戏中，我感到，民间游戏中的
儿歌、童谣确是一把开启幼儿说话的“金钥匙”。民间游戏
有利于幼儿活泼开朗性格的形成情绪是对客观事情与人的需
要之间关系的反映。情绪障碍是个体想达到本身需求时遭到
外界的阻碍或个体本身的心理冲突，是个体陷于一种挫折情
境的`情绪状态。言语、语言病理学家认为，这种情绪状态会
导致个体的言语和语言问题。反之，良好的情绪有利于幼儿



活泼开朗性格的形成。

游戏目标：

1、锻炼幼儿动作敏捷性;

2、提高幼儿快速跑的能力提高幼儿参与集体游戏的兴趣。

活动准备：场地准备

游戏玩法：

玩法1：游戏开始前，大家先选一人暂时当“老虎”，由“老
虎”在场地上划一个大圆圈做房子，其余的人当“小马”站
在圆圈里面。游戏开始，“老虎”念儿歌“小马小马快快跑，
摸摸××就回槽”。并在儿歌中具体指定“××”是指什么
物体，所指定的物体必须是在附近50米之内的。儿歌念完后。
“小马”们应很快向指定地点跑去并触摸所指定的物体，触
摸后要立即往回跑。当“小马”们全部触摸过所指定的物体
往回跑时，“老虎”便开始追捉“小马”，跑回圆圈里面
的“小马”就算安全回到了家，“老虎”不能再捉。如果
有“小马”被捉住，此轮游戏结束，由被捉住的“小马”当
下一轮游戏的“老虎”;如果“小马”们全部逃回圆圈，则还
由原来的人发令和当“老虎”，游戏继续进行。

玩法2：在原有的游戏中规定小马跑的路线及他们所用的步法，
在回到圆圈时增加难度。

附儿歌：捉小马

小马小马快快跑，摸摸××就回槽。



手指游戏教学反思篇五

1、帮助幼儿理解儿歌内容，想象用手指表现不同东西的新奇
感。

2、鼓励幼儿用多种方式进行玩手指游戏，感受玩手指游戏的
快乐。

儿歌图标一张；卡通手偶若干。

1、出示小手，引起幼儿兴趣。

（1）拍手游戏引出课题。

（2）介绍小手。

老师作神秘地说：“我们都有一双能干的小手！我们的手可
以干什么呀？手真有用。”“而手指还可以做游戏呢。”

师：你能把我们的手指一根一根的伸出来吗？

幼练习（师鼓励）

1、教师念游戏儿歌一遍。

教师带指偶表演一遍

提问：

（1）儿歌的题目是什么？

（2）五个手指头变成了什么，幼儿每说出，教师就伸出手指
再次表演一遍

2、学习游戏儿歌。



提问：你最喜欢儿歌里的哪一句？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出
示儿歌图标

3、学念儿歌。

（1）请幼儿跟老师一起读儿歌、玩手指游戏。

（2）根据幼儿的情况，教师可适当的拿掉图标帮助幼儿记忆
儿歌。

1、教师介绍游戏玩法

师：这个游戏我们还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我想请一个小
朋友和我一起玩。

（1）教师和一幼儿表演手指游戏一遍

提问：刚才儿歌念到哪一句的时候我们的游戏不一样了呢？

（2）教师再次示范，鼓励幼儿练习

2、（亲子互动游戏）手指头伸出来，我们一起来和爸爸、妈
妈们玩玩这个有趣的手指游戏。让孩子增进与父母的情感。

请几对家庭带上来表演这个游戏儿歌。

大拇哥，二姆第，三姐姐、四小弟；（手指逐个伸出来）

小妞妞，来看戏，（抓住孩子的小手，边点着他的手指头边
说）

爬呀爬呀爬上山。（手指从手腕一步步爬到肩膀）

耳朵听听（捏捏耳朵）



眼睛看看（点点眼睛）

鼻子闻闻（点点鼻子）

嘴巴尝尝（点点嘴巴）

咯吱一下（停顿突然把手伸到孩子的脖颈处。咯吱咯吱，以
后孩子都会惊喜的等着这一刻）

哈哈！（开怀大笑，结束游戏）

手指游戏教学反思篇六

1，说儿歌配动作，手口协调。

2．认识手指，喜欢有一双能干的手。

自制手指套若干(纸制)。头饰“羊”“狗”。

1．认识手指：

“一只手有几个手指？”五个手指一样吗？”比一比手指的
长短、粗细。

小朋友有名字，手指也有名字，请小朋友记住手指的名字。
让幼儿指着手指记名字：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
拇指。出示手指套，每个幼儿一个指套，玩“手指戴帽游戏。
教师说指名，幼儿将指套套在该指上，或幼儿任意自套自报
指名。

2．引起说儿歌的兴趣：“手指很能干，能做各种动作。”教
师演示儿歌中的手指动作。食指拇指碰碰，让幼儿看看像什
么动物的嘴，(小鸡)做食指中指并拢分开(像剪刀)。捏个拳
头敲敲(像榔头)。做翘起拇指(是赞扬)。教师边做动作边念



儿歌，引起幼儿的兴趣，然后带领幼儿学念儿歌，逐渐配上
相应的动作，达到手口协调。

3．复习朗诵儿歌“小羊买鱼”，出示角色头饰“羊”“狗”，
分角色表演儿歌。

手指游戏教学反思篇七

游戏目标：

1、培养幼儿与同伴团结合作，自我保护和保护他人的能力。

2、引导幼儿学会踮脚、下蹲、后跳。

3、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4、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

游戏准备：

幼儿一起拉手围圆圈进行游戏。

游戏玩法：

一边念儿歌，一边进行游戏，当儿歌念到吹了一个大泡泡时，
幼儿拉成一个大圆圈，念到吹了一个小泡泡时，幼儿全部向
中间靠拢;念到泡泡飞高了，幼儿踮脚，念到泡泡飞低了，幼
儿蹲下，念到泡泡破了幼儿向后跳。

附儿歌：

吹吹吹泡泡，吹了一个大泡泡。

吹吹吹泡泡，吹了一个小泡泡。



泡泡飞高了，泡泡飞低了，泡泡破了。

教学反思：

通过本次活动，让幼儿更加体验到泡泡不但好玩，而且泡泡
更有着更

多的本领，幼儿能开心快乐地在游戏中得到了享受与进一步
的学习。培养了幼儿的良好倾听的习惯，在师幼的互动中得
到了和谐自主的发展。

小百科：泡泡，泛指某些液体内部空气散发，鼓起的圆形或
者半圆、椭圆形的汽泡等等。

幼儿园小班教案《吹泡泡》含反思

大班科学活动教案《吹泡泡》

游戏活动教案模板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