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班皮球跳起来教案(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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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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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皮球跳起来教案篇一

1、通过玩球、拍球活动、知道有气的球跳得高、没气的球跳
不起来。

2、观察手动充气工具充气的过程，感知皮球的外表变化。

3、喜欢参与科学小游戏，对科学活动感兴趣。

4、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5、愿意与同伴、老师互动，喜欢表达自己的想法。

1、经验准备：幼儿玩过有气的球，尝试拍、滚过球。

2、物质准备：瘪球三个，手动充气工具一个。

1、玩球活动。

（1）教师（出示瘪皮球）：这是什么？（皮球）你以前玩过
吗？

（2）请几个幼儿上来玩一玩瘪皮球，其他幼儿观察。

教师：今天玩的.皮球和我们以前玩的皮球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皮球拍不起来）

2、感受空气。

（1）今天我们玩的皮球为什么拍不起来呢？（因为它没气了）

（2）认识充气工具，感受充气工具里出来的气体。

教师出示手动充气工具，让幼儿认识这是给皮球充气的。用
手动充气工具，在幼儿的表面皮肤（脸上、手上）打气，让
幼儿感受充气工具里出来的气。

3、给皮球充气，感受球逐渐变鼓的过程，知道手动充气的方
法。

（1）教师：我们来给皮球充气吧，气要从哪里才能进去呢？
我们来一起找找看皮球的充气孔在哪里。

（2）教师和个别幼儿用手动充气工具给2只皮球充气，让幼
儿幼儿双手捧着皮球，感知皮球渐渐鼓起来的过程。

4、幼儿玩球，感受充足气体的皮球跳得高。

（1）教师：现在充满气的皮球和刚才的一样吗？有什么不一
样的呀？（现在的有气，能跳起来；刚才的没气球跳不起来。
）

教师与幼儿一起讨论，得出结论：气的多少与球的弹跳高度
有关，气越足，皮球跳得越高。

（3）请个别幼儿尝试操作。

5、游戏：比一比，谁的皮球跳得高？

教师把皮球都放掉气，幼儿来给它充气，然后拍皮球。比一



比，谁的皮球跳得最高？

游戏可进行3—4遍。

小百科：皮球是一种有弹性的空心球，多用橡胶制成。一般
为小孩玩的玩具。

小班皮球跳起来教案篇二

设计思路：

玩皮球是孩子们所喜爱的一项户外活动。尽管小班孩子小，
动作协调性差，较难掌握玩球的技巧，但他们始终对此有着
浓厚的兴趣。张文豪小朋友说：“大皮球太调皮了，一点也
不听话。”为了让孩子们了解为什么大皮球这么调皮?由此选
择了这一活动主题。

1、激发幼儿的好奇心、求知欲以及科学探究精神和集体荣誉
感。

2、培养幼儿的观察、想象、口语表达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提高动作的协调性。

3、了解皮球的外形特征及各种玩法。

1、与幼儿同等数量的大皮球;方形、圆形大积木各一块。

2、瘪皮球两个，充气针、充气筒。

3、请家长协助搜集各种类型的球充实体育角，准备各种球类
运动的图片、光碟资料。

4、用各色即时贴剪出眼睛、鼻子、嘴巴若干。



一、大皮球，滚得快

1、幼儿自由玩球，主动探索球的各种玩法。

2、鼓励幼儿积极说出并示范自己的玩法。

3、幼儿通过玩球，感知球的外形特征，并能说出自己是如何
感知的。

4、通过同时滚动皮球与方形积木、皮球与三角形积木，让幼
儿了解：圆的东西滚得快。

5、游戏：(1)我和皮球赛跑。(2)两人合作滚、接球。

二、大皮球，跳得高

3、拍球比赛：我的皮球跳得高。在拍球过程中探索：怎样让
球跳得高?

4、收放好皮球。游戏：“皮球漏气了”。

三、大皮球，伙伴多

1、讨论：你知道的球类有哪些?怎样玩?

2、观察各种实物球说出它们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3、观看图片与光碟，了解各种球的玩法，培养集体荣誉感。

4、任选一球玩。

四、皮球是我的好朋友

1、讨论：玩儿皮球的益处。



2、打扮“我的好朋友”：自选所喜欢的各色五官装饰皮球。

3、我和“好朋友”一起玩。活动延伸：请家长利用业余时间
多陪孩子看球、玩球，进一步加深对球的认识。

“物”虽普通，切入点有新意。“一物多玩”中“物”
和“玩”是两个关键词。在一物多玩的活动中即离不
开“物”，也离不开“玩”。在选择了“球”为本次活动
的“物”后，怎么玩?引导幼儿怎么新颖的玩是我不断思考的
问题。分析孩子对球的'原有经验，孩子们从小班开始就能滚
球、拍球、抛球等技能，到了大班下学期如果还是重复这些
他们已经掌握的技能，对孩子们来说还会有兴趣吗?所以我在
引导孩子们动脑筋“一球多玩”的基础上，结合足球，让孩
子们学习“控球”的技能，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3、小班体育游戏爱跳的大皮球教案反思

游戏目标：

1、培养幼儿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

2、发展幼儿动作的协调性，提高其控制能力。

3、指导幼儿练习双脚向上跳的动作。

游戏准备：大皮球一个

游戏指导：

1、带领幼儿走圆圈，学小鸡走、小鸭走、小兔跳。

2、出示大皮球，教师拍一拍，皮球跳一跳，增强幼儿经验。

3、教师讲解游戏玩法：



幼儿围成一个大圆圈，面向圈内，边说儿歌边表演动作："我
是一个大皮球，会跑步，会跳高。拍得轻，跳得低;拍得重，
跳得高;连着拍，跳跳跳。"教师说："大风一吹四处跑。"幼
儿四散跑开，游戏重新进行。

4、组织幼儿进行游戏，重点指导幼儿双脚同时向上纵跳。

5、讲评：表扬游戏中表现好的幼儿。做小朋友的模范榜样。

6、结束：开着小火车分组小便喝水。

以往的教学就是老师先示范，幼儿跟着学。现在我让幼儿自
己先尝试着玩，老师再总结，然后大家跟着学，最后又让孩
子们自己用不同的办法玩球。这样就可以激发孩子的创新意
识。

小班皮球跳起来教案篇三

1、通过玩球、拍球活动、知道有气的球跳得高、没气的球跳
不起来。

2、观察手动充气工具充气的过程，感知皮球的外表变化。

3、喜欢参与科学小游戏，对科学活动感兴趣。

4、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5、能积极地与同伴交流自己的发现，激发进一步探索事物变
化的愿望。

1、经验准备：幼儿玩过有气的球，尝试拍、滚过球。

2、物质准备：瘪球三个，手动充气工具一个。



1、玩球活动。

(1)教师(出示瘪皮球):这是什么?(皮球)你以前玩过吗?

(2)请几个幼儿上来玩一玩瘪皮球，其他幼儿观察。

教师:今天玩的皮球和我们以前玩的皮球有什么不一样?(这个
皮球拍不起来)

2、感受空气。

(1)今天我们玩的皮球为什么拍不起来呢?(因为它没气了)

(2)认识充气工具，感受充气工具里出来的气体。

教师出示手动充气工具，让幼儿认识这是给皮球充气的。用
手动充气工具，在幼儿的表面皮肤(脸上、手上)打气，让幼
儿感受充气工具里出来的气。

3、给皮球充气，感受球逐渐变鼓的过程，知道手动充气的'
方法。

(1)教师：我们来给皮球充气吧，气要从哪里才能进去呢?我
们来一起找找看皮球的充气孔在哪里。

(2)教师和个别幼儿用手动充气工具给2只皮球充气，让幼儿
幼儿双手捧着皮球，感知皮球渐渐鼓起来的过程。

4、幼儿玩球，感受充足气体的皮球跳得高。

(1)教师：现在充满气的皮球和刚才的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
的呀?(现在的有气，能跳起来;刚才的没气球跳不起来。)

教师与幼儿一起讨论，得出结论：气的多少与球的弹跳高度
有关，气越足，皮球跳得越高。



(3)请个别幼儿尝试操作。

5、游戏：比一比，谁的皮球跳得高?

教师把皮球都放掉气，幼儿来给它充气，然后拍皮球。比一
比，谁的皮球跳得最高?

游戏可进行3-4遍。

以往的教学就是老师先示范，幼儿跟着学。现在我让幼儿自
己先尝试着玩，老师再总结，然后大家跟着学，最后又让孩
子们自己用不同的办法玩球。这样就可以激发孩子的创新意
识。

小班皮球跳起来教案篇四

1、通过玩球、拍球活动、知道有气的球跳得高、没气的球跳
不起来。

2、观察手动充气工具充气的过程，感知皮球的外表变化。

3、喜欢参与科学小游戏，对科学活动感兴趣。

1、经验准备：幼儿玩过有气的球，尝试拍、滚过球。

2、物质准备：瘪球三个，手动充气工具一个。

1、玩球活动。

(1)教师（出示瘪皮球）：这是什么？（皮球）你以前玩过吗？

(2)请几个幼儿上来玩一玩瘪皮球，其他幼儿观察。

教师：今天玩的皮球和我们以前玩的皮球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皮球拍不起来）



2、感受空气。

(1)今天我们玩的皮球为什么拍不起来呢？（因为它没气了）

(2)认识充气工具，感受充气工具里出来的气体。

教师出示手动充气工具，让幼儿认识这是给皮球充气的.。用
手动充气工具，在幼儿的表面皮肤（脸上、手上）打气，让
幼儿感受充气工具里出来的气。

3、给皮球充气，感受球逐渐变鼓的过程，知道手动充气的方
法。

(1)教师：我们来给皮球充气吧，气要从哪里才能进去呢？我
们来一起找找看皮球的充气孔在哪里。

(2)教师和个别幼儿用手动充气工具给2只皮球充气，让幼儿
幼儿双手捧着皮球，感知皮球渐渐鼓起来的过程。

4、幼儿玩球，感受充足气体的皮球跳得高。

(1)教师：现在充满气的皮球和刚才的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
的呀？(现在的有气，能跳起来；刚才的没气球跳不起来。)

教师与幼儿一起讨论，得出结论：气的多少与球的弹跳高度
有关，气越足，皮球跳得越高。

(3)请个别幼儿尝试操作。

5、游戏：比一比，谁的皮球跳得高？

教师把皮球都放掉气，幼儿来给它充气，然后拍皮球。比一
比，谁的皮球跳得最高？

游戏可进行3-4遍。



小班皮球跳起来教案篇五

1、通过玩球、拍球活动、知道有气的球跳得高、没气的球跳
不起来。

2、观察手动充气工具充气的过程，感知皮球的外表变化。

3、喜欢参与科学小游戏，对科学活动感兴趣。

1、经验准备：幼儿玩过有气的球，尝试拍、滚过球。

2、物质准备：瘪球三个，手动充气工具一个。

1、玩球活动。

(1)教师(出示瘪皮球):这是什么?(皮球)你以前玩过吗?

(2)请几个幼儿上来玩一玩瘪皮球，其他幼儿观察。

教师:今天玩的皮球和我们以前玩的皮球有什么不一样?(这个
皮球拍不起来)

2、感受空气。

(1)今天我们玩的皮球为什么拍不起来呢?(因为它没气了)

(2)认识充气工具，感受充气工具里出来的气体。

教师出示手动充气工具，让幼儿认识这是给皮球充气的。用
手动充气工具，在幼儿的表面皮肤(脸上、手上)打气，让幼
儿感受充气工具里出来的气。

3、给皮球充气，感受球逐渐变鼓的过程，知道手动充气的方
法。



(1)教师：我们来给皮球充气吧，气要从哪里才能进去呢?我
们来一起找找看皮球的充气孔在哪里。

(2)教师和个别幼儿用手动充气工具给2只皮球充气，让幼儿
幼儿双手捧着皮球，感知皮球渐渐鼓起来的过程。

4、幼儿玩球，感受充足气体的皮球跳得高。

(1)教师：现在充满气的皮球和刚才的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
的`呀?(现在的有气，能跳起来;刚才的没气球跳不起来。)

教师与幼儿一起讨论，得出结论：气的多少与球的弹跳高度
有关，气越足，皮球跳得越高。

(3)请个别幼儿尝试操作。

5、游戏：比一比，谁的皮球跳得高?

教师把皮球都放掉气，幼儿来给它充气，然后拍皮球。比一
比，谁的皮球跳得最高?

游戏可进行3—4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