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健康教案跳竹竿(实用8篇)
初一教案的编写过程是一个有序、系统的思考和设计的过程，
能够提高教学的效率和质量。接下来，将为大家介绍一些优
秀的安全教案案例，供大家借鉴和参考。

大班健康教案跳竹竿篇一

细竹竿或木棒、纸棒等。

第一层次：在一根竹竿的两侧行进跳，尝试多种跳法。

第二层次：在两根平行摆放的竹竿间行进跳，尝试多种跳法。

第三层次：在三至四根平行摆放的竹竿间有创意地跳。

1、此活动中孩子跳的动作仍是你要关注的，可以在跳跃之前
让孩子们做一些准备运动，以防扭伤。

2、可让孩子尝试多种跳法，如并脚跳、单脚跳、分脚跳、跨
跳，还可以各种方法结合起来跳。跳的距离和次数可以通过
竹竿的多少和长短来调节。

3、可以让孩子们通过尝试和讨论得出“怎么玩比较好”的'
结论，形成一定的游戏规则。

大班健康教案跳竹竿篇二

1、开始部分：

幼儿随音乐利用纸棒进行队列练习。

反思：活动开始部分设计了随音乐利用纸棒进行队列练习在
这一环节中由两队“骑马”变双圆----变小圆----合作组



合“坐马车”体现了动静交替的原则，让幼儿初步尝试了与
同伴合作的快乐，同时也为下一个环节奠定了基础。

2、基本部分：

(1)利用纸棒进行“一棒多玩”导语：纸棒可以和我们玩坐马
车的游戏，还可以和我们玩什么游戏呢?我们一起来试试，可
以自己玩，也可以和小伙伴一起玩。(幼儿四散游戏)队形：
两路纵队(见附图)

(2)学习“跳竹竿”游戏

a、讲解游戏玩法

队形：梯形队(见附图)

(3)幼儿自由组合尝试玩“跳竹竿”游戏

队形：四散

(4)对幼儿在游戏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及时进行指导(合作、交
往方面)

队形：梯形队(见附图)

(5)鼓励幼儿创造性地玩“跳竹竿”游戏，师生共同参与。

队形：四散

反思：基本部分中，先鼓励幼儿利用纸棒进行“一物多玩”，
鼓励幼儿与同伴合作，并积极推广三---四人结伴游戏。接着
运用尝试法学习的理论精神，教师不示范游戏玩法及规则，
而是引导幼儿去自主探索(敲击“竹竿”的两人如何合作?中
间跳的人如何跳?如果跳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情况怎么办?等)，



从而通过尝试、发现----再尝试、再发现，形成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的不断调整的过程，师生双方共同提升经验。最后
通过师生共同表演“跳竹竿”，将活动掀起高潮，突出了师
生双主体的地位。

4、游戏“叫号接棒”

队形：四散

反思：结束活动中通过“叫号接棒”的游戏帮助幼儿调整教
大的活动量。

大班健康教案跳竹竿篇三

1、掌握跳竹竿的基本节奏和动作，在跳竹竿舞时，动作协调、
合拍。

2、在合作游戏中，发展弹跳能力、灵敏性和协调性，激发勇
于挑战的学习品质。

3、在学习跳竹竿中，体验民间活动竹竿舞的乐趣。

?活动准备】幼儿观看过跳竹竿的视频、2。5米的竹竿8根，
贴纸、硬质场地、鼓

大班健康教案跳竹竿篇四

1、尝试练习快速拍手扶竿、转身扶竿、交换跑位扶竿等动作。

2、能和同伴一起探索竹竿的`玩法，训练快速应的能力。

3、愿意与同伴配合共同游戏，体验游戏的乐趣。

1、短小竹竿人手一根。



2、长竹竿1根。

3、场地布置。

幼儿跟随老师做放松运动。

规则：每人手扶一根竹竿站立。听口令击掌扶竿，击掌次数
由少变多。

击掌3次后讨论怎样才能击掌次数多,而且能扶住竹竿。

规则：每人手扶一根竹竿站立。听口令后放手原地转圈扶竿。

幼儿尝试。

师：小朋友能不能原地转圈中间加拍手一次后扶竿?幼儿再次
尝试。

规则：幼儿两人一组对面站立，相距1.5米左右，相互交换位
置扶住竹竿，竹竿倒地则失败。

幼儿尝试，教师巡视，并提出发现的问题。

幼儿讨论如何才能获得成功。

再次进行尝试，成功后可以增2人间距离。

幼儿围成一个圆圈，教师站圈内手拿长竹竿。

提问：老师要转动竹竿，转到你那要从你那经过，小朋友应
该怎么办呢?

幼儿讨论。

游戏34次



大班健康教案跳竹竿篇五

1.通过游戏活动，发展幼儿身体的协调性和动作的灵敏性及
弹跳能力。

2.鼓励幼儿积极主动、愉快地参与游戏活动，并能体验与同
伴合作游戏带来的快乐。

3.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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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培养幼儿对体育运动的兴趣爱好。

经验准备：了解我们传统的民间器械-竹竿、观看竹竿舞录
像;

物质准备：竹竿若干根、跳圈若干个。

通过游戏活动，发展幼儿身体的协调性和动作的灵敏性及弹
跳能力。

演示法、谈话法、提问法等。

一、激情引趣、谈话导入。

师:今天，老师也给你们带来了竹竿，你们想不想玩啊?这个
游戏可以三个或四个小朋友一起玩，其中两个小朋友手拿竹
竿面对面蹲下，用竹竿同时分合敲击，另一个小朋友在中间
看准竹竿的分合跳进或跳出。

幼儿活动：



幼儿知道是有些人在地上敲竹竿，有些人在竹竿上跳来跳去。

幼儿产生想要学习跳竹竿的欲望。

通过先前的视频观赏，知道跳竹竿的大致方法，为下面的跳
竹竿环节做准备，同时又激发了幼儿想要做游戏的兴趣。

二、幼儿学习跳竹竿的方法。

师：学竹竿舞，首先要学会怎么敲竹竿，敲竹竿啊，需要我
们两个小朋友一组，手拿竹竿对面蹲下，用竹竿同时分开、
合拢有节奏的敲打。需要两个小朋友相互配合。

师：看老师先示范一遍，我需要请一位小朋友跟我搭档，看
我在敲的时候嘴巴里说了什么，手里又是怎么敲的。

师：好，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师：好，真棒!请小朋友吧竹竿放在地上，

幼儿活动：

幼儿知道跳竹竿需要两个人来敲竹竿。

一名幼儿配合教师，以“分分合合”的形式边念边敲竹竿。

幼儿分组练习敲竹竿。

教师将敲竹竿和跳竹竿分开来演示教学，能够帮助幼儿理解
和学习，符合幼儿的学习特点。

以4人为一组，既有敲竹竿的人，又有跳竹竿的人，而且在交
换练习的时候

手上功夫练好了，现在要请我们的小朋友来练习脚上的功夫



类。

老师先示范一遍。用两根竹竿放成如图位置"//"，邀请两位
小朋友帮忙以"分分、合合"的节奏边念边打竹竿，教师示范
跳竹竿的方法，引导幼儿发现动作技巧，以及打竹竿和跳竹
竿之间的关系。

师：老师在跳竹竿的时候，你们觉得在打竹竿的人，和跳竹
竿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师：小朋友想不想试一试啊?

师：在跳的时候要注意你们之间合作，并注意安全。现在请
小朋友根据刚才找的`好朋友，四个人一组，我们来试试看。

幼儿观察教师如何跳竹竿，发现动作技巧以及打竹竿和跳竹
竿之间的关系。

两位幼儿敲竹竿，配合教师示范。

回答教师问题。

幼儿分组练习跳竹竿。

能够节省部分等待的时间。

请幼儿自己观察并发现跳竹竿与敲竹竿之间的关系，提高幼
儿的观察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三、结束活动。

师：接下来跟老师做一做放松运动，回教室吧!

跟着老师一起做放松运动，并回到教室。



激发幼儿跳竹竿舞的兴趣。

大班健康教案跳竹竿篇六

1.通过游戏活动，发展幼儿身体的协调性和动作的灵敏性及
弹跳能力。

2.鼓励幼儿积极主动、愉快地参与游戏活动，并能体验与同
伴合作游戏带来的快乐。

3.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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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培养幼儿对体育运动的兴趣爱好。

经验准备：了解我们传统的民间器械-竹竿、观看竹竿舞录
像;

物质准备：竹竿若干根、跳圈若干个。

通过游戏活动，发展幼儿身体的协调性和动作的灵敏性及弹
跳能力。

演示法、谈话法、提问法等。

一、激情引趣、谈话导入。

师:今天，老师也给你们带来了竹竿，你们想不想玩啊?这个
游戏可以三个或四个小朋友一起玩，其中两个小朋友手拿竹
竿面对面蹲下，用竹竿同时分合敲击，另一个小朋友在中间
看准竹竿的分合跳进或跳出。



幼儿活动：

幼儿知道是有些人在地上敲竹竿，有些人在竹竿上跳来跳去。

幼儿产生想要学习跳竹竿的欲望。

通过先前的视频观赏，知道跳竹竿的大致方法，为下面的跳
竹竿环节做准备，同时又激发了幼儿想要做游戏的兴趣。

二、幼儿学习跳竹竿的方法。

师：学竹竿舞，首先要学会怎么敲竹竿，敲竹竿啊，需要我
们两个小朋友一组，手拿竹竿对面蹲下，用竹竿同时分开、
合拢有节奏的敲打。需要两个小朋友相互配合。

师：看老师先示范一遍，我需要请一位小朋友跟我搭档，看
我在敲的时候嘴巴里说了什么，手里又是怎么敲的。

师：好，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师：好，真棒!请小朋友吧竹竿放在地上，

幼儿活动：

幼儿知道跳竹竿需要两个人来敲竹竿。

一名幼儿配合教师，以“分分合合”的形式边念边敲竹竿。

幼儿分组练习敲竹竿。

教师将敲竹竿和跳竹竿分开来演示教学，能够帮助幼儿理解
和学习，符合幼儿的学习特点。

以4人为一组，既有敲竹竿的人，又有跳竹竿的人，而且在交
换练习的时候



手上功夫练好了，现在要请我们的小朋友来练习脚上的功夫
类。

老师先示范一遍。用两根竹竿放成如图位置"//"，邀请两位
小朋友帮忙以"分分、合合"的节奏边念边打竹竿，教师示范
跳竹竿的方法，引导幼儿发现动作技巧，以及打竹竿和跳竹
竿之间的关系。

师：老师在跳竹竿的时候，你们觉得在打竹竿的人，和跳竹
竿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师：小朋友想不想试一试啊?

师：在跳的时候要注意你们之间合作，并注意安全。现在请
小朋友根据刚才找的好朋友，四个人一组，我们来试试看。

幼儿观察教师如何跳竹竿，发现动作技巧以及打竹竿和跳竹
竿之间的关系。

两位幼儿敲竹竿，配合教师示范。

回答教师问题。

幼儿分组练习跳竹竿。

能够节省部分等待的时间。

请幼儿自己观察并发现跳竹竿与敲竹竿之间的关系，提高幼
儿的观察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三、结束活动。

师：接下来跟老师做一做放松运动，回教室吧!

跟着老师一起做放松运动，并回到教室。



激发幼儿跳竹竿舞的兴趣。

教学反思：

跳竹竿是海南黎族的传统民间艺术，它能够增强幼儿之间的
配合和协调能力，锻炼幼儿的弹跳能力。在整个活动中，孩
子们的兴趣都非常的高，但是在教师的演示部分，讲解的还
不够完整和透彻，导致在桥竹竿的时候，有的幼儿将竹竿托
起，离开了地面;在讲解跳竹竿的时候，我只是演示了一遍，
请幼儿观察并说说跳的方法，形式比较单一，孩子们理解得
不彻底，可以加入图谱的形式，帮助幼儿更好的理解。最后
漏掉了一个放松运动。

大班健康教案跳竹竿篇七

1、探索布袋的'多种玩法，发展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通过布袋游戏，增强跳跃能力，提高身体协调性;

3、勇于克服困难，体验合作乐趣。

布袋人手一只，组合器材一套，录音机，磁带。

(1)、教师出示布袋，启发幼儿利用布袋，创造各种玩法。

(2)、教师巡回指导，观察幼儿玩布袋的情况，提示注意安全。

(3)、个别幼儿演示玩法，幼儿集体模仿。

(1)、教师提示：“这个小朋友跳的多好啊，你们看象什么小
动物呢?那我们学学小袋鼠到草地上做游戏，练本领吧!”

(2)、幼儿合作游戏。教师：“我们找几个小伙伴一起做游戏，
练本领。”



(3)、教师提出活动要求：“今天天气真好，小袋鼠们一起去
秋游，好吗?首先要越过小河(脚步器)，跳过树桩(塑料圈)，
再穿过树林(塑料桶)，最后要通过小桥(滑梯拼成)。”

(方法：幼儿依次出发，越过各个障碍(在音乐伴奏下)，当幼
儿感到体力不支时，可到“加油站”加油，通过这个活动进
行自我调节。)

大班健康教案跳竹竿篇八

1、能够根据空间位置迅速调整自己动作，加强运动方位感知。

2、在竹竿游戏中发展移动、奔跑和躲闪技能，提高身体协调
性和灵活性。

3、增强团队合作意识和协作精神。

4、考验小朋友们的反应能力，锻炼他们的个人能力。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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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根约1．5米长的竹竿；热身活动和放松活动的音乐。

一、热身活动

1、带领幼儿进入场地以热身操来活动身体各部位关节和肌肉。

2、方位练习：通过集体练习巩固对上下左右前后的方位感知。

二、基本活动

1、游戏：看谁反应快。

幼儿四人一组持竹竿听令快速移动和奔跑。



(1)引导幼儿按教师动作和指令向前、后、左、右正确移动。

(2)引导幼儿向跟教师动作、指令相反的方向移动。

(3)教师顺时针变化站立位置，幼儿根据教师的方位快速调整
步伐，协调一致的奔跑改变持竹竿排队方向，以正面对应老
师的站立位置变化。

(4)幼儿四人一组持持竿，在口令的提示下完成向前看齐、向
上看齐、向下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动作。

a教师以较慢的动作和提示语言引领幼儿一起变换看齐四个方
位。

b教师以较快的的动作和提示语言连贯的改变看齐的四个方位。

c幼儿四人一组持竿仰卧地上，在竹竿口令提示下完成向前看
齐、向上看齐、向下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原地踏步
走和立定等趣味动作。

2、游戏：巧过竹竿。

教师将幼儿分成4人一组，并提出要求：4人必须手拉手用同
一种动作整齐过竹竿，幼儿自己商量过竿动作，看方法不能
与前面几组重复。（教师与配课教师进行动作示范）

3、游戏：开汽车。

(1)幼儿4人一组持杆组成4辆汽车，跟随音乐玩四散奔跑开车
游戏，教师提醒小司机两手握紧竹竿前两端，最后幼儿两手
握紧竹竿后两端，行车途中要注意安全，及时避让，四人一
组相互交换排头的小司机。

(2)幼儿4人一组开汽车游戏，设置障碍，两组两组进行比赛，



要求：小汽车蛇形绕过障碍、钻过桥洞后快速开回起点，先
到的一组为胜。

三、放松活动

幼儿分别将4辆车开回自己的车道，停下做休息放松运动。
（自我放松和相互配合放松）

幼儿将4辆汽车变成一辆大巴车，开出活动场地。

在活动中，教师与幼儿共同学习，实现了师生"共同体"的学
习氛围，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将幼儿心育目标的培养放在了
一定的高度。如：始终鼓励幼儿与同伴合作，有了困难引导
幼儿去主动解决等等。但这仅靠这一活动是远远不够的，还
需要在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坚持渗透，使幼儿的心理品质
得以良好、健康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