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游戏活动表演游戏教案大班(汇总5
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
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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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活动表演游戏教案大班篇一

［游戏目标］

1、通过尝味道活动，体验品尝的快乐，激发幼儿爱家乡的情
感。

2、引导幼儿观察自己的五官变化，用不同的线、形、颜色表
达自己的感受，画出不同表情。

3、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创造力，提高幼儿的绘画兴趣。

4、乐意参与活动，体验成功后的乐趣。

5、发展幼儿的观察力、空间想象能力。

［游戏准备］

1、多媒体课件一套（画有色彩鲜艳、不同味道的家乡特产。）

2、准备的食物有：大枣、梨、山楂、苹果、辣椒、糖、柠檬、
大蒜、苦瓜。

3、盘子、牙签、餐巾纸、镜子。



4、彩色水笔、油画棒、白纸。

［游戏过程］

一、导入：引起兴趣，导入活动。

1、请幼儿观看多媒体课件。（红彤彤的辣椒，绿色的苦瓜，
黄色的柠檬……）

让幼儿观看多媒体课件，使他们进一步了解家乡的特产；通
过色彩鲜艳的画面为幼儿正确运用颜色表现不同味道作铺垫。

2、教师提问：你看到了哪些特产？你吃过这些食物吗？他们
是什么味道的？

通过提问，意在加深幼儿对食物味道印象。

二、展开：

1、教师同幼儿做游戏《尝味道，猜表情》

（1）教师出示四种食物，请幼儿说出食物名称；再请几名幼
儿到前面品尝酸、甜、苦、辣四种味道的食物，大家通过看
他们的表情变化，猜一猜他们吃的是什么味道的食物。

（2）幼儿猜出后，教师提问：你是怎么猜出来的`？从哪儿
看出来的？他们的表情什么样？（引导幼儿从眉毛、眼睛、
鼻子、嘴的变化说出不同的表情）

三、结束：

1、请幼儿讲解自己的作品。（讲一讲画面上都有哪些表情，
运用了哪些线、形来表现的？为什么要画这些背景？运用的
颜色表现了什么？请幼儿用完整的语言表述自己的作品。）



2、将小朋友把已完成的作品放在美术区，举办美术展览，幼
儿相互欣赏作品。

通过讲评、展示作品，扩展幼儿的思维，丰富幼儿的想象，
提高幼儿绘画兴趣。

活动反思：

在这节活动中首先充分调动了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并能与幼
儿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孩子们在活动中想说、敢说；其次能
调动幼儿的各种感官，通过品尝知道食物的味道。科学活动
最重要的是幼儿的亲身体验过程，所以这次活动我非常注重
让每一个孩子都感受品尝的过程。最后在准备的材料方面进
一步提高了幼儿参与的兴趣，而且特别注意创设了宽松的环
境，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参与尝试，既满足了幼儿的兴趣需
要，又发展了幼儿的感知能力。整个活动很有趣。

本次活动的亮点是为了积极调动幼儿参与活动中，教师运用
了一些引诱式的话语。例如，当第一位幼儿品尝辣水之后，
其他幼儿通过他的表情以为接下来的品尝也不好喝，都不愿
意参加。这时，师就用了引诱式话语通过肢体动作表示，然
后说了一句：这杯好香，谁愿意尝尝。这时活动中的氛围就
很好地带动起来，在活动中师幼互动的有效性落实的较好，
每个环节下来都给幼儿提供了充分表现自己的机会，通过品
尝，检查提升了幼幼互动，并让幼儿学会了简单的记录方法。

不足之处：在环节中拓展幼儿的生活经验，当师问到生活中
有哪些东西是辣的，小朋友说到葱和绿豆时师没有更加深入，
反馈给幼儿的信息是回家品尝去感知什么味道，还有操作时
食物与照片有点对不上，不能很好地确认。

游戏活动表演游戏教案大班篇二

活动目标：



1、认识自己的小手、锻炼手指肌肉灵活性。

2、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3、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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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活动过程：

1、引入：一起边说儿歌边做手部运动：“小手小手拍拍，我
的小手拍起来；小手小手拍拍，我的小手举起来；小手小手
拍拍，我的小手合起来；小手小手拍拍，我的小手转起来；
小手小手拍拍，我的小手藏起来。”

2、认识小手

教师：“刚刚我们是用身体的哪个部位帮助我们完成儿歌的
啊？”（幼：“手。”）

教师：“我们的小手还很能干，能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呢，
小朋友你知道我们的小手能帮助我们干什么吗？”（引导幼
儿回答手的作用，如：吃饭、写字、干活等。）

教师：“我们的'小手这么能干，你们了解我们的小手吗？今
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小手。”

介绍各个手指的名称：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

3、讲述游戏

教师：“我们的手指每天都是一起帮助我们做事情的，它们



像亲如一家的兄弟。在手指家庭里大拇指是它们的大哥哥我
们叫他大哥哥，食指是老二我们叫他二哥，中指的个子最高
的我们叫他高高的哥哥，无名指因为名字的关系兄弟们叫它
无名哥哥，小指是这个家里最小的，其它兄弟叫它小弟
弟。”

教师：“手指兄弟非常有礼貌，它们天天互相打招呼。今天
它们来和小朋友打招呼来了？”（幼：好）

教师：“大哥大哥你在哪？（伸出大拇指左右晃动）我在这，
我在这（伸出另一只手拇指晃动）

大哥大哥你好吗？（一手拇指做点头状）我很好，谢谢！
（另一只手拇指做点头状）

再见！（拇指左右摆动，收回身后）再见！（另一只手拇指
摆动，收回身后）”

其它手指依次打招呼。

4、教师与幼儿共同进行游戏。

教师：“我们也像手指兄弟那也一起来打个招呼吧。”

教师起身与幼儿共同做手指游戏，强调“无名哥哥最懒了，
它不愿意出来，看看哪个小朋友的无名哥哥最乖，老师一叫
就出来了。”

“小弟弟最听话，一叫他就跑出来了。”

5、结束活动

教师：“我们的小手有些累了，让我们一起放松一下吧。”

做捏拢放开游戏：“捏拢放开，捏拢放开，放开捏拢，放开



捏拢。爬呀爬呀爬呀，爬到脸上（腿上、肚子上）了。”

最后我们的小手爬回家了。

活动反思：

根据对小班幼儿分析，幼儿对生动形象、色彩鲜艳、新奇的
事物和现象容易认识，能理解具体的，接近实际生活的事物。
而手指作为幼儿身体的一部分，他对手指的名称较新奇，能
理解所讲内容。认识手指的游戏活动能吸引幼儿的兴趣，引
导幼儿学会保护自己的手指。

游戏活动表演游戏教案大班篇三

活动目标：

1、熟悉歌曲，随乐合拍地做拔萝卜动作。

2、掌握角色名称并创编角色动作。

活动准备：

《拔萝卜》的音乐;老公公，老婆婆，小花狗，小花猫，小弟
弟，大萝卜等头饰。

活动过程：

一、随歌曲“我爱我的幼儿园”入场。

二、带孩子做日常生活模仿动作。

三、欣赏歌曲《拔萝卜》，并提问：

1、今天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听了猜猜看：音乐里说了什
么?(拔萝卜)



四、分段听音乐，学动作。

1、我们先听见谁第一个出来拔萝卜?(老公公)老公公是怎么
过来拔萝卜的.?“屈,老师.教,案,网”大家一起学一学!老公
公是怎么拔萝卜的?大家一起学一学!萝卜拔起来了吗?(没有)
怎么办?(叫老婆婆)怎么叫老婆婆?(幼儿学)

2、放音乐第一段幼儿做一遍，

4、音乐有老公公，老婆婆，小弟弟，小花狗，小花猫，一共
有几段?(5段)

5、我们连起来学一学，好吗?(放音乐，幼儿完整表演)

五、教师做老公公，听音乐完整表演游戏。

六、再次出示大萝卜，提问幼儿还能请哪些动物来拔萝卜。

七、幼儿扮演各种动物拔萝卜。

八、“宝宝们，让我们拉着大萝卜回教室吧”幼儿在拔萝卜
的音乐声中退出活动室。

活动反思：

《拔萝卜》这节音乐游戏很特别它是一个有人物和动物串连
起来的故事。这个故事小班幼儿很喜欢听，老公公种了个大
萝卜，一个人怎么拔也拔不动，结果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来一
起帮忙，终于拔起了萝卜。故事中的语言非常简明而又口语
化，出场的角色又都是幼儿比较熟悉的，很适合小班幼儿玩。

游戏活动表演游戏教案大班篇四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参与表演游戏的兴趣。

2、初步进行表演，熟练掌握故事中的角色对话，并能大胆地
用动作进行表演。

3、懂得遵守游戏规则，感受参加集体活动的乐趣。

4、让幼儿能在集体面前大胆表演、表现自己。

5、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活动准备：

三只羊（大羊、中羊、小羊）的头饰若干，大灰狼头饰若干。

活动过程：

2、师小结：三只羊上山去吃草，碰到了大灰狼，小羊用角顶，
中羊和大羊一起用头撞，一起把大灰狼撞下悬崖摔死了。

3、师幼一同完整讲述故事一遍，引导幼儿边说故事边进行表
演。

师：

1）小羊是怎么跑的？大灰狼怎么问？小羊是怎么回答的？引
导幼儿做出小羊“的笃的笃”跑的动作，并模仿大灰狼的声
音和动作）

2）中羊是怎么跑的？大灰狼怎么问？中羊又是怎么回答的？
（引导幼儿做出中羊“踢托踢托”跑的动作）

3）小羊和中羊碰到大羊，它们是怎么说的？大羊怎么说？模
仿小羊中羊害怕的样子及大羊“笛度笛度”跑的动作）



4）三只羊一起上山，大灰狼怎么问？它们是怎么回答的'？

5）与大灰狼打斗，小羊怎么做？中羊和大羊怎么做？最后结
果怎么样了？

4、分组进行表演，师将头饰事先放中间，幼儿自由取放。

师：小朋友到中间去拿头饰，你想当什么小动物，你就拿什
么头饰，一人拿一个以后戴在头上，然后按椅子上的小动物，
找到和你戴的头饰一样的一组坐下来。

师：小朋友到中间去拿头饰，你想当什么小动物，你就拿什
么头饰，一人拿一个以后戴在头上，然后按椅子上的小动物，
找到和你戴的头饰一样的一组坐下来。

接下来我们每个小朋友都来当故事里的山羊，我们一起把故
事演一遍，小朋友要注意想，看看自己演的小动物应该是怎
样的？（老师、）（引导幼儿从声音和动作两方面进行考虑）

5、师扮演大灰狼，师幼一同进行表演。（2遍）

师：小朋友要注意听，当轮到你的时候，你就做动作走出来，
看要怎么做？

鼓励幼儿大胆用语言进行表达，并能做出相应的动作来、

6、请个别幼儿上来扮演大灰狼，师参与到其中知道幼儿进行
表演、（多次进行）

活动反思：

整个活动，我都采用了游戏的形式，真正做到了让孩子们
在“玩中学”。每个游戏都符合我班孩子的年龄特点，孩子
们积极地参与游戏，乐在其中，与我配合的十分默契，我每
提问一个问题，孩子们都会积极回答，个别孩子的答案很独



特，显示出其丰富的想象力。我相信，在整个活动过程中，
孩子们是在愉快地、主动地学习，他们确实成为活动的主体，
而我作为教师也起到了引导的作用。

游戏活动表演游戏教案大班篇五

活动目标：

1、能共同为进行的表演布置场景，以小组为单位制作道具。

2、能大胆讲述，用动作和语态表现动物的特征。

3、能大胆讲评、提出自己的见解。

4、让幼儿能在集体面前大胆表演、表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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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准备：

1、各种动物头饰。

2、娃娃家的小桌椅、糖果、果酱等。

3、医生用的医用工具。

4、录音机、不同性质的磁带等。

活动过程：

一、讨论：你最喜欢表演什么游戏？为什么？

二、提出表演要求



1、最近我们表演的《小熊拔牙》你觉得小伙伴哪里表演得好，
哪里需要改进。

2、以小组为单位，创设场景与制作道具。

（1）新增设了爸爸的公文包。

（2）桌椅上都盖上台布、桌布等，在桌上添放花瓶等。

（3）为了拔牙时更形象，幼儿说要做颗假牙，用线系住这样
就更逼真了。

3、幼儿以组为单位商量角色的分配。

三、幼儿表演。

一切准备就绪，开始表演。

1、熊爸爸和小熊对话。

2、小熊夸张地吃蜂蜜、牙痛时满地打滚大声地求救。

3、小兔为小熊拔牙，小动物们齐心帮助。

4、小熊和小朋友们快乐开心地舞蹈。

四、讲评。

1、幼儿提出声音有时高、有时低，没有从头至尾地绘声绘色。

2、幼儿提出要是有音乐就更好了。

3、动作还可以丰富些。

4、教师总结。



五、提出下次游戏的`要求。

1、选择合适的音乐。

2、对动作好的幼儿给予表扬，要求能向他们学习。

活动反思：

活动中准备材料时，教师始终是幼儿的参谋和助手，当幼儿
需要制作背景时尽管教师发现这与自己原先的想法不符，但
还是应该支持幼儿的想法。我认为，在表演游戏中，幼儿能
以小组为单位制作道具、布置场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教师提供材料的目的是支持幼儿的活动，制作道具本身就是
一个可以给幼儿带来快乐，蕴涵着丰富的学习机会的活动。
教师不能为追求表演结果或节省时间而忽略这个颇具教育价
值的环节。幼儿的讨论可以为下次活动作铺垫，把活动引向
深入的作用，教师应为幼儿的讨论营造一种民主平等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