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大班民间游戏教案(通用6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教
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
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幼儿大班民间游戏教案篇一

目标：

1、经过游戏模仿怀孕时的妈妈，发展幼儿跳的动作；

2、喜欢参与游戏，能与同伴轮换玩具玩游戏；

准备：4个不一样颜色的大布口袋（里面装着沙子）、平衡木、

过程：

1、准备活动：动物模仿动作

2、游戏：《袋鼠妈妈》玩法：幼儿分成人数相同的四队，每
一队排头的幼儿系上大口袋当袋鼠妈妈，走过平衡木，跳到
呼拉圈里，再跳回来把口袋交给下一名幼儿；规则：当袋鼠
妈妈必须要跳着完成游戏；没跳的幼儿要重新开始。

3、分散活动：供给大口袋，指导幼儿带着大口袋模仿袋鼠妈
妈的动作，扮演主角进行袋鼠妈妈跳跳跳的游戏。

幼儿大班民间游戏教案篇二

1、积极参与游戏，体验传统民间游戏的快乐。

2、锻炼单脚连续跳的能力，增强身体的`平衡性。



3、提升合作意识，以及克服困难的勇气。

音乐、绳子、铜锣、旗子2支。

1、组织幼儿慢跑两圈，第一圈匀速，第二圈按口令121212跑。

2、组织幼儿进行热身操，重点热身脚腕，腿部。

1、教师提问：古代带兵打仗需要什么武器？

2、介绍斗鸡功夫及其规则

3、划分阵营，魏蜀两国。编制三军，弓箭兵，炮兵，骑兵。

4、两队各选一名将军，出来对战。

5、弓箭兵，炮兵，骑兵各自出阵对战。

6、两军全体人员对战。

1、教师带领孩子们做全身各关节的放松活动。

2、整理器械，有序回教室。

鼓励幼儿探索两人三足的障碍比赛游戏。

幼儿大班民间游戏教案篇三

1、引起兴趣：农民伯伯的粮食丰收了，咱们帮着一起运到粮
仓里去吧！

2、探讨规则：要想运得快，三个人应该怎么做？粮食掉了怎
么办？

3、师幼示范：边运粮食边强调游戏规则和合作的重要性。



4、幼儿分红、黄两队进行运粮食的比赛。

5、交流第一次运粮食的感受，总结经验。

6、幼儿再次进行游戏，教师为幼儿加油。

幼儿大班民间游戏教案篇四

设计意图：

这节课适用于小班第二学期,培养幼儿从高往低跳的技能。促
进幼儿腿部肌肉的发展，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增强幼儿的自
信心,同时鼓励幼儿积极动脑想出椅子的多种玩法。让幼儿更
加乐于参加体育游戏。在游戏结尾，我提出让幼儿自己搬小
椅子回教室也是锻炼幼儿的自理能力，懂得自己能做到的事
情自己做。

活动目标：

发展幼儿“跳”的能力以及自控能力。

重点：发展幼儿“跳”的能力以及自控能力。

难点：幼儿能够遵守游戏规则。

活动准备：老鼠，猫头饰各一。椅子21张。

活动过程

一、热身运动

课前准备：将椅子拼成独木桥状“hhhh”；障碍“fff”

师：瞧！老师把椅子带出来了。今天我就要跟椅子做游戏，



小朋友们先看看老师是怎么玩的。师：（教师示范游戏玩法）
我先爬过大森林，再绕过一条条小河。

师：小朋友们想不想跟着老师一起玩？

师：我们排成对，跟着老师出发吧！（带领幼儿游戏2-3次）

二、自由玩椅子，探索多种玩法。

（1）幼儿自由玩

师：椅子除了这样玩，还可以怎么玩，下面请小朋友们自己
想办法跟椅子做游戏！

（2）重点练习从椅子上向下跳

（幼儿自由玩，教师与幼儿一起探索椅子的多种玩法）

师：我看到一个小朋友他玩的方法很好，我们一起看看他是
怎样玩的。

（请幼儿个别示范玩法）

师：你们会不会这样玩呢？好！我们来试一试。

三：玩游戏“小老鼠上灯台”

（1）教师讲解游戏规则：全体幼儿和教师扮小老鼠，站在椅
子上说儿歌，儿歌说玩后，跳下椅，这时猫来了，幼儿定住
不动，否则就会被大花猫捉走。待大花猫走后，再重新做游
戏。

（2）幼儿和教师一起玩游戏2-3遍，教师提醒幼儿一定要等
说完儿歌最后一句在跳下来。



（3）请一名幼儿扮猫，再游戏2次。

四、放松运动

师：小朋友们刚才完成的真不错，现在坐下来休息一下吧。

跟着老师做放松运动。

师：我们自己搬着小椅子回去咯。（示范搬椅子的动作）

附儿歌：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

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课后反思：

这节体育活动中，我发现幼儿喜欢探索椅子的玩法，想出了
多种多样的办法，如把小椅子当作小车一样推，把椅子当作
轿子一样抬，有的小朋友在椅子四周绕圆圈等等。在做游
戏‘小老鼠上灯台’时多数幼儿积极参加游戏，并且能够做
到勇敢地从椅子上跳下来，个别幼儿不敢从椅子上往下跳，
在经过小朋友和老师的鼓励后，勇敢的跳了下来，并且越来
越熟练。在游戏过程中，对不遵守幼儿规则的小朋友就会停
玩一次，让幼儿明白了要遵守游戏规则。游戏结束时自己搬
椅子，也锻炼了孩子的自理能力，懂得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
自己做。

幼儿大班民间游戏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通过游戏掌握正确的游戏方法。



2、有一定的团队精神，能够鼓励同伴坚持到最后。

3、能够听口令活动，有规则意识。

4、幼儿能自主结队进行游戏，学会与他人协作，提高团结协
作能力。

5、锻炼幼儿手臂的力量，训练动作的协调和灵活。

活动准备：

1、各种树叶若干。

2、长绳两根、人手一本书。

活动过程：

一、热身游戏

1、说说我的叶子。

幼：我发现我们的叶子都不一样，我的是圆的，他的是像扇
子一样的。

幼2：颜色都不一样，还有形状、大小都不一样。

2、我的叶子先落地

3、总结：为什么叶子落地有先后？

幼：因为我们的叶子都不一样，有的大就落下来快，小的就
飘啊飘落下来慢。

二、树叶运动会



2、说游戏规则

3、幼儿第一次游戏

4、总结吹树叶的方法，请第一名幼儿示范如何吹才省时又省
力。

5、幼儿掌握方法后再次吹树叶比赛。

三、谁是“叶子王”？

1、说规则

2、幼儿比赛扇树叶

3、教师示范简单有效果的方法。

4、幼儿再次比赛

四、活动结束

今天树叶在我们幼儿园开张的运动会很成功，它们让我感谢
你们，会教室休息。

活动反思：

这次的活动，是孩子们秋游吃桔子发现叶子而引发的，通过
今天的教学活动，可以看出，幼儿对此活动也很感兴趣，表
现得非常活跃。也是从今天来看，孩子们的兴趣还远远不止
是老师所想到的这些，而是更多、更加广泛。

第一个环节，我充分利用自然场地，让孩子们自由地玩，自
由地拾落叶。孩子们从课堂中来到大自然，与自然融于一体，
更容易引起幼儿兴趣。部分孩子其实在与同伴交流时就已经
发现了叶子的很多常识，如：孩子们发现叶子里有骨头，其



实也就是叶胫。

第二个环节，幼儿在拾的同时就发现了很多树叶的秘密，这
时候老师则是作一个倾听者，一个引导者。在这个个环节中，
我发现，孩子们的兴趣已经超出了老师的预想。如：于欣彤
小朋友，她拿着一大把叶子的叶柄，叶子散开得很像一朵花，
她还将这地花作礼物送给我气氛非常活跃。

第三个个环节，我班是第一次制作拓印画，孩子们都觉得稀
奇有趣，每个孩子都拿着自己捡回的叶子跃跃欲试，使得整
个活动又进入了另一个别开生面的**。

整个活动，为了让孩子们对这整个活动有新鲜感，我之前并
没有做任何铺垫，再加上这次活动的场地太广，导致场面有
点乱，不过幸好到第三个环节时孩子们都已经能够安静地作
画。

本来我的设想当中，在第三个环节里，当孩子们印的时候会
发现，叶子的正面印画出来的是一个板面，而背面印出的却
是有叶胫纹路的漂亮图案，不过因为孩子兴趣太高，当时并
没有发现这一特征，而我也并不想做牵着孩子们鼻子走的老
师，因此，叶子的组成在这个环节中被老师有意地忽视。

最后，说说我优点和不足之处及解决方法吧。我认为，这次
活动，我的选材比较新颖，设计较大胆，能利用园内场地，
从教室教学转而到大自然中教学，是传统教学的一个新突破。
在教学中，善于抓住孩子们的兴趣点，从孩子的兴趣出发，
在课堂中能做到有的放矢，让孩子们做学习的主人，老师作
为引导者和倾听者的身份，真正做到玩中学、学中玩。

但在教学中，也有很多不足之处。首先，活动准备仓促，不
够充分。其次、场地中由于怕孩子乱，出现意外，引导幼儿
探索发现时间较短，这时可以让孩子们坐下来慢慢仔细观察
更好，这样孩子们的注意力自然能够集中。最后、不注重知



识经验的准备，使得孩子作画时虽然非常有兴趣但作业情况
只有一部分较好。有部分作品不理想。

总而言之，每一次活动都能增长一定经验，会发现自己许许
多多不足的地方，并使之作为日后的借鉴，也对自己是一个
促进。教育不断在更新发展，也正是因为一次次的总结经验，
我才能更好的发现自己的不足，使之改进，从而找到更新、
更好的教学方法。

幼儿大班民间游戏教案篇六

体育游戏跳皮筋教案【1】

活动目标：

1、学习双脚并拢，用踩、越、勾的方式跳皮筋。

2、学习与同伴用轮流的方法合作跳皮筋。

活动准备：皮筋6根。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1、两两拉手排好队到操场，进行队列练习。

教师：进行基本队列练习，幼儿由一路纵队站成六队：立正、
向前看齐、成体操队形散开。

2、进行热身运动。

教师带领幼儿做上肢运动、下蹲运动、体侧运动、体转运动、
腹背运动、跳跃运动、放松整理。



二、基本部分。

1、了解跳皮筋的基本方法。

教师：刚才我们儿歌里的小孩玩的是什么游戏，你们知道
吗?(他们玩的是跳皮筋。)

2、教师出示皮筋让幼儿看，引导幼儿探索皮筋的玩法：皮筋
可以怎么玩呢?请每五个人拿一根皮筋，找一块空地试试怎样
玩。

教师：(集中幼儿)你们刚才是怎样玩法?(请幼儿说说自己的
玩法)

3、教师重点讲解两人用腿绷皮筋，其余三人跳的方法：两人
用腿绷住皮筋，其余三人在皮筋上跳，皮筋不要拉得太紧，
也不要拉得太松。

4、尝试在皮筋上用勾、踩、跃的方法跳。

教师：我们用刚才学习的方法跳皮筋，想一想在皮筋上可以
怎样跳?

5、幼儿五人一组分散探索，教师巡回观察。

6、幼儿集中，教师：大家刚才发现了什么玩法?

7、幼儿在集体前展示。

教师边示范边小结：可以踩在皮筋上，可以越过皮筋，可以
勾住皮筋跳过去。

三、结合儿歌运用踩、勾、跃的方法跳皮筋。

1、教师：我们都学会了双脚并拢，用勾、踩、跃过皮筋的玩



法。你们看，老师还可以一边念儿歌一边跳皮筋呢。小孩小
孩真爱玩(双脚踩在第一道皮筋上再跳到第二道皮筋上)，弯
弯腿、跳小河(跳下皮筋，再跃过两道皮筋跳到对面去);蹦一
蹦，跳土坡(同第一个动作);跨一跨，过山冈(同第二个动
作);勾一勾，不要放(双脚勾住一道皮筋，跳跃，把这根皮筋
带到另一根皮筋外面)。

2、请个别幼儿试一试。

3、幼儿分组边念儿歌边跳皮筋，教师提醒幼儿用轮流的方法
合作玩跳皮筋。

规则：如果勾皮筋时勾住了，就将皮筋的高度往上升一拳继
续跳;如果有没有勾住皮筋的幼儿就被罚下场，其余的人再接
着跳。一轮完了，替换绷皮筋的两个人。

4、组织幼儿进行游戏。

6、教师评价幼儿游戏比赛情况。表扬能够克服困难，有团队
精神的幼儿。

三、结束部分

幼儿自由结伴，互相轻捶腿部，放松下肢肌肉。

活动目标

1.激发幼儿对民间体育游戏的兴趣，体验合作游戏的`快乐。

2.掌握跳皮筋的方法。

活动准备

皮筋若干。



活动过程

一、导入

带领幼儿做各种准备活动：如扩胸、振臂、全身运动等。

二、展开

1.出示一根皮筋，请幼儿猜猜今天要玩什么？

简单介绍跳皮筋是一种民间的体育游戏，引出游戏名称《跳
皮筋》。

2.学习跳皮筋的基本方法

接着右脚再收回，同时左脚跳出，右脚跟着跳出皮筋。

（2）请跳的好的幼儿展示一下，其他幼儿围绕向其学习。

3.请幼儿三人一组，两名幼儿扯皮筋，其中一名幼儿跳。

注意：跳皮筋的高度逐渐加高，以增减难度，为了使游戏更
有趣，

可边念儿歌边跳皮筋，注意节奏感。

三、结束

小结：给予跳的好的幼儿加以鼓励！

提议幼儿可以回家和爸爸妈妈或小伙伴一起玩这个民间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