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足球游戏教案(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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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教案应该怎
么制定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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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足球游戏教案篇一

在抗击“非典”的特殊时期，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环境
保护、身体健康的重要性。“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成了我
班幼儿议论预防“非典”的一个重要主题。如何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呢？我班幼儿进行了一系列以体育活动为主的探索。
其中幼儿最喜欢的是足球运动。在活动中，我们本着“促进
幼儿身体正常发育和机能协调发展，增强体制，培养良好的
生活习惯、卫生习惯和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的宗旨，充
分挖掘各种现有的或潜在的教育资源，配合幼儿，为教育教
学的顺利开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整合作用。

1、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和参加体育活动的兴
趣。”

2、充分挖掘各种现有的或潜在的教育资源，配合幼儿，为教
育教学的顺利开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整合作用。

3、喜欢参加体育活动，动作协调、灵活，能与同伴协商共同
完成目标与任务。

4、利用图书、图片、网络进行提问、查找、调查、归纳，注
意运动安全，有初步保护自己的意识，知道自我保护的简单
方法。

通过谈话了解幼儿喜欢的各种体育项目，根据需要从网上、
图书里细致了解有关运动的各种名称与玩法，并充分发挥家



长、社区资源。在家长方面，我们根据幼儿园家长情况，采
用幼儿写信的方法，将我们活动的设想与要求，用孩子的话
来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全面地了解并支持我们活动的开展。

1、教师通过谈话，了解幼儿最喜欢的体育运动。

幼儿：我喜欢踢足球。

幼儿：我喜欢跑步。

幼儿：我喜欢打羽毛球、踢足球。

幼儿：我喜欢打乒乓球，在家和爸爸一起打。

幼儿：我也喜欢踢足球，我还爱玩滑板车。

幼儿：我喜欢到南太武打保龄球。

幼儿：我喜欢打小的保龄球。

幼儿：我喜欢跑步、打门球。

幼儿：……

老师：你们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

幼儿：我决得足球最好玩！

幼儿：男孩子都爱玩足球，女孩子怎么办？

幼儿：我们可以当啦啦队的呀！

幼儿：对，我在电视上也有看到啦啦队的女孩子在表演，很
好看！



老师：那我们就组建一支我们班自己的足球队，好吗？

幼儿：耶！太棒啦！

2、鼓励幼儿分组讨论如何组建自己喜欢的足球队。

a组：

幼儿：足球队有11个人参加。

幼儿：足球队有100人参加。

幼儿：一场足球是4个球，一个在用，三个备用的。

老师：到底足球队有几个人组成？我们也要来踢球比赛！

幼儿：我知道是11人，我很爱踢足球的，我从电视上看到的。

b组：

幼儿：足球有两队人在参加比赛！

老师：这两队穿的衣服有什么不同？

幼儿：颜色不一样，要不然分不清哪一对。

幼儿：足球有守门员、裁判。

幼儿：开始比赛时裁判要吹哨子！

幼儿：运动员穿背心，球踢的很高。

幼儿：是短袖的运动服，如果运动员受伤了，就要换人退场！

幼儿：球也可以射高，用手就算输了，犯规了！



幼儿：犯规裁判也会吹哨子！

c组：

幼儿：我要做前锋，只要球一来，我就可以踢中。

幼儿：后卫是9号和11号，我要当后卫。还有啦啦队，有女孩
子。

幼儿：可以喊“加油！”。

幼儿：我要当急冲锋！郑老师当队长！

结果——由郑老师当红队队长，球队口号：“红队，红队，
一脚踢中！”

由蔡老师当蓝队队长，球队口号：“蓝队，蓝队，蓝队必
胜！”

由王老师当啦啦队的队长，负责组织女孩子为各自的足球队
加油！

3、教师组织幼儿的球队开始了第一次练习！在开展足球的活
动中，幼儿发现活动中有许多的“为什么？”，“为什么裁
判要出示红牌或蓝牌？”、“一场球赛的。时间是多长？”、
“运动员球衣上的号码写在哪里？”、“一个队到底有多少
名球员？”、“前锋是干什么的，后卫又是干什么的？”等
等，在讨论中，幼儿提出了各种解决的方法，其中一个就是
请自己的爸爸妈妈来园当教练，教我们踢球的秘密。之弈小
朋友的妈妈成了最佳人选，于是提供电话和邀请信的形式，
我们把之弈妈妈请到了班级，为我班幼儿上了一堂生动的足
球课，并亲自当教练，带幼儿到足球场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由于是幼儿自发的，又是幼儿的妈妈，所以在活动中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之弈小朋友的信心也倍增，其他幼儿的积



极性也无比之高，活动效果很好！

幼儿足球游戏教案篇二

1、初步探索绕障碍物运球，发展走、跑动作的协调性。

2、体验足球运动的快乐并养成遵守规则的习惯。

3、锻炼幼儿手臂的力量，训练动作的协调和灵活。

4、提高幼儿身体的协调能力，体验玩游戏的乐趣。

足球人手一个、障碍物、音乐。

一、引导部分(1)热身活动：听音乐利用足球进循环练习：绕
球跑--单脚跳球--触摸球--助跑跨球。

二、主体部分(1)增加障碍物，探索饶过障碍物运球的方法；
幼儿分散探索；请个别幼儿示范各种运球绕障碍物的方法；
幼儿各自尝试；再次练习，请个别幼儿表演。

（2）活动讨论：练习中，怎样绕障碍运球才能又快又好。

（3）分组玩球：运球绕过小树林和土坡。

三、结束部分幼儿和教师在轻松的音乐声放松身体。

1、活动前教师要带领幼儿做充分的热身运动。

2、注意行进中的路径安排，不要发生碰撞。

本次教学活动设计的目的是培养幼儿对于足球游戏的兴趣。
在中班阶段，幼儿已经初步的接触到了足球，知道足球是用
脚踢的球。通过过小树林和土坡的游戏让幼儿初步的学习绕
障碍物运球。因此，对于他们运球时如何用脚并没有过多的



要求。幼儿在活动中非常的开心。大多数幼儿在游戏中小心
翼翼的运球，因此，整个活动开展的速度较慢，幼儿消极等
待的时间比较多。相信幼儿越来越熟悉足球之后，活动会开
展得更加顺利。

幼儿足球游戏教案篇三

玩法：（1）在场地放放好椅子，有一定的距离，幼儿在椅子
的后面。

（2）听口哨，幼儿开始走，人要追随着球跑，一直到终点，
走s行。

作用：训练幼儿的反应能力，以及脚的速度。

游戏名：抢球游戏

玩法：一个人抱球蹲下，努力不让对对手把球抢走，而另一
个人则要争取把球抢过来。可以用动作做出向右出手的样子
而其实是向左出手的假动作，但不能攻击对方的身体。

作用：训练幼儿的敏捷的躲闪能力。

游戏名：碰撞游戏

玩法：两人分别把球夹在胸前，背和背碰撞使秋掉下来，没
有夹住球的一方为负。游戏中不得用手和脚钩倒对方。

作用：培养幼儿的竞争意识。

幼儿足球游戏教案篇四

幼儿足球课程，在日常的教学中不能以专业教学为主，必须
融入游戏教学。《木头人》是民间游戏里的`经典游戏，与足



球技能——停球，相结合，即起到了幼儿足球课程游戏化，
也进一步提升了孩子对足球喜爱。

1、在传统儿歌情境中，按指令带球行进和停止。

2、遵守游戏规则，感受足球游戏乐趣

身体练习肌肉力/平衡性/敏捷性/协调性

足球技能、行进带球、停球、

（基本战术）无

足球场——半场、足球27个

准备部分

1、热身游戏——《回头123》

带领幼儿在场地内慢跑两圈，进行下肢热身

游戏规则：老师在球门前面对球门，幼儿则站在教师30米以
外的准备线上，等待教师说：回头1、2、3，教师开始说：回
头……，幼儿快速前进，教师说完：回头1、2、3幼儿则要快
速停止，保持停止造型。（前行速度可以调节，快跑到慢走，
为第二环节做好铺垫）

2、你追我赶

障碍瓦片，分段，进行跑、跳、跨

游戏规则：第一幼儿向前进行跑、跳、跨，行进到一半，后
一幼儿进行追赶

【1、游戏中要注意提醒幼儿，奔跑过程中不能推挤小朋友】



【2、热身环节游戏次数根据奔跑的距离，场地来设定，3/4
次即可】

【3、游戏可以二选一】

教学与练习部分

2、幼儿自由分散踢球

【1、自由分散踢球中注意提醒幼儿，行进带球过程中，注意
躲闪以及冲撞】

3、游戏——《木头人》

游戏玩法：老师与幼儿持球自由地在场地上运球行进，念儿歌
“山山山，山上有个木头人，不会说话不会动，动动就成小
蜜蜂”当儿歌念完时，幼儿要马上踩球保持一个姿势不动，
等听到指令后再开始新一轮游戏。

游戏规则：幼儿听到儿歌结束时必须停止，踩球，否则将停
止游戏一次。

结束部分

5、教师总结本次游戏活动，师生整理场地后回教室。

幼儿足球游戏教案篇五

发展身体的.控制和平衡能力，感受体育游戏的快乐。

1、垫子若干，椅子四张，球、纸圈每人一份（用硬纸板做，
大小适合幼儿）。

2、场地布置：



1、谈话，回忆经验，引出游戏

提问：小朋友看过海狮表演吗？海狮会表演什么节目？

出示球，幼儿尝试用头顶球。

2、海狮玩球。

（1）教师边讲解边示范顶球方法。将纸圈放在头上，再把球
放入纸圈内，双手张开，保持平衡。

（2）幼儿四散练习，教师重点指导头部的平衡控制。

3、顶球比赛。

（1）布置场地（如图）。

（2）比赛方法：幼儿分成四队，听指令依次从起点出发，走
过曲线，绕过椅子原路返回，先走完的队获胜。

4、海狮传球。

（1）启发幼儿想出传球的各种方法。

（2）幼儿尝试各种传球方法。

（3）教师引导幼儿重点练习滚球与抛接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