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集体活动游戏视频 幼儿园集体游戏
活动方案(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
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幼儿集体活动游戏视频篇一

一、游戏类型：益智型、团体合作型

二、游戏目的：增强组员的团体合作能力

三、游戏人数：至少两个小组，每组10人左右

四、游戏道具：小纸条、笔(工作者提前准备)

五、游戏规则：

第一轮：小组成员派一个代表抽出一个工作者提前准备的26
个字母中的两个，然后用最短的时间摆出这个字母。

第二轮：小组成员派一个代表抽出一个工作者提前准备的一
个单词，然后用最短的时间摆出这个单词。

六、游戏时间：30分钟

一、游戏类型：团队游戏

二、游戏目的：从本游戏中体验团队精神，要求在团队中的
每一个人都要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能存在任何偷懒、滥
竽充数的思想。



三、游戏规则和程序：

1、所有的学员都应该围成一圈，每位学员都应该将他的手放
在前面的学员的肩上；

2、听从训练者的指挥，然后每位学员都应该徐徐坐在他后面
学员的大腿上；

3、坐下之后，培训者可以再喊出相应的口号，例如齐心协力、
勇往直前；

一、游戏简介：整个团队每个队员手拿一根半圆形的球槽，
将球连续传动(滚动)到下一个队员的球槽中，并迅速地排到
队伍的末端，继续传送前方队员传来的球，直到球安全的到
达指定的目的地为止。

三、场地要求：空旷的平地

四、需要器材：乒乓球、球槽

五、游戏时间：约40分钟

六、活动目标：感受团队间有效的配合，衔接以及自我控制
能力，为共同的目的以及团队的责任感做好每一个环节。

幼儿集体活动游戏视频篇二

摘 要幼儿园的孩子正处于逐步养成良好习惯的阶段，而良好
的习惯是在潜移默化的环境影响中形成的，幼儿期的整理习
惯将会影响人的一生，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讲，他们的规则意
识极其谈薄，整理习惯尚未形成，整理能力极弱，单纯的说
教是无济于事的。让孩子经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因此，我们必须阻止孩子在游戏后将玩具扔在一边的不好的
行为，让孩子去做，去收拾整理，尽管开始时效果不太好，



但重要的是摆脱了孩子的依赖心理，培养了责任感。

关键词游戏活动 小班 培养 整理习惯

通常新入园的孩子常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在热热闹闹游戏
后，玩具撒了一地，需要教师反复地提醒才能把玩具收拾好，
有的甚至看着别人收拾还是无动于衷，对掉在地上的玩具也
视而不见。究其原因，是由于幼儿在家里没有养成良好的整
理玩具的习惯。父母认为孩子年龄小，能力差，样样事情都
代为包办。有的家长即使提出整理的要求，但看到孩子那笨
手笨脚整理的样子，也会感到不耐烦，边唠叨边替他整理。
久而久之，会助长孩子的依赖心理，事事甩在一边等别人去
做，没有责任感。俗语说：“三岁看老”指的是孩子小时候
的习惯会影响终生。可见幼儿时期的习惯培养有多重要。实
践能使孩子印象深刻，实践能让孩子逐渐养成习惯，实践使
孩子具有根深蒂固的行为意识，从而让孩子经历一个从不自
觉到自觉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阻止孩子游戏后把玩具扔
在一边的不好的行为，让孩子去做，去收拾整理，尽管开始
时效果不太好，但没关系，重要的是摆脱了孩子的依赖心理，
培养了责任感。

那么，如何让孩子主动去整理物品呢？如何让孩子经历这个
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呢？

一、充分利用范例，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意识

利用故事、儿歌、表演等形式，让孩子知道：整理物品是具
有责任感的表现，能够受到大家的赞扬。班级中哪个孩子帮
助老师收拾整理玩具物品，即使是老师要求之后做到的，老
师也应及时给予肯定，并在集体面前表扬他，给大家树立良
好榜样，使幼儿产生良好的行为意识，促使幼儿自觉地进行
模仿。

二、利用游戏的形式，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意识



单一的收拾、整理比较枯燥，引不起孩子的兴致，如果把它
设计成游戏的形式，幼儿就会十分乐意去做。例如如：在玩
具柜上贴上小图画，贴上动物园的画表示放长颈鹿、狮子等
小动物，贴车库表示放小汽车等，借机让孩子学习分类、归
属；老师带头和小朋友比赛收拾玩具物品，“送玩具回家”，
慢慢地过渡到孩子之间进行比赛。这样，通过生动的语言、
有趣的形式，孩子的兴致提高了，就会主动融入到活动中来。

三、带领孩子观看整理后的物品，培养成功感

小班孩子年龄小，缺乏自信心，他们往往需要老师的不断肯
定，才能逐步建立自信心，从而影响自己的行为。例如，在
孩子收拾小椅子后，老师要带领孩子观看收拾后整齐的样子，
用赞赏的口吻肯定孩子，比较整理前和整理后的模样，让大
家亲眼看到明显的变化，建立成功感，树立自信心，为以后
自觉地整理玩具打下基础。因为，让孩子从收拾中得到成功
感和乐趣，才是收拾整理的最大动力。

四、利用拟人化手段，强化幼儿的行为习惯

五、孩子养成良好习惯的保障：父母做到言传身教

与家长联系，让家长准备一个固定的玩具橱，让孩子收拾自
己的东西，也可以和孩子比赛收拾东西，给孩子适当的奖励
或满足他的某些合理的要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
言行对孩子有着深远的影响，父母必须言传身教，要以自己
的实际行动给他作示范，然后要求他独自完成。千万不要他
在前头扔，父母在后头一边骂、一边捡，这样，孩子是永远
学不会的。

让孩子学习整理益处多多：有利于培养孩子责任感，有利于
形成孩子做事认真、仔细的良好习惯，通过共同收拾，还有
利于培养孩子互助协作的精神，发展语言能力等。因此，培
养孩子整理玩具的行为习惯，应从小抓起，应从：培养行为



意识、化枯燥为娱乐、树立成功感、强化行为习惯、家园要
求一致这五个方面抓起，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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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集体活动游戏视频篇三

项目道具：凳子若干

1、先把凳子围成一圈圆形，凳子比参加活动的学员少一张；

2、学员在凳子外围围成一圈，培训师播放音乐，学员绕着凳
子顺时针跑动；

3、音乐停止的瞬间，学员需要迅速找到一张凳子坐下，未抢
到凳子的学员淘汰；

4、游戏继续，直到只剩下最后一人，游戏结束。

项目道具：气球、绳子

1、将绳子沿场地的正中间拉开，作为中间界线；

2、培训师将学员分成两组团队，双方沿界线排列；



3、随机一方开始发球，双方学员开始用头顶气球，哪方先落
地则判为输，双方轮流发球。

项目道具：手鼓（音乐）、花（球）

1、学员们先围坐一圈，当击鼓者开始击鼓时，花就驾驶传，
鼓声停时，花在谁手上，谁就是“幸运者”，就要开始表演
个小节目。

2、“幸运者”表演完后，游戏继续开始。（手鼓和花，可以
用音乐和皮球代替。）

幼儿集体活动游戏视频篇四

在幼儿教学的过程中，区域活动不仅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其重要的活动形式。在设置区域活动的过程中，教
师需要按照幼儿的个性特点、兴趣爱好、发展需求等，对教
育环境进行合理的设定，这样就能通过幼儿主动参与区域活
动的方式来提升幼儿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因此本文对幼儿教
学中区域活动的设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对区域活动设
置的建议和策略做了详细的阐述。

一、创设一定的环境，促进区域活动的开展

在幼儿教学的过程中，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能够对幼儿形
成思维、习惯、品质、行为以及情感等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于幼儿在班级上度过了大多数的时间，因而很多幼儿都把
班级当作是自己的第二个家。所以教师在开展区域活动的过
程中，创设一个动静分明、舒适整洁的教学活动环境，这样
才能确保区域活动能够有效地开展下去。首先教师要引导幼
儿们将一些公共物品进行适当的整理和摆放，同时需要将物
品做好相应的标志，这样幼儿们就能掌握一定的整理物品的
技能，从而形成爱干净，爱整洁的良好习惯。例如针对美工
区，教师可以引导幼儿们，根据材料以及工具等进行分类，



其中材料就包括废旧材料以及纸张等，这样幼儿在使用的过
程中就能进行更好的分辨。同时教师还要引导幼儿们对班级
环境进行良好的维护，这样就能让他们树立较强的责任心，
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幼儿们，通过建立一定的检查小组，对
班级环境进行定期的检查，并且要安排值日生对班级环境进
行监督。如在美术活动结束之后，值日生要对活动材料的排
放进行检查，以确保其都能回归原位。场次以往幼儿们就能
慢慢形成维持班级环境的良好习惯，从而树立较强的责任心
以及班级意识。

二、结合趣味游戏，增强区域活动的吸引力

在幼儿教学区域活动设置的过程中，教师还需利用一些趣味
游戏，增强区域活动的吸引力以及趣味性，这样幼儿才能积
极参与到区域活动中去。对于幼儿来说，教学实质上就是通
过一些游戏来让其获得一定的知识。幼儿的天性就是玩，且
对于幼儿来说，吸引力最大的就是玩。而在教育游戏活动中，
幼儿最喜欢的就是区域活动，且由于区域活动非常独特，所
以它不仅能够促使每个幼儿都积极参与到该活动中，同时还
能在活动中锻炼和发展幼儿的思维。因此，幼儿教学中，必
须对区域活动予以足够的重视，这样才能确保区域活动获得
合理高效的开展。例如对于刚进入校园的幼儿来说，其对任
何事物都保持着极强的好奇心，且该阶段的幼儿尚未形成一
定的信念和理想，而他们积累经验知识的主要来源就是兴趣。
因此兴趣则是统一幼儿们行为以及认知的关键，并且兴趣还
能将幼儿们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来。又例如在开展益智区域
活动的过程中，其能有效统一幼儿的.行为与认知，并且在整
个区域活动中，幼儿还能根据规律，学会如何认识颜色、如
何区别长短以及如何排序等，这样一来幼儿的大脑、手、眼
等，都能获得一定的协调发展。再比如在练习加动物时，幼
儿自然而然的就能掌握一定的数数、分辨动物以及分类等技
能，这样不仅能够培养幼儿的专注力，同时还能培养学生的
综合能力。



三、结合社会实践，提高区域活动的社会价值

一般幼儿园中都具有优美的环境，且地理环境以及人文环境
等都比较良好，而教师在设置区域活动的过程中，就必须将
校园资源充分的利用起来，同时结合社会实践，引导幼儿们
积极走进校园，熟悉校园环境，认识校内植物，并参与一些
美术相关的活动，这样就能有效地增强区域活动的社会价值。
例如，幼儿们可以到邻近的初高中或者大学中，与大龄学生
们进行互动和交流，这样不仅能够将幼儿的参与兴趣以及积
极性充分的激发出来，同时还能达到培养幼儿胆量以及提高
交际能力的目的。再例如，通过组织幼儿们到校园外参观一
些印刷书本和报纸的机器，让学生们对印刷技术以及相关的
流程产生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四、区域活动的开展需注重生活习惯的培养

随着新课标的不断实施，在幼儿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善于
引导他们学会遵守和理解生活，并且要对各项常规常识进行
了解和掌握，这样幼儿们才能养成良好的遵守规则的习惯和
态度。同时教师还需要结合幼儿的个性以及发展特点等，在
开展和组织区域活动的过程中，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帮助
幼儿们了解、认识、掌握和体验规则，学会尊重别人，重视
他们的感受。例如教师可以根据幼儿每天的活动制作相应的
记录表格，将幼儿们一天中所进行的活动以及完成的事件准
确的记录下来，这样就能对幼儿的日常生活以及学习等有更
好的理解和掌握。而在新学期开学时，教师也要积极鼓励幼
儿们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每天要按时、积极地
参与到班级活动中去，这样不仅能督促幼儿们逐渐形成良好
的作息习惯，同时还能帮助教师们更好的管理幼儿，从而达
到提高幼儿教学效率的目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幼儿教学中区域活动的设置的研究和分析，
可以看出，在集体生活的过程中，由于年龄的增长，幼儿们
能够逐渐掌握很多的生活技能，例如独立吃饭、整理书柜以



及穿脱衣服等，因而区域活动的设置能够有效地增强幼儿教
学的效率。

幼儿集体活动游戏视频篇五

这个游戏有两个同学就能玩。先背向而站，相距二步远。游
戏开始后两人一块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并在原地合
拍双足跳三下，注意唱到最后一个“精”字时，必须同时做
１８０度跳，同时在落地前还要做一个造型动作。造型动作
有三种：

１·抬起左膝，右手反掌心在额前作搭凉棚状，同时左臂微
屈勾拳为孙悟空。

２·双手插腰，两腿侧开为白骨精。

３·双手合掌于胸前为唐僧。这三个童话人物的制约关系是：
孙悟空胜白骨精，白骨精胜唐僧，唐僧胜孙悟空。如果正巧
造型相同，那么重来一次，方法同前，一旦造型之间建立了
制约关系，负者就要给胜者恭敬地鞠一个躬。

游戏者５人为宜，选一人当股民，面对墙壁而站，其他４人
分散站在后面当股票，股票名称可事先自定，比如：新锦江、
二纺机、大众出租、豫园商城等。游戏开始，股民把一枚硬
币朝头后高高地抛出，说：“炒股票喽！”当股票者其中一
人就近拾起藏在手内，与此同时股票要同声对股民说：“什
么股票最看好？”股民要马上猜出是何种，对了就算发，继
续炒，错了由拾者当股民，重新再玩。

一人当逃犯，另一人当公安干警，用手帕蒙住他们的双眼，
分别带到乒乓桌的两个对角上。主持人发令后，两人手摸着
桌子一逃一追，逃犯想要躲开公安干警的搜寻，而公安干警
则竭力想要找到逃犯，两人都蹑手蹑脚地走动，以免发出声
响，使对方发现自己在哪里，但最终也许会糊里糊涂地撞到



一起，公安干警便捉到了逃犯。接着可再换两人上场游戏。

规则：围观者只能笑，不得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