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吃店角色游戏教案次(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
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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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吃店角色游戏教案次篇一

“冲啊！”“快点啊！”“喂，我先夹的！”“真好吃！”
这就是我们班今天举行的“大食会”啦！每个人都抢着吃呢；
我还以为只有我是小馋猫，结果全班42人加上我都是名副其
实的吃货。

今天早晨，我们班举行了美食比赛。每个同学都带了五花八
门的菜回来给大家品尝，一大早我就空着肚子去品尝；我饿
死了，第四组总是最后去吃的.。一听老师说：“第四组出来
吃……”还没说完，“轰”地一声直奔美食台。我这吃货的
名可不是虚传的！我夹了黄瓜、薯条、鸡翅和土豆泥。果然，
比我想像中的要好吃很多，真的太好吃了。这时，见到一旁
没人吃的鱼，我眼疾手快地夹了几块，啊！那种滋味，这香
味，简直诱惑难抵。

再看看那些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夹，不但不舍得回位，还
争着来吃呢！两位老师也来细细品尝，不仅好吃，香味还飘到
“异国他乡”的其他班去了，把同学们都“牵引”过来凑热
闹了。我做的茶叶蛋也被抢光了，其中一个本来我想吃的，
后来送给了李玮麟同学。我的茶叶蛋啊！

小吃店角色游戏教案次篇二

一个人的生命中，有许多场比赛，但每一场比赛，即会给人
带来欢乐，有时候，也会给人带来悲伤，但是，当你回望那



场比赛的时候，你又会在那场比赛中获得到你异想不到的收
获。

今天，我们学校里举行了一场甚大的比赛，每个班的老师都
非常重视，我的老师也不例外。

刚到比赛的前几天，老师对我们实行了“魔鬼训练”，因为
我们前几次很少上过体育课，对体操不熟悉，在训练的时候
有许多同学都喊着：“怎么还不休息啊。”终于，忍到了今
天，刚到比赛前几小时，我们班也训练了一下，可是，看着
别人班做的这么好，我有一点不自信，比赛的时间快到了，
先是我们的校长讲话，然后，比赛开始了，先出场是低年级
的同学，而我们班是排在后在的，别看那些“小不点”可走
起路来，一点儿也不差，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得多，只听音乐
一响，他们的身姿舞动起来，随着音乐的一起一落，他们跳
的是多么的完美，连我也不禁赞叹，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还没有上班，我们看别人班做起体操来，是多好，已经军心
大乱了，我的心，像热锅上的蚂蚁，非常焦急，看着别人班
跳的多么的整齐，多么的好看，我的信心开始动摇，再看看
评委人员打得分数：9.9、9.8……这些数字，更加使我觉得
我们班比赛的结果是多么的惨，回想起昨天，我们是多么努
力的拼搏，在阳光下，从早晨到下午，从下午到晚上，我们
不停地训练，我们是多么的努力，想到这些，让我多么的失
望，难道这场比赛输定了吗？不一会儿，就该我们上场了，
我的心不知怎么紧张起来，将要上场的时候，还好好的，现
在怎么了，我鼓足勇气，在心里默默地给自己加了一把气，
上场，只听音乐一响起，我的身体，在音乐中舞动，不知不
觉，我的身体像不是我操控变得灵活起来，听音乐一喊停，
结束了。现在开始宣布比赛结果，第二名，这个结果让我感
到有一点不满意，可是又能怎么样。

回到家，我回想起比赛的过程，那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啊！虽
然，我们只得了第二名，但对我来说，我们班永远得第一名，
比赛的结果固然重要，但比赛时，那无限的乐趣更加重要。



小吃店角色游戏教案次篇三

一、游戏的由来:

我们幼儿园地处繁华的旗汛口路口的优势,班上的孩子时常到
幼儿园周边参观各种各样的建筑、店铺等,在途中孩子们看到
了幼儿园周边许多福州风味的小吃店“依土捞化”“连江锅
边”“汤圆”“鱼丸”等,这些都是孩子们爱吃的食物。在一
次角色游戏中,a小朋友加工厂里搓了鱼丸,做了油条,开心地
叫卖了起来……为了满足孩子们的愿望和兴趣需要,我们开展了
“风味小吃店”的角色游戏。

二、游戏预设总目标:

1、喜欢参加“小吃店”、“娃娃家”、“以的游戏,能积极
参与游戏中并能表现出愉快的情绪。

2、会根据意愿选择自己喜欢的游戏和角色,并明确自己扮演
角色的分工和职责。

3、能较为逼真地反映出小吃店厨师、服务员、收银员等人员
的工作情况。

4、娃娃家中的角色会与小吃店的角色进行游戏交往。

5、根据教师创设的环境,能将各种小吃及游戏道具分类整理、
摆放。

6、在游戏评价中能用较为连贯、清晰的语言表达自己对游戏
感受。

三、游戏过程:

(一)第一次游戏:



1、活动目标:

(1)喜欢参加“小吃店”的游戏,能积极参与游戏中,并能表现
出愉快的情绪。

(2)知道小吃店中人员的分工和职责。

2、活动准备:

(1)经验准备:

a、请爸爸妈妈带孩子品尝福州风味小吃店,初步了解小吃的种
类、名称等。

b、教师与幼儿一起参观“老福州”风味小吃店,帮助幼儿了解
小吃店的人员安排、分工职责等。

(2)材料准备:小吃店——店牌、灶具、锅、碗、收银机、各
种小吃(肉燕、线面、鱼丸、什果等)。

(3)技能准备:在活动前初步学会如何煮各种小吃。

(4)环境准备:

a、运用栏杆、小桌等摆设布置小吃店

b、根据不同的店面设计不同的门牌。

3、指导要点:

(1)引导幼儿欣赏“参观老福州”的照片,帮助幼儿回忆小吃
店的布置和人员的分工和安排。

提问:



a、这么多的小吃店,你们想开哪些?b、小吃店是怎么布置的?

c、厨师、招待员分别是怎么工作的?d、小吃店里有哪些人?

(2)介绍游戏的材料和玩法

a、游戏材料:灶具、碗、勺子、各种小吃(如肉燕、鱼丸、什
果等)c、游戏玩法:

a、厨师在厨房中根据招待员的票据煮出相应的小吃。

b、厨师应将煮好的小吃放在备用台上。

c、顾客应先到收银台选择自己要吃的小吃,再买票据交给招待
员。

d、顾客要将票据交给招待员后,坐在餐桌上等小吃。

e、招待员要将顾客的票据交给厨师,并将小吃送到顾客的餐桌
上。

(3)幼儿游戏,教师指导

a、教师以“小吃店”经理的身份介入游戏,协助幼儿布置“小
吃店”场景。

b、引导幼儿能根据厨师的工作步骤和顾客的就餐程序进行游
戏。

c、提醒招待员要及时收拾餐具,并保持餐桌的整洁。

(4)游戏评价

a、引导幼儿说说今天你在“小吃店”的游戏中扮演什么角色,



你是怎么工作的?

b、你最喜欢哪个小吃店的工作人员,为什么?

观察与推进:

在开展游戏前我们曾让孩子去参观了“老福州”小吃店,孩子
们对小吃店的人员安排和分工以及基本的工作内容都有一定
地了解,因此在开展游戏时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参观经验,与教
师一起回忆了小吃店的人员有哪些、他们分别是怎么工作的、
就餐的程序是怎样的?在教师介绍了游戏的材料和玩法后孩子
们兴奋地开始游戏。在游戏中“小厨师”会根据自己顾客的
要求煮出相应的小吃;“顾客”会知道先到收银台买票,凭票
吃到自己想吃的小吃;“招待员”会帮助把“厨师”煮好的小
吃端给“顾客”……但是在游戏中幼儿对于自己扮演的角色
职责还不是十分清晰,容易出现角色分工不清,如“招待员”
有时会不记得将小吃端给“顾客”,而厨师有时会跑到其他小
吃店中进行游戏等,在下次的游戏中会重点指导幼儿能更加明
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分工和职责,并能较逼真地表现出不同
角色的工作情况。

(二)第二次游戏:

1、活动目标:

(1)能较为逼真地反映出小吃店厨师、招待员员、收银员、娃
娃家、医院等人员的工作情况。

(2)会根据自己扮演的角色,明确自己的分工和职责。

2、活动准备:

(1)小吃店——增加迎宾员的飘带、小吃票据、抹布等



(2)娃娃家、医院、商店、的士车等游戏道具。

3、指导要点:

(1)引导幼儿说说小吃店中人员的分工和具体职责。

提问:

a、不同小吃店的厨师能随意走到其他的小吃店中吗?

b、招待员在小吃店中应该做些什么?

c、顾客应该怎样就餐呢?

d、娃娃家的爸爸妈妈在家中可以做哪些事情?

(2)提出游戏的注意点

a、明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哪里工作,做哪些事情。

b、扮演“顾客”的幼儿应该按照就餐的程序到小吃店中就餐。

(3)幼儿游戏,教师指导

a、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所扮演的角色,并能与同伴轮
流游戏。

b、引导小吃店的员工能根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相应的位置
做相应的工作。

c、鼓励娃娃家的爸爸妈妈能照顾好自己的娃娃,并能整理好自
己的家。

d、引导医院、的士车、商店、娃娃家等游戏的幼儿进行交流。



(4)游戏评价

b、你想在下次的游戏中增加哪些游戏情节和材料?

观察与推进:

小吃店成为了孩子们最喜欢、最积极参与的游戏。他咱们能
够根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游戏,如厨师
会先摆放灶具再将食品一一放置在相应的位置;招待员会先整
理餐桌;收银员能将收银机摆放整齐再整理票据。孩子们十分
投入于自己的角色中,虽然在游戏规则上还有些不足,但是我
想,孩子们能够热情、自主地参与游戏这比强加于孩子们去掌
握的规则更重要。在游戏的过程中我发现孩子们都很热衷于
在自己的游戏组中游戏,缺乏与其他各组之间进行的交往如娃
娃家的爸爸妈妈只是一味地在家中整理、哄娃娃,而很少带娃
娃到小吃店中去吃小吃;招待员、迎宾员与厨师、顾客的语言
交流也较少,在下次的游戏中将重点引导孩子们用语言进行角
色间的交往;同时在游戏中小吃店的“厨师、招待员”提出小
吃店里的招待员都有一个围裙,这样就不会把自己的衣服弄脏
了。商店的“服务员”提出要有一些袋子装货物,这样客人在
买东西时比较方便。因此在下次的游戏中将根据孩子们的需
求增加相应的游戏材料。

(三)第三次游戏:

1、活动目标:

(1)娃娃家中的爸爸妈妈与小吃店中的工作人员能运用语言进
行角色间的交往。

(2)会使用“欢迎光临”、“谢谢您”、“欢迎下次再来”等
礼貌用语。

2、活动准备:



(1)知识准备:与爸爸妈妈一起到“小吃店”参观、品尝,并重
点观察、记录下厨师、招待员、迎宾员、收银员之间的语言
交流。

(2)材料准备:小吃店——增加围裙、袖套、帽子等,娃娃
家——床单、被子、食物(包子、鱼等)、钱袋等。

3、指导要点:

(1)幼儿讨论:

a、上次游戏中小吃店的厨师、招待员事情不多,为什么?

顾客太少。引导娃娃家的“爸爸妈妈”可以带娃娃到小吃店
吃小吃;“哥哥姐姐”也能到小吃店去品尝小吃。

b、有顾客到小吃店品尝小吃,迎宾员、招待员应该怎样跟顾客
说话?

(2)提出本次游戏的注意点

a、娃娃家的爸爸妈妈要常到小吃店品尝小吃。

b、迎宾员、招待员会使用“欢迎光临”、“谢谢您”等礼貌
用语进行游戏交往。

c、能合理运用游戏材料,并在游戏中适时使用。

(3)幼儿游戏,教师指导

a、观察并鼓励娃娃家的爸爸妈妈能多与其他游戏进行角色交
流。

b、教师以经理身份对幼儿的游戏行为进行适当的调整。



c、重点观察、指导小吃店里各角色之间的互动。

(4)游戏分享:你在小吃店和娃娃家里做了什么?你开心吗,为
什么?

幼儿园小吃活动策划方案

小吃店角色游戏教案次篇四

春节时，我们一家来到了厦门旅游。厦门的风景很美，可让
我记忆深刻的，还是美味的厦门小吃。

厦门的小吃街人山人海，街边商家不停叫卖着。卖羊肉串的
新疆少年左手拿着羊肉串，右手拿着扇子不停地扇着，嘴里
不住地吆喝：“卖羊肉串了，卖羊肉串了，好吃的羊肉串啦，
快来买啊！”卖糖葫芦的北京小帅哥，肩上扛着插满糖葫芦
的杆子，大声叫卖：“糖葫芦嘞，糖葫芦嘞，甜甜的糖葫芦，
两元一串，大优惠啊！”烤鱿鱼的.大爷转动着鱿鱼串，眼睛
一眨也不眨，嘴巴一直在叫唤：“烤鱿鱼，本地特产，吃了
还想吃，快来呀！”一阵阵烤鱿鱼的香味直钻进我的鼻子。
烤扇贝的老板理直气壮地说：“我这儿的烤扇贝没人说不好
吃，放心买吧！”走到烧烤铺前，我闻到了香味，拉着爸爸
的手，要他给我买。爸爸给我买了一串，我吃着羊肉继续向
前走，来到了水果铺。

水果铺的老板忙得不可开交，一只手拿着芒果，一只手拿着
小刀，快速地削着芒果，芒果肉散发着一阵阵清香。爸爸问
道：“老板，这芒果甜吗？”老板说：“不甜不要钱。”我
们就买了一个，果然很甜。

接着，我们就去吃点心了。我们先品尝了鱼丸，简直是上等
美味啊！鱼丸汤其实没放什么特别的佐料，就加了几根葱，
不知道味道怎么会这么好。我们还品尝了蜜柚馅饼，它外酥
里嫩挺好吃的。芒果巨无霸更有特色，一共分为五层，一层



奶油一层芒果叠加起来，真的是超级巨无霸。有趣的是，顶
层还插着几面彩旗。

我们边吃边逛，边逛边吃，既饱了眼福，又饱了口福。厦门
的小吃吃也吃不尽，说也说不完，我期待下次能再去细细品
尝。

小吃店角色游戏教案次篇五

1、活动目标:

(1)幼儿在与小吃店中的工作人员交流时能运用语言进行角色
间的交往。

(2)会使用“欢迎光临”、“谢谢您”、“欢迎下次再来”等
礼貌用语。

2、活动准备:

(1)知识准备:与爸爸妈妈一起到“饭店”参观、品尝,并重点
观察、记录下厨师、招待员、迎宾员、收银员之间的语言交
流。

(2)材料准备:小吃店——增加围裙、袖套、帽子等,各种“食
品”

3、指导要点:

(1)幼儿讨论:

a、上次游戏中小吃店的厨师、招待员事情不多,为什么?

顾客太少。引导娃娃家的“爸爸妈妈”可以带娃娃到小吃店
吃小吃;“哥哥姐姐”也能到小吃店去品尝小吃。



b、有顾客到小吃店品尝小吃,迎宾员、招待员应该怎样跟顾客
说话?

(2)提出本次游戏的注意点

a、娃娃家的爸爸妈妈要常到小吃店品尝小吃。

b、迎宾员、招待员会使用“欢迎光临”、“谢谢您”等礼貌
用语进行游戏交往。

c、能合理运用游戏材料,并在游戏中适时使用。

(3)幼儿游戏,教师指导

a、观察并鼓励娃娃家的爸爸妈妈能多与其他游戏进行角色交
流。

b、教师以经理身份对幼儿的游戏行为进行适当的调整。

c、重点观察、指导小吃店里各角色之间的互动。

(4)游戏分享:你在小吃店和娃娃家里做了什么?你开心吗,为
什么?

游戏反思:

在活动中幼儿能积极参与的游戏。他能够根据自己所扮演的
角色,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游戏,如厨师会先摆放灶具再将食
品一一放置在相应的位置;招待员会先整理餐桌;收银员能将
收银机摆放整齐再整理票据。孩子们十分投入于自己的角色
中,虽然在游戏规则上还有些不足,但是我想,孩子们能够热情、
自主地参与游戏这比强加于孩子们去掌握的规则更重要。在
游戏的过程中我发现孩子们都很热衷于在自己的游戏组中游
戏,缺乏与其他各组之间进行的交往如娃娃家的爸爸妈妈只是



一味地在家中整理、哄娃娃,而很少带娃娃到小吃店中去吃小
吃;招待员、迎宾员与厨师、顾客的语言交流也较少,在下次
的游戏中将重点引导孩子们用语言进行角色间的交往;同时在
游戏中小吃店的“厨师、招待员”提出小吃店里的招待员都
有一个围裙,这样就不会把自己的衣服弄脏了。商店的“服务
员”提出要有一些袋子装货物,这样客人在买东西时比较方便。
因此在下次的游戏中将根据孩子们的需求增加相应的游戏材
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