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滚动的宝宝中班游戏教案(优秀8篇)
幼儿园教案的编写要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和变通。以下
是一些高一教案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滚动的宝宝中班游戏教案篇一

【设计思路】

利用生活中的物品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让幼儿尝
试进行运动，幼儿可以用身体趴着或站着将席子、塑料台布
自制成的滚筒向前进行滚动，还可以用其它的办法来玩，激
发幼儿对玩此游戏的兴趣，让幼儿在玩中其乐融融。

【活动目标】

1、有兴趣尝试“滚动的宝宝”的运动游戏。

2、体验合作玩的快乐。

3、培养表演的兴趣。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活动准备】

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若干。

【活动过程】

一、教师介绍运动内容，激发兴趣

二、幼儿尝试运动



1、这些用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可以怎么玩？

2、怎样玩才能使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向前移动？
（幼儿讨论）

3、幼儿自选器械尝试运动

幼儿在尝试运动过程中，教师进行观察，并进行适时引导。

三、幼儿展示交流

1、幼儿集中，请部分幼儿将自己的玩法进行展示与交流。

2、教师和幼儿共同进行评价。

3、教师进行提示：

（1）除了用身体趴着将滚筒向前进行滚动外，我们还可以怎
么样将其向前滚动？

（2）合作玩怎样玩？

四、幼儿再次进行运动

幼儿再次进行运动时，教师观察幼儿是否有新的玩法产生。

重点：引导幼儿能合作玩。

案例：滚动的宝宝

教师们为中班的幼儿自制了“滚动的宝宝”户外运动区域器
械，这些器械是用席子、塑料花台布和透明台布制成的，将
这些材料做成圆形让幼儿钻在里面进行滚动，由于教师急于
投放，让幼儿直接玩了起来，结果，能力强的幼儿玩起来了，
而且也较感兴趣，能力弱的幼儿只在旁边观看，但是在教师



的催动下，这些幼儿也愿意尝试，玩着玩着他们都一一走掉
了。

【活动分析】

用生活中的材料席子、塑料花台布和透明台布制成的幼儿运
动器械，教师很有创意。但是在投放前，教师缺少兴趣的激
发，由于自制的滚动器械是用生活中的材料席子、塑料花台
布和透明台布制成的，不象买来的滚动器械那么漂亮，而且
买来的滚动器械直接就是撑着的.。可是自制的滚动器械是撑
不起来的，要靠幼儿的钻进去的身体来支撑，一边支撑一边
向前爬，这对刚升入中班的幼儿要完成这样的游戏是有一定
难度的，教师采取的指导策略应该是：

1、先请大班的幼儿作示范，还可以请班上能力强的幼儿作示
范，从而引起幼儿玩的兴趣。

2、让能力强的幼儿和能力弱的幼儿一起玩，已此带动。

3、教师用语言进行鼓励，幼儿一边玩一边不断地进行鼓励，
对有进步的幼儿在全班再进行表扬，还可以适当进行一些小
的奖励，比如：用小的粘纸贴在幼儿的手上或额头上，这样
做有利于提高幼儿玩的兴趣。

教学反思

因为活动准备充分，过程安排合理，并且采取了幼儿与环境
材料、幼儿同伴以及教师的互动的方式，使幼儿在情感、态
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得到自主发展，实现了以自己
最小的支持，促进幼儿最大限度的发展的目的。在整个活动
过程中，教师和幼儿配和合较好，教师能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幼儿也能较好地在教室的指导和启发下尽情的玩。同时，家
长也积极进行了较好的评价。这节活动可不仅使师生之间增
强了了解，而且得到了家长的认可，为以后教育教学活动的



更好开展开了一个好头。如果再让我重新上这节课的话，我
一定会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活动中来，让他们真正体会到集
体活动的魅力，从而更加热爱校园，热爱学校生活。

滚动的宝宝中班游戏教案篇二

1、有兴趣尝试“滚动的宝宝”的运动游戏。

2、体验合作玩的快乐。

【活动准备】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若干。

【活动过程】

一、教师介绍运动内容，激发兴趣

二、幼儿尝试运动

1、这些用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可以怎么玩?

2、怎样玩才能使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向前移动?(幼
儿讨论)

3、幼儿自选器械尝试运动

幼儿在尝试运动过程中，教师进行观察，并进行适时引导。

三、幼儿展示交流

1、幼儿集中，请部分幼儿将自己的玩法进行展示与交流。

2、教师和幼儿共同进行评价。

3、教师进行提示：



(1)除了用身体趴着将滚筒向前进行滚动外，我们还可以怎么
样将其向前滚动?

(2)合作玩怎样玩?

四、幼儿再次进行运动

幼儿再次进行运动时，教师观察幼儿是否有新的玩法产生。

重点：引导幼儿能合作玩。

滚动的宝宝中班游戏教案篇三

利用生活中的物品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让幼儿尝
试进行运动，幼儿可以用身体趴着或站着将席子、塑料台布
自制成的滚筒向前进行滚动，还可以用其它的办法来玩，激
发幼儿对玩此游戏的兴趣，让幼儿在玩中其乐融融。

1、有兴趣尝试“滚动的宝宝”的运动游戏。

2、体验合作玩的快乐。

3、体验游戏中互相合作的快乐及获得成功的满足。

4、培养幼儿完整、连贯地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若干。

一、教师介绍运动内容，激发兴趣

二、幼儿尝试运动

1、这些用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可以怎么玩?

2、怎样玩才能使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向前移动?(幼



儿讨论)

3、幼儿自选器械尝试运动

幼儿在尝试运动过程中，教师进行观察，并进行适时引导。

三、幼儿展示交流

1、幼儿集中，请部分幼儿将自己的玩法进行展示与交流。

2、教师和幼儿共同进行评价。

3、教师进行提示：

(1)除了用身体趴着将滚筒向前进行滚动外，我们还可以怎么
样将其向前滚动?

(2)合作玩怎样玩?

四、幼儿再次进行运动

幼儿再次进行运动时，教师观察幼儿是否有新的玩法产生。

重点：引导幼儿能合作玩。

案例一：滚动的宝宝

教师们为中班的幼儿自制了“滚动的宝宝”户外运动区域器
械，这些器械是用席子、塑料花台布和透明台布制成的，将
这些材料做成圆形让幼儿钻在里面进行滚动，由于教师急于
投放，让幼儿直接玩了起来，结果，能力强的幼儿玩起来了，
而且也较感兴趣，能力弱的幼儿只在旁边观看，但是在教师
的催动下，这些幼儿也愿意尝试，玩着玩着他们都一一走掉
了。



分析：

用生活中的材料席子、塑料花台布和透明台布制成的幼儿运
动器械，教师很有创意。但是在投放前，教师缺少兴趣的激
发，由于自制的滚动器械是用生活中的材料席子、塑料花台
布和透明台布制成的，不象买来的滚动器械那么漂亮，而且
买来的滚动器械直接就是撑着的。可是自制的滚动器械是撑
不起来的，要靠幼儿的钻进去的身体来支撑，一边支撑一边
向前爬，这对刚升入中班的幼儿要完成这样的游戏是有一定
难度的，教师采取的指导策略应该是：

1、先请大班的幼儿作示范，还可以请班上能力强的幼儿作示
范，从而引起幼儿玩的兴趣。

2、让能力强的幼儿和能力弱的幼儿一起玩，已此带动。

3、教师用语言进行鼓励，幼儿一边玩一边不断地进行鼓励，
对有进步的幼儿在全班再进行表扬，还可以适当进行一些小
的奖励，比如：用小的粘纸贴在幼儿的手上或额头上，这样
做有利于提高幼儿玩的兴趣。

案例二：滚动宝宝变成船宝宝……

经过教师的引导，中二班幼儿终于对滚动宝宝的游戏开始感
兴趣,并积极去尝试去玩，也玩的很开心。一天、两天，一个
星期、两个星期，渐渐地幼儿玩此游戏的兴趣又降了下来，
只见金金说：“我不想玩了”玲玲说：“我爬得累死了”等
等，有的幼儿还将席子摊在地上，索性整个人躺在上面。教
师见此情景马上想到，是不是在前期幼儿对此游戏的基础进
行变动，于是教师就说：“爬得累了，躺在席子上休息也是
一种办法”。经教师这么一说，在爬动的幼儿也都模仿了躺
在席子上休息的动作，接着，教师又说：“滚动宝宝是不是
能变成其他的宝宝”。这时只见莱莱和琪琪马上将席子变成
船宝宝，两人站在席子里面，小心的走着，教师问她们，你



们开着什么呀?莱莱和琪琪说：“我们是船宝宝，开小船”。
于是许多条小船开出来了。接着肖肖等幼儿都用席子或塑料
台布搭起了房子，人在里面蹲着、跪着…….幼儿玩的办法多
了起来，玩的兴趣也高了起来。

分析：

幼儿运动的兴趣是靠教师去激发的，而兴趣的延续也是靠教
师的引导去维持的，案例中当幼儿对玩“滚动宝宝”的游戏
兴趣开始降低时，教师能意识到出现的问题，并及时进行恰
当的引导，同时进行逐步的推动，使幼儿下降的兴趣重新点
燃。如果教师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幼儿对运动的兴趣与积极
性就会消失，他们会玩不下去而离开，现在正因为教师能及
时进行推动，幼儿对玩席子滚桶的游戏又得到了延续。

案例三：我们会……

“滚动的宝宝”游戏歇了一阵子后，今天又开始玩此游戏了，
有的幼儿趴在席子滚筒中向前爬动、有的幼儿把席子滚筒当
做小房子，还有的幼儿两个、三个合作，将席子和塑料滚筒
当做小船在慢慢的向前开……,“扬扬”突然说：“我会站在
席子筒里面向前滚动”接着他起劲地叫老师看，叫小朋友看，
并起劲的作示范，只见他人站在里面，用手撑住席子筒的顶
部，用双脚踩住席子筒的'底部，将席子向前移动。真象一只
火车轮子在滚动。这时，又见琪琪和琳琳两人钻进一个透明
的塑料筒里，两人配合慢慢地将其滚动，当滚动到一根旗杆
下，琪琪突然说：“我们转弯爬”，说完，琪琪和琳琳两人
一转身将其反向滚动，只见她俩一边笑一边滚，好象一对蜗
牛朋友趴在玻璃床上。老师见其状后，马上召集幼儿过来，
让他(她)们再次示范给大家看。

最后，老师用观察的眼光又扫了一扫整个草地，都见幼儿在
积极的玩此运动游戏。



分析：

当幼儿对一样运动器械玩了一段时间后，会感到不新鲜，容
易玩腻，教师采用暂停一段时间的方法，吊吊幼儿的胃口，
其实这也是策略，当幼儿暂停一段时间后，再让幼儿玩此运
动，他们运动的积极性会更高涨，运动中创造的潜能更会发
挥出来。象“扬扬”站在把席子筒里面向前滚动、琪琪和琳
琳碰到障碍物会想办法急转身等等，这些举动都是在前期的
基础上发挥出来的，幼儿在运动中创造性的发挥不是教师刻
意的去教的，而是在经验的积累上自发的，这种自发是在一
种良好的运动环境中产生的，因此，当幼儿的创造潜能发挥
出来后，我们教师要善于发现，给予肯定和鼓励，并将他们
的创造潜得以辐射。只有这样，幼儿的创造潜能在运动中才
能不断释放。

案例四：“小船”变“火车”

中(2)班幼儿玩“滚动的宝宝”活动已有一段时间了，在老师
的带领与推动下，幼儿对该活动始终处于高涨的热情，
她(他)们在原有玩的基础上，继续滚动着用席子、透明塑料
台布、塑料花台布做成的滚筒，幼儿滚着、爬着、走着、笑
着。

这时，草地上慧慧和华华两人正套在用席子滚筒中做开小船
的游戏，开着开着突然和前面的小船碰着了，大家会心的笑
了起来，于是慧慧说，我们把小船变成火车吧”，边说边用
手拉住前面的席子筒，就这样一列“火车”产生了，她(他)
们小心的开着，谁也不愿散开。

看这她(他)们的火车，其他幼儿接着也模仿了起来，于是草
地上许多列火车又产生了。

分析：



根据中班幼儿的特点，教师为幼儿创设了良好的运动环境，
在教师的带领下，该班幼儿玩此游戏的兴趣一直在持
续，“小船”变“火车”其实是幼儿运动经验的迁移，
她(他)们在“小船”的经验上就想出了“火车”。“火车”
的产生吸引了其他幼儿，她(他)们进行了模仿，积极的在体
验。其实模仿也是一种学习，再说，中班幼儿喜欢模仿。因
此，让幼儿在模仿中体验新游戏的玩法以及感受新游戏的快
乐，这也是一种积极运动的表现。

这个游戏对幼儿来说，很新鲜，幼儿都能参与到游戏中去，
在配合中增长了知识，锻炼了身体，养成了守规则好习惯，
更进一步也学会了自己和其他幼儿的默契合作。

滚动的宝宝中班游戏教案篇四

教师们为中班的幼儿自制了“滚动的宝宝”户外运动区域器
械，这些器械是用席子、塑料花台布和透明台布制成的，将
这些材料做成圆形让幼儿钻在里面进行滚动，由于教师急于
投放，让幼儿直接玩了起来，结果，能力强的幼儿玩起来了，
而且也较感兴趣，能力弱的.幼儿只在旁边观看，但是在教师
的催动下，这些幼儿也愿意尝试，玩着玩着他们都一一走掉
了。

【活动分析】

用生活中的材料席子、塑料花台布和透明台布制成的幼儿运
动器械，教师很有创意。但是在投放前，教师缺少兴趣的激
发，由于自制的滚动器械是用生活中的材料席子、塑料花台
布和透明台布制成的，不象买来的滚动器械那么漂亮，而且
买来的滚动器械直接就是撑着的。可是自制的滚动器械是撑
不起来的，要靠幼儿的钻进去的身体来支撑，一边支撑一边
向前爬，这对刚升入中班的幼儿要完成这样的游戏是有一定
难度的，教师采取的指导策略应该是：



1、先请大班的幼儿作示范，还可以请班上能力强的幼儿作示
范，从而引起幼儿玩的兴趣。

2、让能力强的幼儿和能力弱的幼儿一起玩，已此带动。

3、教师用语言进行鼓励，幼儿一边玩一边不断地进行鼓励，
对有进步的幼儿在全班再进行表扬，还可以适当进行一些小
的奖励，比如：用小的粘纸贴在幼儿的手上或额头上，这样
做有利于提高幼儿玩的兴趣。

滚动的宝宝中班游戏教案篇五

设计思路：

利用生活中的物品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让幼儿尝
试进行运动，幼儿可以用身体趴着或站着将席子、塑料台布
自制成的滚筒向前进行滚动，还可以用其它的办法来玩，激
发幼儿对玩此游戏的兴趣，让幼儿在玩中其乐融融。

运动目标：

1、有兴趣尝试“滚动的宝宝”的运动游戏。

2、体验合作玩的快乐。

3、体验游戏中互相合作的快乐及获得成功的满足。

4、培养幼儿完整、连贯地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运动材料：

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若干。

运动过程：



一、教师介绍运动内容，激发兴趣

二、幼儿尝试运动

1、这些用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可以怎么玩？

2、怎样玩才能使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向前移动？
（幼儿讨论）

3、幼儿自选器械尝试运动

幼儿在尝试运动过程中，教师进行观察，并进行适时引导。

三、幼儿展示交流

1、幼儿集中，请部分幼儿将自己的玩法进行展示与交流。

2、教师和幼儿共同进行评价。

3、教师进行提示：

（1）除了用身体趴着将滚筒向前进行滚动外，我们还可以怎
么样将其向前滚动？

（2）合作玩怎样玩？

四、幼儿再次进行运动

幼儿再次进行运动时，教师观察幼儿是否有新的玩法产生。

重点：引导幼儿能合作玩。

案例一：滚动的宝宝

教师们为中班的幼儿自制了“滚动的宝宝”户外运动区域器



械，这些器械是用席子、塑料花台布和透明台布制成的，将
这些材料做成圆形让幼儿钻在里面进行滚动，由于教师急于
投放，让幼儿直接玩了起来，结果，能力强的幼儿玩起来了，
而且也较感兴趣，能力弱的幼儿只在旁边观看，但是在教师
的催动下，这些幼儿也愿意尝试，玩着玩着他们都一一走掉
了。

分析：

用生活中的材料席子、塑料花台布和透明台布制成的幼儿运
动器械，教师很有创意。但是在投放前，教师缺少兴趣的激
发，由于自制的滚动器械是用生活中的材料席子、塑料花台
布和透明台布制成的，不象买来的滚动器械那么漂亮，而且
买来的滚动器械直接就是撑着的。可是自制的滚动器械是撑
不起来的，要靠幼儿的钻进去的身体来支撑，一边支撑一边
向前爬，这对刚升入中班的`幼儿要完成这样的游戏是有一定
难度的，教师采取的指导策略应该是：

1、先请大班的幼儿作示范，还可以请班上能力强的幼儿作示
范，从而引起幼儿玩的兴趣。

2、让能力强的幼儿和能力弱的幼儿一起玩，已此带动。

3、教师用语言进行鼓励，幼儿一边玩一边不断地进行鼓励，
对有进步的幼儿在全班再进行表扬，还可以适当进行一些小
的奖励，比如：用小的粘纸贴在幼儿的手上或额头上，这样
做有利于提高幼儿玩的兴趣。

案例二：滚动宝宝变成船宝宝……

经过教师的引导，中二班幼儿终于对滚动宝宝的游戏开始感
兴趣，并积极去尝试去玩，也玩的很开心。一天、两天，一
个星期、两个星期，渐渐地幼儿玩此游戏的兴趣又降了下来，
只见金金说：“我不想玩了”玲玲说：“我爬得累死了”等



等，有的幼儿还将席子摊在地上，索性整个人躺在上面。教
师见此情景马上想到，是不是在前期幼儿对此游戏的基础进
行变动，于是教师就说：“爬得累了，躺在席子上休息也是
一种办法”。经教师这么一说，在爬动的幼儿也都模仿了躺
在席子上休息的动作，接着，教师又说：“滚动宝宝是不是
能变成其他的宝宝”。这时只见莱莱和琪琪马上将席子变成
船宝宝，两人站在席子里面，小心的走着，教师问她们，你
们开着什么呀？莱莱和琪琪说：“我们是船宝宝，开小船”。
于是许多条小船开出来了。接着肖肖等幼儿都用席子或塑料
台布搭起了房子，人在里面蹲着、跪着……。幼儿玩的办法
多了起来，玩的兴趣也高了起来。

分析：

幼儿运动的兴趣是靠教师去激发的，而兴趣的延续也是靠教
师的引导去维持的，案例中当幼儿对玩“滚动宝宝”的游戏
兴趣开始降低时，教师能意识到出现的问题，并及时进行恰
当的引导，同时进行逐步的推动，使幼儿下降的兴趣重新点
燃。如果教师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幼儿对运动的兴趣与积极
性就会消失，他们会玩不下去而离开，现在正因为教师能及
时进行推动，幼儿对玩席子滚桶的游戏又得到了延续。

案例三：我们会……

“滚动的宝宝”游戏歇了一阵子后，今天又开始玩此游戏了，
有的幼儿趴在席子滚筒中向前爬动、有的幼儿把席子滚筒当
做小房子，还有的幼儿两个、三个合作，将席子和塑料滚筒
当做小船在慢慢的向前开……，“扬扬”突然说：“我会站
在席子筒里面向前滚动”接着他起劲地叫老师看，叫小朋友
看，并起劲的作示范，只见他人站在里面，用手撑住席子筒
的顶部，用双脚踩住席子筒的底部，将席子向前移动。真象
一只火车轮子在滚动。这时，又见琪琪和琳琳两人钻进一个
透明的塑料筒里，两人配合慢慢地将其滚动，当滚动到一根
旗杆下，琪琪突然说：“我们转弯爬”，说完，琪琪和琳琳



两人一转身将其反向滚动，只见她俩一边笑一边滚，好象一
对蜗牛朋友趴在玻璃床上。老师见其状后，马上召集幼儿过
来，让他（她）们再次示范给大家看。

最后，老师用观察的眼光又扫了一扫整个草地，都见幼儿在
积极的玩此运动游戏。

分析：

当幼儿对一样运动器械玩了一段时间后，会感到不新鲜，容
易玩腻，教师采用暂停一段时间的方法，吊吊幼儿的胃口，
其实这也是策略，当幼儿暂停一段时间后，再让幼儿玩此运
动，他们运动的积极性会更高涨，运动中创造的潜能更会发
挥出来。象“扬扬”站在把席子筒里面向前滚动、琪琪和琳
琳碰到障碍物会想办法急转身等等，这些举动都是在前期的
基础上发挥出来的，幼儿在运动中创造性的发挥不是教师刻
意的去教的，而是在经验的积累上自发的，这种自发是在一
种良好的运动环境中产生的，因此，当幼儿的创造潜能发挥
出来后，我们教师要善于发现，给予肯定和鼓励，并将他们
的创造潜得以辐射。只有这样，幼儿的创造潜能在运动中才
能不断释放。

案例四：“小船”变“火车”

中（2）班幼儿玩“滚动的宝宝”活动已有一段时间了，在老
师的带领与推动下，幼儿对该活动始终处于高涨的热情，她
（他）们在原有玩的基础上，继续滚动着用席子、透明塑料
台布、塑料花台布做成的滚筒，幼儿滚着、爬着、走着、笑
着。

这时，草地上慧慧和华华两人正套在用席子滚筒中做开小船
的游戏，开着开着突然和前面的小船碰着了，大家会心的笑
了起来，于是慧慧说，我们把小船变成火车吧”，边说边用
手拉住前面的席子筒，就这样一列“火车”产生了，她（他）



们小心的开着，谁也不愿散开。

看这她（他）们的火车，其他幼儿接着也模仿了起来，于是
草地上许多列火车又产生了。

分析：

根据中班幼儿的特点，教师为幼儿创设了良好的运动环境，
在教师的带领下，该班幼儿玩此游戏的兴趣一直在持
续，“小船”变“火车”其实是幼儿运动经验的迁移，她
（他）们在“小船”的经验上就想出了“火车”。“火车”
的产生吸引了其他幼儿，她（他）们进行了模仿，积极的在
体验。其实模仿也是一种学习，再说，中班幼儿喜欢模仿。
因此，让幼儿在模仿中体验新游戏的玩法以及感受新游戏的
快乐，这也是一种积极运动的表现。

反思：

这个游戏对幼儿来说，很新鲜，幼儿都能参与到游戏中去，
在配合中增长了知识，锻炼了身体，养成了守规则好习惯，
更进一步也学会了自己和其他幼儿的默契合作。

滚动的宝宝中班游戏教案篇六

作为一无名无私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
助教学，教案有助于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写教
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滚动的宝
宝》中班教案，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利用生活中的物品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让幼儿尝
试进行运动，幼儿可以用身体趴着或站着将席子、塑料台布
自制成的滚筒向前进行滚动，还可以用其它的办法来玩，激
发幼儿对玩此游戏的兴趣，让幼儿在玩中其乐融融。



1、有兴趣尝试“滚动的宝宝”的运动游戏。

2、体验合作玩的快乐。

一、教师介绍运动内容，激发兴趣

二、幼儿尝试运动

1、这些用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可以怎么玩？

2、怎样玩才能使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向前移动？
（幼儿讨论）

3、幼儿自选器械尝试运动

幼儿在尝试运动过程中，教师进行观察，并进行适时引导。

三、幼儿展示交流

1、幼儿集中，请部分幼儿将自己的玩法进行展示与交流。

3、教师进行提示：

（1）除了用身体趴着将滚筒向前进行滚动外，我们还可以怎
么样将其向前滚动？

（2）合作玩怎样玩？

四、幼儿再次进行运动

幼儿再次进行运动时，教师观察幼儿是否有新的玩法产生。

重点：引导幼儿能合作玩。

案例：滚动的宝宝



教师们为中班的幼儿自制了“滚动的宝宝”户外运动区域器
械，这些器械是用席子、塑料花台布和透明台布制成的，将
这些材料做成圆形让幼儿钻在里面进行滚动，由于教师急于
投放，让幼儿直接玩了起来，结果，能力强的幼儿玩起来了，
而且也较感兴趣，能力弱的.幼儿只在旁边观看，但是在教师
的催动下，这些幼儿也愿意尝试，玩着玩着他们都一一走掉
了。

用生活中的材料席子、塑料花台布和透明台布制成的幼儿运
动器械，教师很有创意。但是在投放前，教师缺少兴趣的激
发，由于自制的滚动器械是用生活中的材料席子、塑料花台
布和透明台布制成的，不象买来的滚动器械那么漂亮，而且
买来的滚动器械直接就是撑着的。可是自制的滚动器械是撑
不起来的，要靠幼儿的钻进去的身体来支撑，一边支撑一边
向前爬，这对刚升入中班的幼儿要完成这样的游戏是有一定
难度的，教师采取的指导策略应该是：

1、先请大班的幼儿作示范，还可以请班上能力强的幼儿作示
范，从而引起幼儿玩的兴趣。

2、让能力强的幼儿和能力弱的幼儿一起玩，已此带动。

3、教师用语言进行鼓励，幼儿一边玩一边不断地进行鼓励，
对有进步的幼儿在全班再进行表扬，还可以适当进行一些小
的奖励，比如：用小的粘纸贴在幼儿的手上或额头上，这样
做有利于提高幼儿玩的兴趣。

滚动的宝宝中班游戏教案篇七

1.了解梯形的基本特征，认识直角梯形、等腰梯形等几种不
同的梯形。

2.能不受大小、颜色、摆放位置的干扰正确地辨认梯形，探
索将各种图形拼剪成梯形。



3.引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4.能与同伴合作，并尝试记录结果。

1.各种正方形、长方形、梯形图形卡片若干，贴有图形标志
的分类盒3个。

2.《梯形宝宝做游戏》教师教学资源。

1.玩游戏“送图形宝宝回家”按照图形形状进行分类。出示
图形卡片及分类盒，请幼儿根据标记，把图形放入相应的分
类盒中，并一起进行验证。

2.播放教师资源，引导幼儿观察、了解梯形的基本特征。

问题：这个图形有几条边?几个角?这几条边是什么样子的?合
在一起想什么?

总结：图形上面的边短，下面的边长，上下两边平平的，旁
边两条边斜斜的，这个像滑梯的图形叫——梯形。

学习不受大小、颜色、摆放位置的干扰正确辨别梯形。

总结：直角梯形有一个滑梯，等腰梯形有两个一样的滑梯。

打扮图形宝宝，帮它们穿上漂亮的衣服，鼓励幼儿说出梯形
宝宝的样子。自由选择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彩纸，用剪刀变成
梯形，或者把梯形宝宝变成自己喜欢的'图形。鼓励幼儿说出
自己变图形的方法。

寻找生活中梯形的物体，拍照或者画在a4纸上。

整节课的活动流程就是在孩子们已有的经验基础上，通过多
种方法来来巩固幼儿对梯形的认识。从上课的效果来看，幼



儿在复习梯形特征的时候，幼儿能很快说出梯形的特征，其
实任何一节优秀的课，都离不开很多的教具，只有在教具充
分准备的情况下，幼儿和教师之间才能有共同的语言，幼儿
才能正真掌握知识，获得本领。教师会轻松的教，幼儿才能
快乐的学习。

滚动的宝宝中班游戏教案篇八

【设计思路】

利用生活中的物品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让幼儿尝
试进行运动，幼儿可以用身体趴着或站着将席子、塑料台布
自制成的滚筒向前进行滚动，还可以用其它的办法来玩，激
发幼儿对玩此游戏的兴趣，让幼儿在玩中其乐融融。

【活动目标】

1、有兴趣尝试“滚动的宝宝”的运动游戏。

2、体验合作玩的快乐。

【活动准备】

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若干。

【活动过程】

一、教师介绍运动内容，激发兴趣

二、幼儿尝试运动

1、这些用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可以怎么玩?

2、怎样玩才能使席子、塑料台布自制成的滚筒向前移动?(幼



儿讨论)

3、幼儿自选器械尝试运动

幼儿在尝试运动过程中，教师进行观察，并进行适时引导。

三、幼儿展示交流

1、幼儿集中，请部分幼儿将自己的玩法进行展示与交流。

2、教师和幼儿共同进行评价。

3、教师进行提示：

(1)除了用身体趴着将滚筒向前进行滚动外，我们还可以怎么
样将其向前滚动?

(2)合作玩怎样玩?

四、幼儿再次进行运动

幼儿再次进行运动时，教师观察幼儿是否有新的玩法产生。

重点：引导幼儿能合作玩。

案例：滚动的宝宝

教师们为中班的幼儿自制了“滚动的宝宝”户外运动区域器
械，这些器械是用席子、塑料花台布和透明台布制成的，将
这些材料做成圆形让幼儿钻在里面进行滚动，由于教师急于
投放，让幼儿直接玩了起来，结果，能力强的幼儿玩起来了，
而且也较感兴趣，能力弱的幼儿只在旁边观看，但是在教师
的催动下，这些幼儿也愿意尝试，玩着玩着他们都一一走掉
了。



【活动分析】

用生活中的材料席子、塑料花台布和透明台布制成的幼儿运
动器械，教师很有创意。但是在投放前，教师缺少兴趣的激
发，由于自制的滚动器械是用生活中的材料席子、塑料花台
布和透明台布制成的，不象买来的滚动器械那么漂亮，而且
买来的滚动器械直接就是撑着的。可是自制的.滚动器械是撑
不起来的，要靠幼儿的钻进去的身体来支撑，一边支撑一边
向前爬，这对刚升入中班的幼儿要完成这样的游戏是有一定
难度的，教师采取的指导策略应该是：

1、先请大班的幼儿作示范，还可以请班上能力强的幼儿作示
范，从而引起幼儿玩的兴趣。

2、让能力强的幼儿和能力弱的幼儿一起玩，已此带动。

3、教师用语言进行鼓励，幼儿一边玩一边不断地进行鼓励，
对有进步的幼儿在全班再进行表扬，还可以适当进行一些小
的奖励，比如：用小的粘纸贴在幼儿的手上或额头上，这样
做有利于提高幼儿玩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