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规则游戏设计与指导》教案

第一章节 规则游戏概述

教学目标:了解规则游戏的概念，特点和分类。掌握规则游戏的编制

要求，并能编制适合幼儿开发的规则游戏。理解规则游戏的教育意义，

并能熟练组织与指导各年龄班幼儿的规则游戏。

教学重点:规则游戏的特点，规则游戏的教育意义，常见规则游戏的

编制，规则游戏的组织与指导原则。

教学难点:规则游戏的开发与设计，游戏后的反思与评价，各年龄班

幼儿游戏的特点与指导。

授章节方式:讲授法，演示法，直观法。

一、讲述概念及分类

规则游戏的概念:规则游戏，顾名思义，游戏一定具有某种规则。规

则是规则游戏的主要游戏手段。

（一）规则游戏的分类:

（1）智力游戏

1. 按材料分智力游戏可分为操作游戏，如用拼图，嵌板，六面图，

拼拆玩具以及各种游戏材料等通过手的操作进行游戏。

2. 按游戏的作用分智力游戏可分为感官游戏，如听听是谁的声音，

奇妙的口袋。

（2）体育游戏:体育游戏是以促进身体正常发育和技能协调开发为主

要目的的游戏。

（3）音乐游戏:音乐游戏是在音乐的伴奏或歌曲的伴唱下进行的游戏，



其具有音乐和动作相配合的特点。

国外对规则游戏的分类:

1. 瞄准游戏:如套环，保龄球，撞球等。

2. 赛跑游戏:如两人三足跑，运球跑等。

3. 追逐游戏:追逐游戏是角色互补的游戏，需要双方合作才能进行。。

4. 躲藏游戏:躲藏游戏包括藏人或藏东西，需要幼儿把自己或物品藏

好。

5. 猜测游戏:例如，请你猜猜我是谁，猜猜看等。

6、口令游戏:口令游戏只跟着口令做适当动作。

（二）规则游戏的特点

1. 目的性和适应能力:规则游戏具有明确的教育目的。

2. 规则性:游戏的规则是对游戏者在游戏中的动作，行为。

3. 竞争性:当游戏双方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游戏时，双方的关系往往

具有竞争性。

趣味性：趣味性是游戏的生命，所以教师在编制规则游戏时，要

注意游戏的趣味性。

4. 由教师（保育员）编制和指导:规则游戏是由教师编制在教师（保

育员）指导下开展的游戏就是有规则游戏所具有的目的性。

5. 地方差异性:规则游戏具有文化传承，规则游戏往往以代代相传的

方式流传于民间，并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播。

（三）规则游戏的教育意义



促进幼儿智力的开发:接受新生事物的兴趣，在儿童生长发育的早

期游戏保证了儿童的智力开发，皮亚杰把儿童的游戏解释为一种

同化超过顺应的优势。规则游戏有具体的游戏材料，符合幼儿思

维形象性的特点。



第二章节 规则游戏的编制

一、规则游戏的构成因素

(一) 游戏目标

编排规则游戏要有明确的游戏目标。游戏目标是根据幼儿的年龄

特点，需求和教育要求提出的。

(二) 游戏玩法

游戏玩法是在游戏中对幼儿活动和动作的要求，包括游戏的开始

过程和结束。

(三) 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及根据游戏的目标和内容制定的，游戏参与者必须遵守

的规则。

1. 角色行为规则

角色行为规则只在游戏中为不同角色的游戏行为制定的规则。

2. 内容与玩法规则

为了反应教育活动的内容和要求，保证游戏的顺序进行，需要根

据游戏的内容和玩法制定若干游戏规则，这就是所谓的内容与玩

法。

3. 竞赛性规则

竞赛性规则子在游戏中为比赛和争胜负所制定的规则。

（四）游戏结果

规则游戏具有一定的结果，是幼儿在游戏中所追求的目标，是判



断幼儿完成游戏任务与否的标志。

二、规则游戏的编排要求

1. 游戏要有明确的教育目的

目的性和适应能力是规则游戏的重要特点。教师在编制规则游戏

时，首先要明确培养幼儿的各项反应能力、协调能力。

2. 游戏要有趣味性

趣味性是游戏的生命，所以教师在编制规则游戏时，要注意游戏

的趣味性。

3. 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

编制游戏规则时应充分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动作发挥水平。

三、常见规则游戏的编制

我国常见规则游戏是智力游戏、体育游戏和音乐游戏，它与幼儿教学

或幼儿的成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分别介绍这三种游戏的编制。

(一) 智力游戏的编制

智力游戏是作为规则游戏的一种，其作用在于激发幼儿的学习兴

趣和学习积极性、丰富幼儿的经验、开发幼儿的智力。

1.开发感知能力的游戏编制

幼儿主要通过感官认识周围的事物，在游戏中通过听、看、嗅、摸等

行为接受外界的各种信息。

（1）听觉游戏的编制。

（2）视觉游戏的编制。



（3）触摸觉游戏的编制。

（4）味、嗅觉游戏的编制。

2.开发观察力的游戏编制：用目测、寻找、发现等方法构思的智力游

戏着重开发幼儿的观察力，以促进幼儿观察的目的性、持久性、概括

性和系统性的启发。

3.开发注意力的游戏编制：注意力是指心理活动对一定实物的指向和

集中。

4.开发记忆力的游戏编制：记忆是过去的经验在人脑中的反映。

5.开发想象力的游戏编制

6.开发思维的游戏编制：思维是对客观事物概括的、间接的反映。

(二)体育游戏的编制

体育游戏是指以促进身体正常发育和机能协调开发为主要目的的游

戏。

1.启发幼儿走的能力的游戏编制

2.启发幼儿奔跑能力的游戏编制

3.启发幼儿跳跃能力的游戏编制

4.启发幼儿投掷能力的游戏编制

5.启发幼儿平衡能力的游戏编制

6.启发幼儿钻爬能力的游戏编制

(三)音乐游戏的编制

音乐游戏的目的是培养幼儿对音乐活动的兴趣，激发幼儿的音乐表现

欲望，而不是培养幼儿的音乐技能。



第三章节 规则游戏的组织

规则游戏是幼儿园常见的一种游戏类型，具有明显的规则性，但是在

实际游戏过程中往往存在一个教与学的过程，只有理顺这个过程才能

顺利地开展游戏。规则游戏对于儿童的开发来说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

和意义。

一、规则游戏的组织与指导原则

(一) 游戏性和适应能力相统一的原则

游戏性是指组织与指导规则游戏应使幼儿充分体验到游戏活动带来

的乐趣。适应能力是指在游戏中要引导幼儿达到游戏的目的，获得开

发。

1.处理好规则游戏的游戏性与启发性的关系

2.充分发挥幼儿游戏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适应性

规则游戏的开发价值取决于教师的指导方式。教师的指导应建立在充

分尊重幼儿游戏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使幼儿始终处于积极的活动状态。

(二)灵活性原则

灵话性原则是指教师指导规则游戏时要保持游戏规则、内容的变通性。

(三)参与性原则

教师在组织游戏时应尽可能让多数幼儿能够参与而不是旁观、等待。

1.选择能让多数幼儿一起参加的游戏

幼儿在一起参加游戏，一方面可以让每个幼儿及时投入游戏，感受到

游戏的快乐，锻炼幼儿同伴间的交往能力；另一方面便于教师的组织

与指导，如果等待的幼儿因为烦躁而出现吵闹现象，必然会影响游戏



的顺利进行。

2.采取合理分组、同时进行的方式

要采取合理的方式帮助幼儿分组，而不要让幼儿因性别、能力、性格

等感觉到来自同伴的忽视或拒绝的压力。



第四章节 规则游戏的指导

一、规则游戏的指导方法

规则游戏是由教师（保育员）发起的，具有一定的规则性，想让幼儿

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展此类游戏，必须先让幼儿学会游戏的玩法。因此，

规则游戏的指导方法很重要。

(一)游戏前的具体指导

1.选择和编制适合的有规则游戏

2.教会幼儿游戏的玩法及规则

(二) 游戏过程中的具体指导方法

1.语言指导方法

(1)讲解与说明。

(2)提问与谈话。

(3)口令与信号。

2.直观演示法

(1)示范正确的游戏动作。

(2)指点游戏动作。

(3)演示直观教具。

三、游戏后的反思与评价

规则游戏的结果是幼儿完成游戏任务的标志。为了使游戏活动进行得

更加圆满，教师需要对结果进行适当的评价。

1.小班幼儿规则游戏的特点及指导



小班体育游戏：鸭子和狐狸

一、活动目标

(1)乐意听信号按一定方向跑和在一定范围内躲闪跑，练习动作的灵

敏性。

(2)培养幼儿初步具备机智勇敢、互相帮助的品德。

(3)体验与同伴游戏的快乐。

二、活动准备

呼啦圈若干，赶鸭棒一根。

三、活动过程

1.导入活动

教师(鸭妈妈)带幼儿进入活动场地。

鸭妈妈：今天我要看看我的蛋宝宝，蛋宝宝在哪儿呢？

教师摸到谁的头谁就蹲下。

2.展开活动

(1)热身运动。

①鸭妈妈：宝宝、宝宝长多大了？

幼儿：我们伸出小脑袋！(带幼儿活动头部。)

鸭妈妈：宝宝、宝宝长多大了？

幼儿：我们伸出小翅膀！(带幼儿活动肩、臂部。)

3 鸭妈妈：宝宝、宝宝长多大了？

幼儿：我们跳出蛋壳了！(带幼儿活动腰、腿部。)

④鸭妈妈(微笑着张开双臂做拥抱状)：我的鸭宝宝，妈妈好喜欢你们呀，快来和

妈妈抱抱。现在宝宝跟妈妈一起来学本领吧！(做鸭走、鸭叫、扑翅膀、游泳、

喝水等动作。)

(2)讲解游戏规则并组织幼儿进行游戏。

游戏：小鸭找家，练习听信号按一定方向跑。

①第一次找家：听信号找家。

教师：孩子们，你们跟着妈妈出来玩，高兴吗？让我们先来看看家在哪里呀？(幼

儿兴奋地指着家的方向。)

教师：妈妈要看哪只小鸭先找到家。(教师发出信号，幼儿飞快地去找家。)教师



看到没有找到家的幼儿：哟！还有两只小鸭没找到家，看看有没有空房子了。(教

师帮他们一起找家，可是没找到。)

教师：他们多可怜呀！我们该怎样帮助他们呢？(引导没有找到家的幼儿和找到

家的幼儿一起住。)

教师：啊！现在小鸭子们都有家了，真好！

2第二次找家：找家时要意识到互相帮助。

教师：孩子们，玩时要注意安全，因为附近住着一只狡猾的狐狸，如果狐狸来了，

该怎么办呢？

教师：回家会比较安全，记住要互相帮助。现在，先和妈妈一起做游戏：小鸭小

鸭真可爱，扁扁嘴巴呷呷呷，摇摇摆摆来走路，跟着妈妈一起玩。

(狐狸来了，幼儿争相迅速地找家，还会互相招呼同伴一起住。狐狸没捉到小鸭，

只好走了。)

教师：狐狸走了，我们可以出去玩了。来跟妈妈一起把我们的房子变成一个大池

塘。幼儿拿起呼啦圈，念着儿歌走成圆圈：小小鸭，扁扁嘴，爱吃鱼，爱吃虾，

走起路来摇摇摇，唱起歌来嘎嘎嘎。

游戏：小鸭躲狐狸。练习在一定范围(半径为 5～6米的圆圈)内躲闪跑。教师和

幼儿一起站在圆圈里，一起跳入池塘中。

教师：啊！池塘的水真清呀！池塘水，清又清，小鸭小鸭爱游泳；东游游，西游

游，扑扑翅膀真高兴。(狐狸音乐响起，狐狸拿着赶鸭棒走到池塘边。个别幼儿

显得有些紧张。)

教师：孩子们！水里也很安全，只要你们在池塘里灵活、勇敢地躲来躲去，不要

被狐狸赶到岸上去，妈妈也会保护你们的！(幼儿在圆圈内躲闪跑，教师适时地

保护躲闪能力弱的幼儿。)

3.结束部分

教师：啊！狐狸走了，我们战胜狐狸了，可以快乐地游泳、捉鱼吃了！(教师和

幼儿一起在池塘里做游水、吃鱼、扑翅膀等动作。)

教师：天快黑了，孩子们，我们该回家了！(小鸭和妈妈一起回家。)

2.中班幼儿规则游戏的特点及指导

体育游戏：花样篮球①

一、活动目标

(1)锻炼幼儿的上肢力量和身体的协调能力。

(2)能积极参加游戏活动，并学会自我保护。

(3)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一起游

戏。

(4)幼儿通过活动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5)考验幼儿的反应能力，锻炼其个人能力。



二、使用材料

篮球、塑料圈、纸棍等。

三、活动过程

(1)单手拍球。可以单手立定拍球，也可以沿直线或障碍物行进拍球。要求手掌

保持握球状，手腕自然用力，身体降低重心稍微前倾，球的高度控制在胸部以下。

(2)双手拍球。按照单手拍球的要求左、右手交替进行。先立定姿势双手拍球，

熟练后走直线、走圆圈或绕障碍物行进拍球。幼儿可以边拍球边数数，看谁在规

定的时间内拍球次数最多。

(3)抛接球。两手向上抛球，然后用手接住球；两名幼儿合作面对面抛接球，接

不住球者为输。

(4)乖乖球。两名幼儿面对面蹲下或坐下，向对方滚球，球不能离地，沿直线向

前滚，比一比谁的球最乖。

(5)转圈圈。幼儿各拿一个篮球放在平地上，单手放在球的上部，用力向前转、

向后转，比一比谁的篮球转的时间最长。

(6)顶球。把球放在头部，两手轻轻扶球，可以走、跑、跳，球先掉下者为输。

(7)夹球跳。把球放在两脚之间，夹住球轻轻向前跳，先到达目的地的为胜。

(8)运球。把球放在篮子里，提着走、跑、跳；两人提着篮子合作运球，可增加

障碍物，使活动更加有趣。

(9)螃蟹运球。两幼儿面对面站立，两手轻轻抓住对方，把球放在两人胸部中间，

学螃蟹横着走。两人的动作必须协调一致，才能走得好、运得稳。也可以增加难

度，背对背运球走。

(10)赶球走。幼儿手拿硬纸棒，按一定的路线向前赶球，看谁的球先到达目的地。

中班体育游戏活动教案：花样篮球教案

(11）拖拉球用塑料固

(12)胯下传球 匡球 让球出圈

(13)蜗牛旅行 穿过继续拍球 这种玩法有一定

先单手拍球，然后抱起球从前

能力 的难度，需要耐心练，把球放进轮胎内，两手轻轻地我住轮胎向前滚 活动

中掉球者为输。

(14)转身拍球。幼几先立定拍球，然后迅过转个圆圈后继续拍球，在一定的时间

更感 内，比一比谁转身的次数最名。

(15)投球。幼儿持球站成一队，与篮框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手指和掌根握球，在

头前方上举，用力往篮框内投球，进球为胜。

(16)教师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开发情况创编球操，请幼儿随音乐表演。

3.大班幼儿规则游戏的特点及指导

大班幼儿已普遍对游戏结果产生了兴趣，具有了一定的自主建构策略

的能力，开始能计划自己的游戏，协商制定游戏规则，并能够通过改

变游戏规则来增加游戏的新颖性和挑战性。因此，对于大班幼儿，教



师需要选择具有一定策略，在认知上具有一定挑战性的游戏才能更好

地吸引他们参加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