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课程信息

授课课程: 角色游戏的指导

授课类型: 理实一体化

二、教学目标、要求

教学目标

情感目标：对幼儿角色游戏感兴趣。

技能目标：能够针对不同年龄段幼儿的角色游戏进行指导。

认知目标：掌握角色游戏指导的基本任务、各年龄班角色游戏的指导方法、角色

游戏的评价总结。

教学要求

1.掌握角色游戏指导的基本任务、各年龄班角色游戏的指导方法、角色游戏的评

价总结。

2.能够针对不同年龄段幼儿的角色游戏进行指导。

三、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各年龄班角色游戏的指导方法。

教学难点：能够针对不同年龄段幼儿的角色游戏进行指导。

四、教学方法：启发法、讲授法

五、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幻灯片

六、教时安排：2课时

七、教学过程

1.引言：

复习上节课重点

引出本节课内容

2.教学内容

1）幼儿角色游戏过程中的现场指导

鼓励和启发幼儿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确定游戏主题

教会幼儿分配游戏角色

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表现，给予适宜的指导

2）幼儿角色游戏结束环节的指导

3）角色游戏中的指导

1. 参与游戏，以角色的身份指导游戏的方法。

2. 不参与游戏，通过提供玩具和材料进行指导的方法。

4）评价总结游戏

教师讲评的内容：1. 就游戏情节进行讲评 2. 就游戏材料和玩具的制作和

使用进行讲评 3. 就游戏中幼儿的行为进行讲评

教师在评价活动中应注意：1. 以幼儿的分享讨论为主 2. 评价语要具体、

准确 3. 引导幼儿提出开放性问题 4. 评价应指向幼儿下次开展的游戏

5）小班角色游戏的指导：

1. 教师要为幼儿提供种类少、数量多，而且形状相似的成型玩具。

2. 多以角色的身份参与游戏，以游戏的口吻来指导幼儿，帮助明确主题和角色。

3. 引导幼儿与同伴进行各种游戏内外的交往，同时注意游戏常规的培养。

4. 培养幼儿独立游戏的能力。

6）中班角色游戏的指导：

1. 教师应在提供成型玩具的基础上，增加半成品以及废旧物品材料的提供。



2. 引导幼儿拓展游戏主题，设计游戏情节，学会分配角色，加深对角色的理解。

3. 引导幼儿在游戏中学会解决简单纠纷的办法，掌握交往技能以及相应的规范。

7）大班角色游戏的指导：

1. 着重培养幼儿独立开展游戏的能力。

2. 多用提问、建议等语言形式指导游戏。

3. 关注幼儿的合作程度，引导幼儿在游戏中展开更多、更深入的沟通交流。

4. 在游戏评价环节中，教师应给予幼儿更多表现的空间，培养他们分析问题和

评价游戏的能力。

补充：高结构材料&低结构材料

3.小结

观察幼儿在角色游戏中的游戏行为、游戏材料的操作，结合幼儿现阶段游戏

发展的水平，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同时注意个体差异。

八、作业布置

判断题

1.小班幼儿在角色游戏中容易产生纠纷。（×）

2.在角色游戏中，教师要为小班幼儿提供种类丰富、数量多的成型玩具。（×）

3.超轻黏土属于高结构材料。（×）

4.在角色游戏中，教师不能为大班幼儿提供高结构材料。（×）
九、教学后记或反思

关于高结构材料、低结构材料，幼儿园更喜欢哪种？如何有效的利用两种材

料，提升幼儿的游戏经验，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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